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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的悄悄变化：增生之谜
▲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张丹丹

它比你更了解你的身体健康状况
▲ 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  利仲权

在男性泌尿系统中有一个重要的器官，

就是位于膀胱下方的前列腺，它紧紧包绕

尿道。尽管这一器官在男性生殖和排尿功

能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也可能经历一种被称为“前列腺增生”

的病理变化。本文将深入探讨前列腺增生

的定义、病因、症状、危害、预防及治疗

方式，帮助广大男性朋友更好地了解和应

对这一健康问题。

前列腺增生的定义与病因

前列腺增生属于良性疾病，在中老年

男性群体中比较常见，这是属于泌尿系统

方面的疾病。但是患有前列腺增生的原因

至今没有完全明确，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

雄激素在前列腺增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随着年龄增长，睾酮水平逐渐下降，而雌

激素相对比例升高，可能促使前列腺细胞

增生加快。前列腺细胞的过度增殖和凋亡

失衡也是前列腺增生的重要机制之一。神

经系统在前列腺功能中的调节失调、不良

的生活方式以及遗传因素等也被认为是前

列腺增生的潜在诱因。

前列腺增生的症状

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多种多样：①尿液

储存阶段的异常表现。在此阶段，患者可

能经历一系列与尿液储存相关的困扰；②

排尿过程中的障碍体验。这些变化不仅延

长了排尿时间，也给患者带来了身体和心

理上的双重负担；③排尿结束后的不适感。

即使完成了排尿过程，部分患者仍可能感

受到膀胱区域存在持续的不适或压迫感。

这些排尿后的症状进一步加剧了患者的困

扰，影响了其日常生活质量。

前列腺增生的危害

前列腺增生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还可能诱发多种并发症，对男性健康构成

严重威胁。长期慢性尿潴留可能会导致患

者肾功能受到损害，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

引起肾功能衰竭的后果，危及患者生命。

频繁的排尿问题和夜尿严重影响患者的睡

眠质量，导致精神不振、焦虑等心理问题。

前列腺增生的预防

尽管前列腺增生的确切病因尚不完全

明确，但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合理的饮

食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发生风险。

①在饮食方面，要做到均衡合理。平时要

多注重食用一些高纤维的食物，调整饮食

结构，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禁烟酒，注

意保暖。以多吃蔬菜和水果为主，保持身

体健康，避免过度肥胖。②保持适量运动，

如散步、慢跑、游泳等，可以促进血液循

环和新陈代谢，有利于前列腺健康。③避

免憋尿和过度频繁的排尿，及时排空膀胱。

④限制饮酒和咖啡因的摄入量，避免其对

前列腺的不良影响。⑤定期接受医生的前

列腺检查是预防和及早发现前列腺增生或

其他相关问题的重要步骤。

前列腺增生的治疗

前列腺增生的治疗主要有三种方式，

观察等待、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轻微

或是无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定期监测，

暂不治疗。但需密切随访，一旦症状加

重应及时就医。已经加入药物治疗的人

群，需注意药物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和禁

忌证。对于症状严重、药物治疗无效或

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患者，需考虑手术治

疗。常用手术方式包括经尿道前列腺切

除术、耻骨上经膀胱或耻骨后前列腺切

除术以及激光手术等。

日常护理与注意事项

在日常生活中，前列腺增生患者应

该限制饮水量，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缓解

尿频症状。避免长时间久坐或久站，可

以通过适当活动的方式，促进身体的血

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保持会阴部清洁干

燥，避免感染加重症状。按时按量服药

并注意观察药物反应和副作用，如有不

适应及时就医调整治疗方案。

总之，作为中老年男性群体中比较常

见的泌尿系统疾病之一，前列腺增生发病

率比较高且危害大。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合

