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要进行微生物检测？
▲ 河南省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张从梅

目前，对女性生命健康威胁最大的疾
病之一就是乳腺癌，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
且乳腺并非维持生命的重要器官，所以早期
诊断率较低。如果在临床通过科学的影像学
技术进行检查，可以确定乳腺结构、钙化以
及肿块等情况，有利于早期诊断、鉴别、治
疗，在乳腺癌诊断中，钼靶 X 射线摄影是首
选检查方式，但很多女性对其不甚了解，本
文全面介绍钼靶 X 线摄影诊断乳腺癌的相关
知识。

什么是钼靶 X 射线摄影
钼靶 X 射线摄影是乳腺疾病诊断的主要

措施，以普通的 X 线技术为基础，在低剂量
射线投射下可以清晰的显示乳腺组织情况，
从而对结构变化、良恶性肿物病变、微小钙
化以及触诊不可及的病变等进行扫描捕捉及
成像，可进一步提高早期乳腺癌诊断率。相
关研究显示，在乳腺肿瘤良性或恶性鉴别诊
断中，钼靶 X 射线摄影有着 90% 以上的准确
率；年龄不超过 50 岁的乳腺癌患者，经过
这项检查至少 85% 的患者可以准确检出。

在进行乳腺检查时，乳房要用乳腺夹
板夹住，暴露出大部分乳腺组织。所以，为
了方便检查受检者最好穿着开襟上衣。在检
查中分别在双侧斜位或侧位以及双侧轴位拍
摄四张照片。

由于正常的乳腺组织和癌变组织的之
间存在的密度不同，在进行钼靶 X 射线检查
中，恶性病变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肿块
与周围组织相比密度更高，而且比尺寸相同
的良性肿块密度还要更高，在其周围呈现出
典型的透明晕环绕。如果在钼靶 X 射线摄影
检查中，测量的肿块大小比临床触诊结果小，
伴有钙化或乳腺结构扭曲，大部分为恶性。
肿块的内部可以观察到多个微小的钙化；相
关调查显示，4%-10% 的恶性病变，都存在
钙化现象，所以这也是判断乳腺癌的关键性
证据。钙化病灶可以处于肿块的内部、肿块
的外部，或是单独存在；钙化灶为簇状、区

域、线样及段样分布。

钼靶 X 射线摄影的优点
敏感度高  在乳腺癌诊断中，钼靶 X 射

线摄影约有87%~94%的特异度和82%~89%
的敏感度，在临床触诊过程中不能发现的乳
腺肿块，也能被检出。如果患者的乳房为脂
肪型或是乳房较大，诊断的效果更佳，准确
率在 95% 左右。如果是门诊检查为阴性的患
者，也就是 T0 期乳腺癌患者，它的临床表
现仅仅是少量的细小钙化，只能在钼靶 X 射
线摄影过程中才能检出。

简单方便  钼靶 X 射线摄影具有费用
低、重复性好、操作简单、安全、直观、全
面等优点；检查中获得的影像资料还可以留
存，便于进行治疗前后对比。

安全性高  属于无创伤性检查，只在加
压板挤压乳房时有不适感，无体内侵入性操
作，所以痛苦感小。而且体形、年龄等因素
均不会对检查产生影响。

钼靶 X 射线摄影的缺点
1. 钼靶 X 射线摄影一次的辐射剂量约

为 1.3~2.0 mGy，尽管处于较低的水平，但
也存在一定辐射伤害；所以，尚未生育且年
龄小于 30 岁的女性，或是年龄未超过 35 岁，
且不怀疑乳腺癌、无乳腺癌高发危险的女性，
均不建议进行钼靶 X 射线检查。

