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分泌科属于内科的一个分支， 全
称是 “内分泌及代谢病科”， 从字面上
理解， 内分泌科主要是看 “内分泌失
调” 的。 那么， 何为内分泌失调呢？

人体的主要内分泌器官包括下丘
脑、 垂体、 甲状腺、 胸腺、 肾上腺、 胰
腺、 性腺， 这些内分泌器官的激素水平
异常就会导致各种内分泌相关的全身性
疾病。 其中， 下丘脑、 垂体、 甲状腺调
节着甲状腺激素的分泌， 与甲亢、 甲减
等甲状腺疾病密切相关； 垂体分泌的生
长激素异常可引起矮小症或肢端肥大
症； 肾上腺分泌的糖皮质激素过多时，
可引起库欣综合征； 肾上腺皮质病变导
致醛固酮分泌过多时， 可引起原发性醛
固酮增多症， 常见症状为高血压、 低血
钾， 是继发性高血压的常见病因； 女性
卵巢分泌的雄激素过多可导致多囊卵巢
综合征， 引起不孕； 胰腺分泌的胰岛素
不足， 可引起血糖升高。 除了上述与内
分泌相关的疾病， 钾、 钠、 钙等电解质
水平和酸碱代谢的异常， 也属于内分泌
科的诊治范围。

虽然内分泌科的疾病很多， 但临床
上常见的主要是糖尿病和甲状腺疾病，
比例超过 50%。 糖尿病包括 1 型糖尿
病、 2 型糖尿病、 妊娠糖尿病及特殊类
型糖尿病， 其典型症状为 “三多一少”，
即多饮、 多食、 多尿、 消瘦。 甲状腺是
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 除甲状腺功能亢
进症和甲状腺功能减退外， 甲状腺的其
他相关疾病也都隶属于内分泌科， 如甲
状腺结节、 桥本氏甲状腺炎、 亚急性甲
状腺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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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科究竟看哪些病？

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非常
重要， 因为一旦牙齿健康出了
问 题 ， 影 响 的 不 仅 仅 是 “干
饭 ” ， 还可能与心脑血管疾病
密切相关。

早在 2005 年， 科学家们就
发现导致牙周病的常见细菌同
时存在于冠心病病灶的斑块组
织中 ； 2019 年 ， 欧洲牙周病学
会和世界心脏联合会发表共识
指出 ， 罹患牙周病与多项冠心
病风险因子升高有关 。 不仅如
此， 研究还发现， 牙周疾病经过
治疗后， 血液中多项心脑血管病
风险因子和指标都会降低， 可有
效降低心脑血管不良事件的发

生。 因此，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发
生， 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非
常重要。

坚持正确的刷牙方法 坚持
正确有效的刷牙对口腔健康非常
重要， 国际上推荐巴氏刷牙法：
选用小头软毛的牙刷， 将刷毛放
置在牙颈部的牙龈沟附近， 向牙
根的方向倾斜 ， 轻轻加压的同
时， 做水平方向、 小幅度震颤运
动， 这样可更好地清理牙龈沟及
牙齿缝隙中的污垢， 每天至少两
次， 每次至少 3 分钟。

用牙线代替牙签 牙线能更
彻底地清理牙缝中的食物残渣，
可以按照牙缝大小和使用习惯选

用合适的牙线即可， 尽量不要用
牙签， 因为牙签不仅容易残留细
菌， 还容易损伤牙龈。 目前市面
上新兴的冲牙器， 可利用水流的
压力冲去污物， 大家可将其作为
辅助清洁工具， 但绝不能替代刷
牙和使用牙线。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 即使口
腔没有任何不适症状， 也应每半
年进行一次常规口腔检查， 每半
年至一年洗牙一次； 若出现牙龈
出血、 肿痛、 口腔异味、 牙缝增
大等症状， 建议尽早到医院就诊，
酌情进行规律的牙周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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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每天早晨坚持 3
个“半分钟” 对健康非常有益，
可有效减少中风、 心绞痛、 心肌
梗塞、 猝死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
险， 即醒来后不着急起床， 在床
上躺半分钟； 穿好衣服后不要急
于下床， 在床上坐半分钟； 下床
前， 双腿下垂在床沿活动半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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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三个“半分钟”
减少心血管病风险

