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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了自己几十年的痣肯定没问题！
这是皮肤科专家在门诊常常能听到的一
句话。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
许素玲教授近日接诊了一位35岁的男患
者，因为左边脚上一颗特别的痣，被确诊
恶性黑色素瘤。

从小时候开始，这位患者的左脚脚趾
侧面就有一颗比芝麻还小的黑痣，原本这
颗痣一直没有太大变化，不痛不痒。但最
近半年，这颗痣变得不安分起来，范围逐
渐扩大，而且出现溃疡、渗水，经常有痛、
痒的症状。刚开始，该患者没有把它放在
心上，想着跟了自己几十年的痣，肯定没
问题。直到这颗痣长到半个指甲盖大小，
经常出现不适症状，影响到了生活，他才
想到去医院看看。

“第一眼看到这颗痣，我就感觉不妙，
它边界不清楚，表面有溃疡渗血水。”许素
玲教授说，结合快速增大且长在脚部这两
个特点，她判断这不是一颗普通的痣。经
过皮肤镜检查，初步判断是恶性黑色素
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术后的病理诊断
结果也确诊了，这就是一个恶性黑色素瘤
病灶，所幸尚未到晚期。

“我们身上的色素痣有1%是先天性
的，有99%是获得性，也就是后天性的。
先天性的痣出生时或出生2周内就有，有
1%-12%的恶变可能，恶变概率大小与痣
的大小和患者年龄都有关系。”宁大附院
皮肤科王松挺主任介绍，先天性的痣恶变
概率大大超出获得性的痣，随着年龄增
长，恶变的风险也会加大。直径达到20
厘米以上的兽皮痣，恶变的概率可以达到
30%，像这样的痣，如果条件允许，建议尽
早在6岁-12岁以前手术处理。

在门诊经常有患者说，这是从小就有
的痣，长在自己身上几十年了，肯定没问
题。但如果是长在头面部、四肢末端、腰
际部、粘膜等容易摩擦的部位，则恶变的
概率相对更高。

“如果身上的痣突然增大、颜色突然
加深或是出现五颜六色的变化，有痛痒的
症状，有溃疡、渗出和渗血，一定要引起足
够的重视。此外，如果痣的周边出现小的

‘卫星痣’，或是痣在长大的同时边缘变得
不规则，呈锯齿状，也要高度怀疑是否恶
变的可能。”许素玲介绍，怀疑痣有问题，
首先要去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就诊，做皮肤
镜检查可以初步筛查，必要时活检病理可
确诊，千万不能轻易用激光冷冻甚至用化
学物品点痣、祛痣，以免错过最佳治疗时
机，酿成大错。

记者 孙美星

■解读体检报告单之尿常规篇

尿常规
检查报告
出现“+”怎么办？
医生：要重视，但不用过于恐慌

尿常规是体检的基础项目。市民拿到报告
单，看到尿红细胞、尿潜血、尿蛋白等项目后面
跟着“+”，往往忐忑不安，觉得是血尿或尿蛋白
了。宁波市第二医院肾脏病中心主任、宁波市
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罗群表示：大家
要重视尿常规体检报告中的这些“+”，但是不
用过于恐慌。

尿红细胞后面有“+”号，意
味着该项目的检查结果为阳性，
也就是临床上指的血尿。

罗群介绍，临床上的血尿，
是指镜下血尿或肉眼血尿。镜
下血尿指的是在高倍镜视野中
有3个以上的红细胞。肉眼血尿
则是尿液颜色发生改变，肉眼可

见，尿液呈淡红色、淡粉色，一部
分患者呈浓茶色。

常见的血尿原因有肾小球
肾炎、泌尿道感染、结石、肿瘤及
囊肿、畸形、外伤等。比如，慢性
肾小球肾炎、紫癜性肾炎、狼疮
性肾炎、血管炎等，都可能出现
尿红细胞阳性；比如，肾脏结石、

