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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诊断与治疗，你应该知道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黄璋侃

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消化系统

肿瘤，起源于胰腺组织中的腺泡细胞。胰腺

是一个位于胃后方的腺体，它负责生产胰液

和胰岛素等关键激素，对于消化和代谢过程

至关重要。胰腺癌之所以被称为“沉默的杀

手”，是因为其早期症状往往不明显，容易

与其他疾病混淆，导致许多患者在确诊时已

进入晚期，治疗难度大大增加。

根据全球癌症统计数据，胰腺癌的发病

率逐年上升，成为全球范围内致死率最高的

癌症之一。其五年生存率极低，这主要归因

于胰腺癌的侵袭性强、易转移以及早期诊断

困难等特点。因此，深入了解胰腺癌的成因、

风险因素、症状及诊断方法，对于提高胰腺

癌的早期发现率和治疗效果至关重要。

胰腺癌的诊断

胰腺癌的常见症状包括腹痛、黄疸、

体重下降和消化不良等。这些症状往往是由

于肿瘤压迫或侵犯周围器官和组织所致。腹

痛是最常见的症状，通常表现为持续性的钝

痛或胀痛，位置多位于左上腹部或脐周。黄

疸则是由于肿瘤压迫胆总管导致胆汁排出受

阻所致，表现为皮肤和巩膜黄染。体重下降

和消化不良则是因为肿瘤影响胰腺的消化功

能，导致患者食欲不振、营养吸收不良。

此外，胰腺癌的症状往往不具有特异性，

容易与其他疾病混淆。因此，诊断时需要结

合影像学检查、内镜检查和病理学检查等多

种手段，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血液检查是诊断胰腺癌的重要手段

之一。通过检测血液中的肿瘤标志物，如

CA19-9 等，可以辅助判断是否存在胰腺癌

的可能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肿瘤标志

物的升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患有胰腺癌，因此

还需要结合其他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判断。

影像学检查在胰腺癌的诊断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常用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包括超声、CT

和MRI等。这些检查方法可以观察胰腺的形态、

大小和周围组织的关系，以及是否有肿瘤的存

在。特别是MRI和 CT增强扫描，能够更准确

地显示胰腺肿瘤的位置、大小和与周围血管的

关系，为后续的手术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除了影像学检查外，内镜技术也在胰腺

癌的诊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内镜下逆行胰

胆管造影（ERCP）和超声内镜（EUS）是常

用的内镜技术。ERCP 可以通过插入十二指

肠镜，将导管插入胰管和胆管，观察胰管和

胆管的形态和通畅情况，有助于发现胰腺肿

瘤引起的胰管阻塞。而 EUS 则可以通过高频

超声探头，直接观察胰腺组织的结构和病变

情况，对胰腺癌的诊断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胰腺癌的治疗原则

胰腺癌的治疗原则主要基于患者的具体

情况、肿瘤分期以及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治

疗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清除肿瘤，减少症状，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延长其寿命。胰腺癌

的治疗通常涉及多学科团队的协作，包括外科

医生、肿瘤学家、放射学家和内科医生等。

手术是治疗胰腺癌的主要手段，尤其是

早期胰腺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是最常见的手

术方式，适用于肿瘤位于胰头部的患者。然而，

由于胰腺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多数患者在确诊

时已处于中晚期，手术难度较大。因此，对于

中晚期胰腺癌患者，手术往往只能起到姑息性

治疗的作用，如减轻黄疸、缓解疼痛等。

除了手术外，放疗和化疗也是胰腺癌治

疗的重要手段。放疗可以通过高能射线杀死肿

瘤细胞，减轻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化

疗则通过药物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扩散，常

与手术和放疗联合使用，以提高治疗效果。

近年来，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免疫治

疗在胰腺癌治疗中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免疫

治疗通过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攻击肿

瘤细胞，为胰腺癌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然而，免疫治疗并非适用于所有胰腺癌患者，

其疗效与患者的免疫状态、肿瘤类型等因素

密切相关。

胰腺癌的治疗原则强调个体化、多学科

协作和综合治疗。通过手术、放疗、化疗和

免疫治疗等手段的综合应用，可以最大程度

地提高治疗效果，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并改

善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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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越来

越多的人进行体检，而“乳腺结节”“甲

状腺结节”也成了体检报告上的“常客”。

不少人看到这些专业术语后，内心焦虑万

分，甚至谈“结节”色变，担心自己得了

癌症。事实上，大多数结节都是良性的，

只有极少数会发展成恶性肿瘤。过度焦虑

只会影响生活质量，而了解相关知识，学

会科学识别，才能真正减轻心理负担，正

确应对结节。

揭开结节的神秘面纱

乳腺结节 乳腺主要由腺体、导管、

脂肪组织和纤维组织等构成。当乳腺组织

发生异常增生，就会形成我们所说的“结

节”，它就像在“乳腺地图”上增添的一

个个小地标。

甲状腺结节 甲状腺形似蝴蝶，位于

颈部前方，负责分泌甲状腺激素，调节人

体代谢。当甲状腺细胞过度生长，就会形

成形态大小各异的结节，就像蝴蝶翅膀上

长出了小疙瘩。

良性 or 恶性？教你火眼金睛辨“真凶 "

