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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囊肿和肿瘤是不是“亲戚”

很多人都会因看了体检报告上的词语而
高度紧张，而“囊肿”就是这些词语之一。

近日，河南郑州一位女子在上厕所后腹
痛难忍。检查时，仪器显示她腹部有一个巨大
的卵巢囊肿，因为它在体内发生了扭转，所以
引发剧痛。医生将这个大家伙切除后，发现它
竟重达8公斤。

囊肿和肿瘤仅一字之差，很多人常将其
与肿瘤挂钩。什么样的囊肿需要治疗？

缺乏医学常识的患者往往误
认为囊肿是大病。囊肿和肿瘤，是

“亲戚”吗？
据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医

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费军介绍，
肿瘤是实心的，是脏器受到某些刺
激后发生病变，局部细胞增生导致
的，它的基础是细胞突变；而囊肿

只在外面包裹着一层薄膜（囊壁），
其内容物是囊液，绝大部分是无菌
液体及其他组织。囊肿和肿瘤，算
不上“亲戚”。

囊肿就像一个灌了水的“气
球”，一般不会出现固体成分，缺少
可供癌变的“原料”，因此，一般不
会变成癌。

大多数囊肿是遗传、内分泌、
环境、心理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

囊肿是否会造成人体不适和
危害，主要看增生部位、大小、对周
围器官功能的影响、是否恶变或存
在感染等并发症。

除了头发、指甲，人体各处都
可能发生囊肿，它一般是良性病
变，常出没在肾、肝、卵巢等部位。

出没在肝脏 临床发现的多数
肝囊肿小而散发，多数为1厘米—2
厘米，且不会引起任何症状，无需
特殊处理。

费军说，患者可以定期接受B
超检查，及时了解囊肿的生长情
况。小囊肿一年复查一次，大囊肿
可半年复查一次。

大多数肝囊肿长期处于静止
状态，不会长大，甚至终身无症状。

随着年龄增长，囊肿也可能逐
渐增大，但这主要是因为囊壁的上

皮细胞持续分泌囊液，造成内部液
体增多，把囊肿撑大了，与癌变没
有关系。

出没在肾脏 在体检超声检查
中提示的肾囊肿，往往是单纯性肾
囊肿，也是成人肾囊肿中最常见的
一种，占肾囊性病的65%—70%。

目前，医学界认为单纯性肾囊
肿是一种良性疾病，随着年龄增
长，发病率逐年增高。

单纯性肾囊肿一般不会引起
肾功能损害。如果肾囊肿体积不大
（直径大于 5 厘米），就无须担心，
因为其中大多数无需特殊治疗，只
要定期（6 月—12 月）监测肾脏囊

肿的体积变化就可以了。
出没在卵巢 常 发 生 于 15

岁 —50 岁的育龄期妇女，多为良
性，恶变率较低。

对B型超声波检查提示“无回
声，无盆腔积液，血清肿瘤标记物
正常”的患者，多考虑为良性，可在
月经结束后或3个月—6个月内复
查，暂不需处理。

育龄期女性超声提示囊肿内
网格状回声，肿瘤标记物正常，即
使有血流信号，也可能是黄体囊
肿，属于正常现象，可月经后再做
一次超声波检查。

良性囊肿大多无需特殊治疗，
比如单纯性肝囊肿、肾囊肿多无症
状，对周围组织及肝肾功能影响不
大，不需要治疗，只要每过6个月左
右（最长一年内）复查一次就可以了。

直径大的囊肿 直径大于 5厘
米且对周围组织有压迫症状的囊
肿，可就医治疗。

如果囊肿过大，直径超过 10
厘米，或有并发症出现，就可能需
要接受手术了。建议遇到这类情况

的患者能够积极配合治疗。
复杂性肾囊肿 若检查报告提

示“复杂性肾囊肿”，就可能存在不
同程度的恶性病变风险了。这时，
应尽快去肾内科或泌尿外科就诊，
进一步明确肾囊肿的性质和病因。

病理性卵巢囊肿 对超声提示
“囊肿内实性成分、乳头状或强回
声、卵巢囊肿伴血肿瘤标记物升
高”，特别是“血流信号丰富”的囊
肿，即使有良性的可能，也要提高

警惕，及时就医，采取相应措施。
另外，这些情况也需及时处

理：囊内液体感染、囊肿扭转、卵巢
巧克力囊肿。

少数囊肿是恶性肿瘤，可因病
情进展出现肿瘤破溃、出血，也会
转移至其他组织器官。恶性囊肿首
选手术切除，术后还应根据肿瘤病
理类型及分期，给予放疗、化疗及
靶向治疗。

徐梦莲

2 哪些部位容易长囊肿

3 什么样的囊肿需要治疗

“喝骨头汤没治好我的关节，还让我
长胖了 15公斤！”近日，在湖南省人民医
院骨关节与运动医学科做了膝关节置换
手术后，湖南娄底 60岁的易女士顺利出
院。此时，她深刻地认识到：“喝骨头汤补
钙”这一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以形补形”的
说法，并不可靠。