理的饮食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发

生风险。广大男性朋友应关注自身前列腺

健康，积极预防和治疗前列腺增生，以保

障自身生命质量和健康水平。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健

康是否十分了解和重视？我们是否经常认为

自己很健康？其实不然，由于人的身体有着

自己的免疫防御机制，很多疾病在发病前期，

人体会启动自身的保护机制，对抗入侵的病

毒或者病变的细胞等，自己不会感觉有什么

不舒服，从而以为身体很健康。那么，有什

么方法能更准确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呢？

没错，那就是你的检验结果，它能更准确地

让你了解你的身体健康状况。

在医疗领域中，有一个默默守护着生命

健康的科室——检验科。它如同医疗战场上

的“侦察兵”，通过从对血液、尿液、粪便

等常规标本实施检测，到微生物培养与鉴定，

再到基因和分子生物学的层面分析，为疾病

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提供着辅助的依据，从

而使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尿常规检测  通过对尿液中的化学物

质和细胞成分分析来了解肾脏以及泌尿系

统的状况，从而提供有关肾功能、泌尿系

统疾病、代谢性疾病等信息。如尿糖阳性，

可能提示糖尿病的存在；尿液中发现红细

胞和白细胞，提示泌尿系统疾病的存在，

如肾炎、泌尿道感染、肾结石等。

血常规检测  通过对血液样本中血细

胞成分的分类计数，分析身体是否存在贫

血、感染或血液系统疾病的风险。例如，

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的水平能够反映贫血的

状况；白细胞计数和中性粒细胞的比率升

高，提示可能为细菌感染；白细胞计数偏

低而淋巴细胞的比率升高，则提示可能为

病毒感染；当白细胞大于 50×109/L 或小

于 1×109/L 时，应怀疑白血病的可能性。

血糖检测  检测血糖是预防糖尿病的

关键，空腹血糖大于 7.0 mmol/L 或者随机

血糖大于11.1 mmol/L且有糖尿病的症状，

如多饮、多食、多尿和体重减轻，需怀疑

糖尿病的可能性。无论是空腹血糖还是随

机血糖的检测，都能帮助我们了解血糖水

平。特别是糖尿病患者，需定期监测血糖。

通过监测血糖的水平，合理指导患者的饮

食、运动和用药，更好地控制血糖，从而

预防高血糖或者低血糖的发生。

肝功能检测  肝功能指标的异常多提示

各种肝胆疾病，急、慢性肝炎、肝硬化、

脂肪肝、肝脏肿物等。如谷丙转氨酶、谷

草转氨酶等指标升高，则提示肝脏受到损

伤，可能是病毒感染、药物副作用或不良

的生活习惯等原因所致。长期喝酒也容易

引起 r- 谷氨酰转移酶的升高。对于长期饮

酒、服用药物或有肝脏疾病家族史的人群，

定期进行肝功能检验能帮助预防肝脏疾病

的发生或恶化。

肾功能检测  肌酐、尿素氮等能反映

肾脏的滤过功能，检测结果的异常多提示

各种肾脏急、慢性肾炎，肾功能不全等，

而尿酸偏高则怀疑痛风的可能性。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以及长期服用某些药物的人群，

更应重视肾功能检验，早期发现肾脏损伤，

采取措施预防肾衰竭的发生。

心功能检测  心肌酶异常升高提示心

肌炎、多发性皮肌炎、心肌损伤等，而肌

钙蛋白的异常则提示急性心肌梗死的可能。

对心前区不适，例如胸痛、胸闷、心悸等

症状的人群，应尽早检测心功能指标；对

于有常见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定期检

测心功能。

血脂检测  胆固醇、甘油三酯等血脂

指标异常升高时，可能会导致动脉粥样硬

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血

脂高的患者需定期检测血脂，调整饮食结

构、增加运动，必要时进行药物治疗，有

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肿瘤标志物检测  肿瘤标志物就像是身

体内潜在肿瘤的“告密者”，例如甲胎蛋

白异常升高提示可能患有肝癌、肝硬化等

疾病，当甲胎蛋白大于 400 ng/ml 提示原发

性肝癌的可能；癌胚抗原的异常增高则提

示可能患有消化道的肿瘤等。肿瘤标志物

可以辅助诊断肿瘤疾病，监测肿瘤病情发

展，追踪治疗效果，判断是否发生转移，

评估预后等。

总而言之，以上这些常见的检验项目，

就像是身体的“情报员”，为我们捕捉疾

病的蛛丝马迹，我们要重视这些信号，通

过分析检测结果来评估人体的健康状况。

所以提倡大家定期体检，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当发现检查结果异常时，应及时寻

求医生的专业建议，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

从而保证我们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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