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血压、心率慢怎么办？抗
体阳性升高是啥意思？高密度脂
蛋白高了好不好？别担心，这 4
个指标“异常”,没准儿医生都要
羡慕你。

低血压

若没有头晕、眼前一黑这些大
脑供血不好的表现，或者胸闷、气
短这些心衰的症状，就没必要太
过担心。研究显示，高压90mmHg
以上，低压60mmHg以上，数值越
低，心梗、脑梗风险越低！

慢心率

“心率越慢越长寿”是有科学
道理的。专家表示，在没有供血
不足相关症状的前提下，白天活
动时心率在50次/分以上为理想
心率。

抗体阳性升高

某些抗体高，代表身体对病
毒或细菌有免疫力，不易被病毒
感染，是好事儿，无需过度担心。
例如，乙肝表面抗体升高≠感染
乙肝，而是疫苗起效或曾感染已
康复。

高密度脂蛋白高

高密度脂蛋白属于“好”胆固
醇。高密度脂蛋白高，心血管更
健康，箭头向上不用愁！

如果你的胆固醇偏高，可以
试试吃杏仁。杏仁中含有杏仁
油，它是一种优质脂肪，是不饱和
脂肪酸，不会产生脂肪的堆积。
同时，杏仁还有防止高血压、高血
脂以及软化血管的作用，可以降
低低密度脂蛋白和血清中胆固醇
的水平。但注意不可过量食用。

这些“小问题”也别焦虑

肺结节＜5mm：定期复查即
可，恶性概率极低；

二三尖瓣轻度反流：心脏
“门”有点松，但不影响功能；

肝肾小囊肿：多数是良性，定
期体检观察即可；

心脏舒张功能不全：年纪大
了很常见，放松心态坦然面对。

“三高”人群这些检查要重视

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
“三高”人群，需要重视颈动脉超
声、心电图、心脏超声、尿微量白
蛋白、眼底检查、同型半胱氨酸，
及甲状腺激素水平等项目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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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时这4个指标

“异常”别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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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不少单位展开一年一
度的健康体检工作。面对体检
报告中密密麻麻的数据和专业
术语，不少人看不明白。健康体
检报告是身体的“健康档案”，详
细记录了身体的各项指标及可
能存在的健康隐患。通过查看
体检报告，我们能够及时发现身
体的异常情况，进而采取相应的
干 预 措 施 ，避 免 疾 病 发 生 或 恶
化。因此，读懂体检报告对维护
身体健康至关重要。本期，我们
邀请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健康医学科主任李春林谈谈如何
看懂体检报告。

体检报告中有哪些内容？

一份完整的健康体检报告主
要包括主检报告、专科体格检查记
录、实验室及物理检查报告等多个
部分。

主检报告是医生对受检者的
健康状况进行整体评估后，形成的
结论和建议，需要特别关注和细致
解读。主检报告通常分为阳性发
现、专业解释和建议指导 3 个部
分。阳性发现是指本次体检查出
来的疾病或疾病危险因素。专业
解释是对阳性发现的含义、原因和
风险进行解释。建议指导是针对
受检者的个人情况，提出诊疗建议
和健康指导，助力改善当前健康状
况，预防疾病发生与发展。

专科体格检查记录涵盖身高、
体重、血压等基本生命体征的测量
结果。实验室报告包括血常规、尿
常规及各类生化指标。物理检查
报告包括 B 超、X 光、CT、MRI 等
影像学检查结果，能够直观展现体
内器官的结构和功能状况，有助于
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

如果发现有些指标处于
临界值，应该怎么办？

在体检报告中，我们会发现有
的指标处于正常值与异常值之间，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临界值（略微超
出正常参考范围，但偏离幅度不
大）。临界值虽然没有达到疾病诊
断标准，但能对健康状况发出预
警，提示身体可能出现异常。如果
及时采取干预措施，指标可能会回
到正常范围。例如，空腹血糖的参
考范围为 3.9~6.1mmol/L，糖尿病
诊断标准是空腹血糖≥7.0mmol/
L，若体检数据在 6.1~7.0mmol/L，
意味着血糖水平处于临界偏高状
态。此时通过饮食控制和适度运
动，可以有效降低血糖水平，甚至
使血糖水平恢复正常。若不加以
干预，可能会发展为糖尿病。