输尿管结石或膀胱结石，都可能
造成尿红细胞阳性；比如，肾、膀
胱、输尿管的良性或恶性肿瘤，
也可能造成尿红细胞阳性。

当然，服用某些药物、食品，
也会改变尿液颜色。如大量吃
辣椒、火龙果，就可能使尿液变
红，呈一过性。

尿红细胞出现“+”，原因很多

尿潜血后面跟着“+”，就意
味血尿吗？

“不一定。”罗群提醒，应该
将尿潜血和尿红细胞进行综合
评价。尿红细胞阳性，尿潜血阳
性，则为血尿；尿红细胞阳性，尿
潜血阴性，则为假阴性，尿液中
含大量的维生素、亚硝酸盐等还
原物质，尿潜血检测受到干扰。

尿红细胞阴性，尿潜血阳
性，则为假阳性，血管内溶血、肌

肉损伤等引起血红蛋白、肌红蛋
白滤过入尿液中；残留的清洁剂
污染，大量细菌产生过氧化酶，
精液污染也会引起潜血阳性。

尿潜血阳性不等于血尿，潜
血多少也不等于血尿多少，更不
能根据尿潜血阳性而下肾炎的
诊断。

市民的体检报告中如果出
现了尿潜血“+”，该怎么办呢？
罗群建议：首先，要排除污染，复

查尿常规，明确是否存在血尿。
如果明确存在血尿，一定要引起
重视，建议至肾内科专科就诊，
进一步明确病因，查明红细胞的
来源，是肾性血尿还是非肾性血
尿。如通过观察尿红细胞形态
（宁波市第二医院常规开展），看
看是否存在异形性，以及泌尿系
B超，必要时CT等检查协助判断
血尿的来源，明确病因再对症治
疗。

尿潜血“+”不一定是血尿

潜血项目外，很多市民会发
现尿常规报告单的尿蛋白项目
后，往往也会跟着恼人的“+”。
这一定是有肾脏病吗？

罗群解释说：蛋白尿一般分
为生理性蛋白尿和病理性蛋白
尿。生理性蛋白尿是指在剧烈运

动、发热等情况下出现的一过性
蛋白尿，肾脏无实质性病变，随访
即可。病理性蛋白尿则是肾脏有
器质性病变造成的，一般多为持
续性蛋白尿，需要高度重视。

罗群建议，如果体检中查出
尿蛋白“+”，市民不要忽视，而是

应到专科做进一步检查。常见
的检查项目有复查尿常规，做尿
白蛋白/肌酐比值、24小时尿蛋
白定量分析等。尿白蛋白/肌酐
比值是尿蛋白敏感的检测指标，
我们临床上常用于糖尿病肾病、
高血压性肾病的早期筛查。

尿蛋白“+”就是有肾脏病？

罗群介绍，我国慢性肾脏病
的患病率达10.8%，但是该疾病
的知晓率仅为12.5%。由于肾脏
的代偿功能极其强大，即使功能
已经损失50％以上，一些慢性肾
脏病患者仍可能没有任何症状
或症状较轻。

为了肾脏健康，定期检查非

常重要。罗主任建议，健康人群
每年定期检查尿常规和肾功能，
同时做肾脏B超检查，从而对肾
脏疾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没有肾病的健康人群，平时
注意这些事可以更好地保护肾
脏健康：减少盐的摄入；平衡膳
食；戒烟；饮酒要适量；适当多饮

水，每天喝水约1.5升-1.8升；不
憋尿；在身体可耐受情况下，保
持每周5次、每次30分钟的中等
强度的运动；控制体重；避免感
冒。另外，要避免滥用药物，遵
医嘱服药。

记者 王颖 孙美星
通讯员 郑轲

健康人群每年定期检查尿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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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了你几十年的痣肯定没事？

35岁男子脚上一颗痣
被确诊恶性黑色素瘤

尿常规体检报告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