2.如果是合并乳腺增生或是乳房偏小、
乳腺致密的女性，会影响钼靶 X 线摄影诊断
的准确性，从而使误诊率增加。

3. 如果是致密型乳腺，会降低钼靶 X 射
线摄影判断病变组织的能力，所以一般需要
配合超声检查或是其他方式检查，以保证诊
断准确性。

总而言之，乳腺癌筛查中常规的检查
方式就是钼靶 X 射线摄影，如果女性年龄超
过 40 岁，或是伴随乳腺原位癌、乳腺癌家
族史等高危因素的女性，建议每年进行检查，
以便能早诊断、早治疗，维护女性生命健康。

血常规检查是最基础的临床化验检查
之一。红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血小板
计数、白细胞计数分类、红细胞比容、血
红蛋白浓度等是血常规检查的主要项目。
如果身体出现疾病某些成分会有所改变，
因此，在临床上会通过对不同成分的形态
分布和数量进行疾病诊断。接下来介绍血
常规检查的相关知识。

常见血常规指标的临床意义
红细胞计数  指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

总和。红细胞计数可以对患者生理性变化
进 行 诊 断， 精 神 变 化 刺 激、 长 期 多 次 献
血、缺氧因素刺激，会使血红细胞计数增
加；妊娠女性、2~6 岁婴幼儿、造血功能
退行性改变的老年人群，血红细胞计数会
下降。

血红蛋白计数（Hb）  血红蛋白可以为
身体器官提供氧气消耗二氧化碳。血红蛋白
计数临床意义与血红细胞基本相同，但是对
贫血程度的反映更加显著。

红细胞比容（HCT）  在临床上，大面
积烧伤、严重脱水、频繁呕吐等症状的红细
胞比容会增加；贫血、大面积烧伤后输血及
补液时红细胞比容会降低。

白细胞计数  指血液中白细胞的数量总
和。妊娠、新生儿、剧烈运动后会引起白细
胞计数的生理性增高；急性出血、白血病、
尿毒症等疾病会引起白细胞计数的病理性增
高；放化疗、肝硬化、再生障碍性贫血会引
起白细胞技术的病理性降低。

白细胞分类计数（DC）  血液中不同
类型白细胞所占的百分比。吞噬细胞与患
者免疫功能相关，其计数临床意义与白细
胞计数类似。嗜酸性粒细胞会在寄生虫病、
某些血液病、过敏性疾病等时会增加；淋
巴细胞会在病毒感染后增加，发生放射性
疾病后减少；单核细胞会在寄生虫病、感
染病后增加。

血小板计数  出血性血小板增多症、真

性红细胞增多症会增加血小板计数；再生障
碍性平会降低血小板计数；脾功能亢进会破
坏血小板；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会消耗过多的
血小板。

血常规检查的注意事项

空腹采血。蛋白质、肝功能及各类无机
离子等项目检查均需要空腹采血。一般采血
时间为 8~10 点，此时胃肠消化活动及营养
物质的吸收已经完成，血液中各种成分的含
量呈现恒定状态，此时采集到的血样可以对
人体的实际情况进行真实反映，有利于准确
诊断各类疾病。因此，进行血常规检查的前
一天晚上需在 8 点后禁食，采血当日早晨可
以饮用少量白开水，但是避免饮用牛奶、果
汁及各种饮料，而且采血前 3 日最好以素食
为主，避免食用油腻食物影响检查结果的准
确性。

采血前避免剧烈运动。剧烈运动会加快
血液循环，增加外周血中白细胞的数量，对
检查结果造成干扰。此外，习惯清晨锻炼的
受检者在检查当日应停止锻炼，避免改变血
液成分，干扰检查结果。

在采血当日，受检者应穿着袖口宽松
的衣服，便于静脉采血，防止采血后造成
手臂血肿；注意衣着干净，避免造成针孔
干扰。

采血后，需保持前臂伸直，用止血棉球
按压 5 min，捻动棉球或屈肘会造成皮下出
血。24 h 内避免针孔沾水，防止发生感染。
如果针孔周围出现青紫，可在 24 h 后进行
热敷。

