
检出率排名前10的异常项（数据）

TOP10 T波异常 3048人次

TOP1 超重 10655人次

TOP2 血脂异常 9531人次

TOP3 脂肪肝 8012人次

TOP4 血压偏高 7493人次

TOP5 甲状腺结节 5562人次

TOP6 血糖偏高

TOP7 幽门
螺杆菌阳性

TOP8 尿酸偏高 3779人次
TOP9 丙氨酸

氨基转移酶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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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鞠圣娇

超重、血脂异
常、脂肪肝、血压
偏高……这些触
目惊心的词语，这
两年频繁出现在
聊城人的体检报
告上，已经成为不
可忽视的健康问
题。

近日，聊城市
第三人民医院（以
下简称“市三院”）
查体中心统计了
近两年该中心3.8
万份查体数据，受
检者以上班族为
主，累积筛查出异
常项约 21 万项，
平均每人查出异
常项5.5项。“有些
人看着挺健康，其
实已经处于亚临
床状态了。”4 月
12日，市三院查体
中心健康管理师
冯艳平告诉记者，
这些数据背后隐
藏了很多健康问
题值得我们深思。

老年人的常见病逐渐找上年轻人

2021年7月，32岁的武田（化名）发
现自己连续多日短暂活动后出现胸痛
胸闷。他到市三院查体中心检查，心
电图检查出现“急性心肌梗死”危急
值，工作人员当即联系心内科大夫会
诊，安排住院，及时挽救了患者生命。

“过去，我们都认为心脏病、高血
压等疾病是老年人的‘专利’，实际上，
这些病已逐渐年轻化。年轻人体检后
自认为健康指标高点没什么问题，对
于体检“六高”（肥胖、高血压、高血脂、
高血糖、高尿酸、高同型半胱氨酸）未
能及时有效干预，使心、脑、肾等重要
脏器形成不可逆的损害，从而罹患重

大慢性疾病。”冯艳平说，不少年轻人
饮食结构不合理，有不良饮食嗜好，长
期饮用可乐等碳酸饮料，看上去高大威
猛，但骨密度指标远低于正常值，出现
骨量减少甚至骨质疏松，严重影响骨骼
健康。有的年轻人因为常吃外卖、喝奶
茶，油脂和反式脂肪酸摄入过多，血脂成
分过高，导致血液呈现乳糜状。

这两年，市三院查体中心不断升
级，引入了双能X线骨密度测定仪，可
以更精确地测量受检者腰椎部分的骨
密度。该院还开展了针对心脑血管疾
病的同型半胱氨酸检测，针对糖尿病、
动脉硬化的早期风险筛查。

体重管理不只是为了瘦

在10大体检异常项中，检出率最
高的是“超重”，什么是医学意义上的
超重呢？市三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张尚
静表示，判断超重和肥胖的标准主要
是利用体重指数BMI来衡量，BMI=体
重（kg）/身高（m）2，成年人可以利用公
式计算个人肥胖分类，BMI值在18.5—
24.0之间为正常体重，在24.0—27.9之
间为超重，超过28.0的话则属于肥胖。

张尚静发现，有不少患者虽然体
重值较高，实际上却营养不良，体内必
需营养素呈现缺乏的状态。有的人喜
欢大鱼大肉，蔬菜水果吃得较少，就会
导致蛋白质摄入过多、维生素和膳食

纤维摄入不足；也有些人，体重虽然达
标，但身上肌肉量很少；还有些年轻女
性，平时打着减肥的旗号，拒绝摄入主
食，但这样也不科学，因为大脑需要的
能量依靠糖类供给，不吃主食会造成
糖类供给不足，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

那么，是不是体重越轻、人越瘦就
越好呢？“这是一种错误观点，过胖或
者过瘦都是不健康的。”张尚静表示，
有一些体检查出体重异常的患者会选
择到营养科进行体重管理，而营养科
的医师会从饮食、运动两方面入手，调
整患者的饮食结构、给出运动建议，让
患者吃得健康、动得快乐。