面对体检报告中的临界值，应
积极采取干预措施，将隐患扼杀在
萌芽状态。如果某些指标略有波
动或处于临界值，可能与近期的饮
食、作息或压力变化有关，医生一

般会建议过段时间复查。如果血
压、血糖、血脂等指标处于临界值，
应定期监测其变化趋势。建议战
友们将每年的体检报告妥善保存，
新报告出来后与往年的体检结果
进行对比，关注指标的走势。

体检报告中的异常指标，
哪些需要高度关注？

《健康体检重要异常结果管理
专家共识》中，将检后重要异常结
果分为A类和B类。A类异常结果
需要立即进行临床干预，否则可能
危及生命或引发严重后果。如在
生化检查中，肝功能指标丙氨酸转
氨酶超出正常范围最高值的 15
倍，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超出正常
范围最高值的 15 倍，肾功能指标
血肌酐≥707μmol/L（首次）；心电
图检查结果显示疑似急性冠状动
脉综合征、严重快速型或缓慢型心
律失常等。B 类异常结果需要进
一步进行临床检查，以明确诊断。
比如生化检查中，肝功能指标丙氨
酸转氨酶在正常范围最高值的5~
15倍，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在正常
范围最高值的 5~15 倍，肾功能指
标血肌酐≥707μmol/L（历次）或
≥445μmol/L（首次）等。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血液中的
肿瘤标志物并不适用于早期诊断
肿瘤。这些标志物不仅存在于恶
性肿瘤中，也可能存在于良性肿瘤
甚至正常组织中。换句话说，得了
肿瘤，这些肿瘤标志物不一定会升
高，没得肿瘤的情况下，肿瘤标志
物也可能升高。因此，当发现肿瘤
标志物升高时，不要过度担心。

体检报告对我们的健康
管理有哪些提示作用？

体检报告不仅是疾病筛查的
工具，还是指引我们制订健康计划
的“导航图”。通过科学分析报告
中的数据，大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

进行健康管理。
改善不良生活习惯。体检报

告中的一些异常信号，可能是不良
生活习惯所致，通过生活方式调整
和持续自我管理，可以有效改善健
康状况。如报告提示尿酸过高，可
能是长期高嘌呤饮食引起的，若尚
未出现痛风症状，可通过饮食调整
观察尿酸变化；胆固醇水平上升，
可能是摄入了过多饱和脂肪，需要
注意饮食调整；血糖、血脂异常的
人群，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
的快走或游泳；一段时间的疲劳熬
夜可能导致免疫指标（如淋巴细胞
比例）异常，此时应重视休息，下次
复查时可能会恢复正常。

根据疾病风险实施分级干
预。优先处理疾病信号。如果首
次发现血压≥160/100mmHg，空
腹血糖≥7.0mmol/L，或者发现疑
似肿瘤的异常指标，建议尽快就
医，进一步检查。长期跟踪慢性问
题。对于轻度脂肪肝、血脂处于临
界值等慢性问题，可以通过调整饮
食结构和增加运动量来改善，同时
每 3~6 个月复查 1 次，以监测指标
变化情况。

制订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
不同人群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及
体检报告提示，制订个性化的健康
管理方案。比如年轻人可重点防
控代谢异常（如高尿酸）；45岁以上
人群应重视胃肠镜和肿瘤筛查；如
果有亲属患有糖尿病，需要严格控
制血糖（空腹血糖低于 6.0mmol/
L）；久坐人群应加强腰椎检查；长
期暴露在粉尘环境中的人需定期
进行肺功能检查。

总之，体检报告的价值在于
“用数据说话”，将模糊的“亚健康”
状态转化为具体的身体指标。借
助这些详尽而精准的数据，我们可
以更准确地了解身体状况，及时发
现潜在健康问题，从而制订个性化
的健康计划，做好自己身体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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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报告里的“健康密码”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