综上所述，了解血常规检查项目的临
床意义，有助于受检者读懂血常规检查结
果，对身体状况有更加清晰的了解。为了
确保检查结果的准确性，便于医生做出正
确的诊断，在血常规检查前应严格遵守各
类注意事项。

钼靶 X 射线摄影诊断乳腺癌，你了解多少
▲ 四川省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胡琼

带你了解血常规检查
▲ 四川省兴文县人民医院   马玉霞

微生物，敌人？
微生物在人类传染病的历史“罪行累

累，罄竹难书”。比如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就是因为鼠疫杆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黑
死病”所导致的。在那个科学式微、神学
鼎盛的时代，这样一场传染病对彼时的文
明可谓是毁灭性的打击，严重时每天近万
人在痛苦中死去。

中国古时便有这样一个说法：大灾过
后必有大疫，那时候的人们会天真地以为，
这是老天给予的惩罚，只要上天认为惩罚
到位了，便会收回惩罚，百姓的生活就会
回到正轨。真的是这样吗？接受过现代教
育的我们都知道并非如此，一切的根源，
就是那肉眼不可见的小小微生物罢了。

微生物，朋友？
但与此同时，人体的肠道内大量存在

的细菌，与人类的关系就是相互依存，互

帮互助，菌群在人类消化吸收中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人体内的菌群的数量是相
当庞大的，不过目前现有的技术手段还不
足以完全搞清楚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不
过唯一可以明确的是，一旦人体内的菌群
失调，宿主的身体会发生变化，严重点的
还会引起腹泻。

在医学领域，微生物的成就斐然，在
二战中救人无数的英雄。青霉素，就是从
青霉菌身上发现的。可以说，现代医学的
研究也是伴随着人类对微生物了解，进而
不断深入的。微生物检验也逐渐在临床推
广开来，其在临床有何意义呢？

微生物检验的意义
为疾病的诊断提供病原体  人类医学

发展至今多少古代的绝症，放在如今的科
技水平之下已经不再是难治之症，就像是
肺结核病一样，诺贝尔奖得主柯赫，就是
因为发现了肺结核病的致病菌，从而青史

留名。在很多情况下，同一种疾病可能是
由不同的致病菌引起的。很多模棱两可的
病症难以判断时，我们就可以通过微生物
检测的手段，将这些问题解决，判断出究
竟是那种病菌在兴风作浪，争取以最小的
代价，搞清楚患者的病况，提供准确详细
的诊断，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疗，确保可以
及时、合理地处理患者的病情。

为疾病的研究提供病原体  随着科技
水平的不断发展，现代医学的研究增加了
无数新的赛道。当人类拥有了研究微生物
的能力时，医疗健康事业可谓是日新月异。
当然，这也是有好有坏的，在分子水平上
的一些微生物研究也曾让坏人掌握了新式
的战争武器，比如二战时期被投入战争的
细菌。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对人类有益
的方面是占上风的，通过对微生物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免疫学利用接种疫苗拯
救了全世界无数人的生命，使多少婴儿和
儿童免于疾病的侵害。

临床治疗的细菌耐药性的检验  由于
抗生素药物的滥用，人体内细菌耐药性也
在不断提高，超级细菌成立困扰临床的问
题，导致一些疾病的治疗变得困难起来。
这时候需要对患者进行微生物检验，指导
科学地应用抗生素，有针对性地选择抗生
素，避免出现无法抑制细菌的现象出现，
导致病人病情加重。而且通过开展抗菌药
物的试验，为研究和评估新的药物提供了
大量临床数据，也为后续深入研究耐药性
细菌，提供了临床依据。

微生物检测时的注意事项
1. 培养基要保证可以给微生物一个适

宜的生长环境，取样前要经过灭菌处理。
2. 取样的环境要尽量干净整洁，避免

在杂乱潮湿的环境下取样。
3. 取样工具要洁净，通过 75% 的酒精

以及紫外线灯等，进行灭菌操作。
4. 人员操作时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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