拿到体检报告后
注意三点

本报记者 鞠圣娇

对很多人来说，体检就像一场
考试，拿到体检报告的瞬间就像是
成绩揭晓，体检单上的箭头就像是
对错号，令人忐忑不安。我们该如
何阅读体检报告？冯艳平给出了
建议。

第一步，注意体检报告上的数
据。体检报告上的各项指标在正
常范围内，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但
如果检查出异常，也不必过于担
心，可能只是当时身体状况不佳，
需跟踪随访。更重要的是，体检报
告有很重要的动态比较意义，特别
是体检时查出体内有结节、包块的
市民，每年都应该比对大小，结合
临床症状，请专科医师给出指导意
见。

第二步，注意体检报告上的不
同提示。体检报告上可能给出“随
访”“复查”“进一步检查”等不同字
样，这些词语有啥区别？冯艳平
说，“随访”指情况不严重，不必马
上去医院，但是症状加重就应去医
院就诊；“复查”是指疾病或异常指
标可能随着时间变化而有新的变
化，需要定期复查，以便前后对比，
确定病情；“进一步检查”指的是，
现在所做的检查并不能确定病变
的性质，需要到医院专科门诊详细
检查才能明确。

第三步，针对异常项目，找专
科医生就诊，寻求进一步的干预措
施。如肥胖人群，可以到营养科咨
询如何进行健康减重，而不是自己
盲目减肥。

这些病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

体检的意义和目的在于通过医学
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身体检查，
了解受检者的身体状况，早期发现疾
病线索和健康隐患。而这份体检数据
也恰恰证明了体检的意义：看上去健
康的人，可能存在健康问题。

根据统计，检出率排名前10的异
常项分别是超重、血脂异常、脂肪肝、
血压偏高、甲状腺结节、血糖偏高、幽
门螺杆菌阳性、尿酸偏高、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升高、T 波异常。而这 10 个异
常项，大部分是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引起，比如超重、血脂异常、脂肪肝、尿
酸偏高，都与饮食、运动、睡眠有很大
关系。

很多受检者的饮食结构不合理，
加上长期熬夜、久坐、不运动、精神压
力过大等因素，导致机体代谢异常，如

果不及时干预，长期积累形成疾病形
态损害会诱发慢性病，甚至出现急性
心脑血管疾病而引起猝死。

检测技术的提升，也让一些疾病
“现了形”。“碳14检测”只需要通过呼
气试验即可判断是否感染幽门螺杆
菌，“碳14检测”产品上市，检出感染幽
门螺杆菌人数明显上升，呈现出家庭
聚集性流行趋势。冯艳平举例说，我
市某单位职工的幽门螺杆菌阳性率比
较高，她上门走访发现，该单位没有实
行分餐制，餐具消毒不严格，一个人感
染后，会通过消化道传播引起交叉感
染。随后，该单位实行了分餐制，提倡
使用公筷公勺，部分已出现症状的员
工进行了规范治疗，第二年，该单位的
幽门螺杆菌阳性检出率大大下降。

记者手记

别害怕 大胆面对体检

很多人不敢体检，因为怕查
出问题，但问题并不会因为害怕
就消失，反而有可能因为忽视而
更加严重。所以，别害怕，大胆面
对体检才是正确做法。

有的人害怕体检的原因是
“心虚”，害怕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会反映到体检结果上。但大多数
慢性疾病早期是可逆的，改变生
活习惯就能改变身体状态。

有的人害怕面对体检报告上
的异常项。其实，不是所有的异
常项都需要立即处理，像备受关
注的肺结节，需要结合大小、密度
（CT 值）、形态、边缘情况等因素
来判断其良恶性，并决定下一步
的干预措施。而且，一些疾病通
过早期干预，可以避免其对身体
的损害。比如胃肠镜检查中，医
师会对发现的息肉进行处理，避
免了其癌变的可能。

就像定期要对汽车进行保养
一样，我们的身体更需要定期关
注。毕竟，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
幸福都无从谈起。 鞠圣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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