什么是肺结节？
结节只是影像学上的一个描

述性名词， 指的是病灶的大小，
而不是病灶的性质。 在影像检查
中 (如 CT 或胸片 ) 发现类圆形
的直径小于 3 厘米的病灶通常描
述为结节灶， 当直径小于 1 厘米
时常被描述为 “小结节”， 而直
径小于 0.5 厘米时就被称为微小
或细小结节。

常见的肺内结节或小结节包
括球形肺炎、 结核球、 错构瘤良
性、 纤维增生等良性病变， 也包
括不典型腺瘤样增生等癌前病
变， 以及原发性肺癌或肺内转移
癌等恶性病变。 根据结节密度的
不同， 可以分为纯磨玻璃结节、
部分实性磨玻璃结节和纯实性结
节， 在这三类结节中， 恶性病变
几率分别为 18%、 63%和 7%。

肺结节检出率
为何越来越高？

统计资料发现， 正常人群肺
结节的检出率最低为 20%， 高的
有 40%~50%， 甚至有报道称达到
70%。 虽然肺结节的发生率高 ，
但是恶性比例较低， 只有 5%左
右最后确诊为恶性肿瘤。 而肺部
结节检出率越来越高的原因主要

是检测仪器越来越先进。 过去肺
部体检主要是拍 X 光胸片， 但 X
片对于小于 1 厘米的结节很难发
现， 而现在肺部体检普遍使用的
是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速度越
来越快， 扫描厚度越来越薄， 从
过去的 1 厘米到现在的 2 毫米，
甚至 1 毫米的结节都能被发现，
所以检出率升高。 其次， 雾霾等
空气污染的影响也使得肺结节的
发生率有所上升。

发现肺结节该怎么办？
临床发现， 80%~90%的肺结

节都是良性病变 ， 根本不需要
“挨一刀”， 因此， 如果体检发现
肺部有小结节， 不要过于担心，
即使医生评估后考虑恶性肿瘤可
能性大， 也不要过于恐慌， 因为
这个时期的肿瘤大多为极早期，
只要通过及时恰当的治疗， 是完
全可以痊愈的。 国内外的研究均
显示， 经过手术治疗的 I 期患者
的 10 年生存率可达 90%以上 。
目前， 临床上通过胸腔镜手术行
肺叶或肺段切除术， 疗效明确，
创伤小， 疼痛轻， 术后恢复快，
不需要做任何的化疗和放疗。

因此 ， 发现肺结节后既不
要过于担心 ， 也不能对其置之
不理 ， 定期复查很有必要 。 一

般来讲， 5 毫米以下的微小结节
每年复查一次 ， 5~10 毫米的小
结节每 3~6 个月复查一次 ， 随
访 3~5 年 。 随访过程中如果医
生评估恶性可能性大时 ， 应尽
早手术 （胸腔镜）。

哪些人需定期复查 CT？
CT 通过显示组织横断面及

三维结构图像进行诊查， 有效避
免了肺与心脏、 纵隔、 横膈等组
织的重叠 ， 能发现肺尖 、 脊柱
旁 、 靠近胸膜 、 心脏后方等 X
胸片难以发现的病灶。 另外， 低
剂量 CT 筛查所产生的射线剂量
很低 ， 对高危人群来说是体检
的首选方法 。 一般来说 ， 年龄
50 岁以上且至少合并以下一项
危险因素者属高危人群 ， 应定
期行 CT 检查： （1） 吸烟≥400
支/年， 其中包括曾经吸烟， 但
戒烟时间不足 15 年者； （2） 被
动吸烟者 ； (3) 有职业暴露史
（石棉、 铍、 铀、 氡等接触者）；
（4） 有恶性肿瘤病史或肺癌家
族史； （5） 有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 （COPD） 或弥漫性肺纤维化
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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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节八成以上为良性
无需“挨一刀”

牙口不好 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增加

王先生最近在体检中
被告知有“肺部结节”， 听
到这个消息， 他顿时感觉
身上装了个定时炸弹， 茶
饭不思， 夜不能寐， 生怕
是肺癌。 其实， 随着检测
仪器精密度越来越高 ，
“肺结节” 的检出率也越来
越高， 人们到底该如何正
确对待肺部结节， 该积极
治疗还是定期复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