身高仅 152厘米的易女士体重却达
到了 81.3公斤，体质指数（BMI）为 35.9，
属于重度肥胖。2022年 3月，她因膝关节
疼痛到当地医院就诊，被告知是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合并半月板损伤，建议手术
治疗。易女士害怕手术，听信旁人“喝骨

头汤能补钙”的说法，回家喝起了骨头
汤。连续两个多月，她几乎每天都要喝上
两大碗，可膝关节疼痛没有任何改善，体
重却由原来的 65公斤一路飙升到 80公
斤……

饱受疼痛折磨、无法行走的易女士来
到湖南省人民医院骨关节与运动医学科
就诊，随后被收治入院。主任医师何畔进
行了详细的检查、评估后，诊断为右膝骨
性关节炎终末期，随后，为易女士施行了
右侧人工膝关节表面置换术。

术后，骨关节与运动医学科医护康一
体化团队为易女士制订并实施了个性化

快速康复方案。术后第一天，患者便下床
活动，不久后，她丢掉拐杖，步行出院。

膝关节骨关节炎早期采取保守治疗
或者微创手术方式，可以缓解疼痛、延缓
病程；但到终末期，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关
节置换。

湖南省人民医院骨关节与运动医学
科主任医师何畔强调：“猪骨汤既无法修
复退变的软骨，也没有太大的补钙功效。
骨头内虽含有大量的钙，但不管熬制多
久，都无法使骨头中的钙析出，熬出来的
主要是脂肪，这也是易女士体重在短期内
迅猛增长的原因。而体重的增长又进一步

加重了她膝关节的负担，随着时间推移，
导致右膝骨性关节炎发展至终末期，关节
间隙明显变窄、软骨磨损严重，不得不进
行膝关节置换。”

湖南省人民医院骨关节与运动医学
科主任王靖提醒，骨性关节炎与生活习
惯、运动方式、体重等诸多因素相关。如出
现膝关节疼痛应及时就医，平时要注意膝
关节的保护，避免体重过重给关节造成过
大压力；还要注意关节的保暖，避免久蹲、
久站、爬山、上下楼梯、穿高跟鞋等可能损
伤膝关节的生活方式。

夏盛 梁辉 周怡

隔着玻璃晒太阳不能补钙
隔着玻璃晒太阳不仅补钙效果甚微，还可

能把人晒黑。
人们说“晒太阳补钙”，其实补的是维生素

D。体内的维生素D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在阳
光或紫外线照射下，由皮肤中的化学物质合成；
二是通过膳食获取。

阳光中的长波黑斑效应紫外线不易受到玻
璃阻挡，能够透过玻璃照射身体，还会加速皮肤
老化，同时对促进皮肤中维生素D产生并没有
作用。户外紫外线可以促进皮肤产生维生素D，
但会受到玻璃的阻挡。因此，隔着玻璃晒太阳，
皮肤无法产生维生素D，也不能促进钙的吸收。

——生命时报

70岁后走3000步就有益
不少人将“日行一万步”当作运动目标，这

对中青年人来说，可能没有太大问题，但对很多
老年人是个不小的挑战。

近期，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发表
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70岁—90岁的老年人每
天走 3000 步就可能对心脏有益，如果再增加
500步，就足以有很大改善。中山大学附属第六
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欧阳茂提醒，这个目标不
用强制一次性完成，采取分段进行的方式就可
以。

——健康时报

穿袜子睡觉更易入睡
瑞士国家睡眠实验室的一项研究发现，睡

觉时穿袜子更容易睡着，尤其天冷时。
研究人员招募了一批志愿者并将其分为两

组，一组穿袜子睡觉，一组则不。结果发现，比起
不穿袜子的人，晚上穿袜子睡觉的志愿者，手脚
温度比室温高，平均入眠时间更短。

对于因脚凉而睡不着的人来说，穿袜子入
睡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暖、助眠作用。注意，
袜子要尽量宽松，避免勒脚腕。另外，不推荐年
龄大、下肢水肿的人穿袜子睡觉，以免影响血液
循环。

——健康时报

流感康复应换个牙刷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发现，流感病毒

在湿润表面可生存72小时或更长时间。若患者
初愈后刷牙时造成损伤，细菌、病毒会再次进入
血液，导致二次感染。推荐：

1.每个人的牙刷放在自己的牙杯里；
2.牙刷放在通风干燥处；
3.每当伤风感冒、流行性疾病初愈时，应及

时用75%的酒精或3%的双氧水浸泡牙刷，进行
消毒，或更换一把新牙刷。

4.2个月—3个月要更换一次牙刷。
——生命时报

喝骨头汤没治好关节病，却长胖15公斤
“以形补形”的说法根本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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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区通源小区（光明街）公寓楼，45平，
房龄新，新装修，地暖，飘窗，2楼/3层，个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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