如何判断结节是“温柔的小绵羊”还

是“披着羊皮的狼”？

（1）摸：自检很重要

乳腺结节：洗澡时可以进行乳房自检，

用手指轻轻按压乳房，感受是否有肿块。

如果摸到边界清晰、质地较软、可移动的

结节，且没有明显疼痛，一般是良性。但

如果结节质地较硬、活动度差、边界不清，

甚至伴随乳头溢液、皮肤凹陷等情况，则

需提高警惕。

甲状腺结节：可以对着镜子观察自己

的颈部，看看是否有异常的肿块。如果发

现肿块，可以用手触摸，感觉其大小、硬度、

活动度等。

（2）看：影像学检查更精准

医生会根据结节的大小、形态、边界、

内部回声等特征，结合超声、钼靶（乳腺）、

CT 等影像学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判断。

良性结节：一般形态规则，边界清晰，

内部回声均匀。

恶性结节：形态多不规则，边界不清，

内部回声不均匀，甚至出现钙化、血流信

号异常等情况。

（3）定：病理学检查是金标准

这是诊断的金标准！医生会通过细针

穿刺活检，提取少量结节组织进行病理学

分析，明确结节的性质，区分良恶性。

查出结节怎么办？冷静应对是关键

1. 保持冷静，积极面对：大多数结节

都是良性的，即使是恶性，只要早发现、

早治疗，预后通常也会较好。

2. 遵医嘱定期复查：医生会根据结节

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复查方案，定期

监测结节的变化。

3. 保持良好生活习惯：规律作息，避

免熬夜；健康饮食，均衡营养；积极运动，

增强体质；保持心情舒畅，减轻压力。

乳腺、甲状腺结节并不可怕，了解

科学知识，消除不必要的恐慌，积极配

合医生检查治疗，我们才能远离疾病，

守护健康！

乳腺、甲状腺结节不等于癌症，教你识别“真凶”
▲ 山东省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侯信明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突发

状况让我们措手不及。突然的心脏骤停、溺

水、触电等意外情况，都可能让生命瞬间处

于危险之中。而在这危急时刻，掌握心肺复

苏（CPR）这项技能，就如同握住了一把能

够重启生命的“钥匙”。

什么是心肺复苏

心肺复苏，简称CPR，是一种针对心跳呼

吸骤停采取的急救技术。其目的在于通过人工

的方式，暂时替代心脏和肺部的功能，为患者

争取宝贵的抢救时间，直到专业医疗人员到达

并接手治疗。简单来说，心肺复苏就是通过胸

外按压和人工呼吸，帮助心脏跳动和肺部呼吸，

从而为患者提供生命所需的氧气和血液循环。

何时需要复苏

当发现有人突然倒地，失去意识，且呼

叫无应答时，应立即检查其是否有呼吸和心

跳。如果呼吸微弱或停止，心跳无法触及，

那么就需要立即进行心肺复苏。这些状况可

能由心脏病、溺水、窒息、电击等原因引起，

此时每一秒都至关重要，及时的心肺复苏能

够为患者赢得生机。

正确操作步骤

1. 评估施救现场安全

2. 识别患者情况：首先判断患者意识，

拍打患者双肩，大声呼叫并观察反应。通过

触摸颈动脉搏动和胸廓起伏，判断患者情况。

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从气管正中环状软骨划

向近侧颈动脉搏动处，查看患者有无搏动（数

1001，1002，1003，1004，1005…… 判

断五秒以上 10 秒以下）。观察病人胸部起

伏 5~10 秒（1001、1002、1003、1004、

1005……）。

3. 启动初级急救：求助并指定人员拨打

急救电话（120），让周围人帮忙寻找附近

的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

4. 胸外按压：将患者平放在硬质平面上，

解开衣物，以肩关节，肘关节及腕关节重直

成一条直线的姿势，双手重叠，手指抬起，

掌根用力，双手交叉置于患者胸骨下半部（双

乳头连线），用力快速下压，每次下压深度

5~6 厘米，频率为每分钟 100~120 次。

5. 开放气道及人工呼吸：清除患者口腔异

物，包括义齿、口腔分泌物、呕吐物等，仰头抬颏，

确保气道通畅，捏住患者鼻子，用自己的嘴包

住患者的嘴，连续吹气两次，每次吹气持续1

秒以上，使胸廓隆起。

6. 再次评估：经过6个循环后，再次评估

患者心跳及呼吸情况，若未恢复，继续心肺复

苏至医务人员到场。

复苏注意事项

1. 保持气道通畅：确保患者头部后仰，

防止舌头阻塞气道。如存在颈部损伤，需充

分评估。

2. 避免过度按压：按压时力度要适中，

避免造成肋骨骨折。如存在多处肋骨骨折，

需充分评估。

3. 观察患者反应：在复苏过程中，要时

刻关注患者是否有意识恢复或呼吸心跳恢复

的迹象。

总结与呼吁

心肺复苏是一项简单而有效的急救技能，

掌握它能够在关键时刻挽救生命。然而，目

前在我国，公众对心肺复苏的认知和掌握程

度还远远不够。因此，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共

同努力，加强心肺复苏的普及和培训，让更

多的人掌握这项技能，为生命护航。同时，

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珍惜生命，关注健康，

积极预防心血管疾病等潜在风险。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生命无常，但我们可以通过掌握知识和

技能来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筑起一道坚固的

防线。让我们携手努力，让心肺复苏成为每

个人必备的生存技能，共同守护每一个宝贵

的生命。

心肺复苏——掌握生命的“重启键”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刘依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