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医生建议进行活检或手术时，他们通常需要将组织样
本送至病理科进行进一步分析。病理学是医学的一个重要分
支，它涉及对疾病原因和本质的研究。病理诊断报告为临床
医生提供了关于疾病的宝贵信息，从而指导治疗决策。但是，
许多患者和家属常有疑问：为什么病理诊断报告需要等待那
么长的时间？影响等待时间的因素又有哪些？

样本收集与送达：首先手术后切除的组织样本需被适当
处理。这包括固定、脱水、透明化、浸蜡、切片等一系列步骤。
这些程序确保组织在显微镜下的观察中保持其结构完整性。
之后，样本会被送往病理科，这个过程至少需要6-24小时，特
殊样本的处理则需要更长时间（癌症病人的手术根治标本及
骨肿瘤的标本）。

制片与染色：一旦组织样本到达病理科，技术人员会将其
制成薄片，并放在载玻片上。然后，为了观察细胞和组织的详
细结构，会对切片进行染色。常用的染色方法如苏木精-伊
红（H&E）染色，可以突出细胞核和胞浆的结构。这个阶段可
能需要几个小时。

初步评估：随后病理学家会进行初步的显微镜检查。基
于他们的经验和知识，他们会评估是否存在异常细胞结构或
组织排列，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的特殊检测。这个初步评估
可能很快完成，但也可能因为复杂性而耗时较长。

特殊染色诊断：在某些情况下，常规的显微镜检查不足以

确诊，因此需要进行额外的特殊染色诊断。例如，免疫组化是
用来检测特定蛋白质的存在的检查。例如，乳腺癌患者可以
通过检测雌激素受体（ER）和孕激素受体（PR）的表达情况
来判断肿瘤的生物学特性和预后。分子病理学检测则可能
涉及 DNA 或 RNA 的提取和分析。例如，肺癌患者可以通
过检测EGFR基因突变的情况来判断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的敏感性和耐药性。这些高级检测可能需要用几天到几周
的时间来完成。

报告撰写：病理医生综合所有数据，包括显微镜检查和特
殊检查的结果，撰写详细的病理诊断报告。这个过程不仅要
求仔细地观察和分析，还需要将发现与临床表现相结合，以确
保提供最准确的诊断。

质量控制与审查：在报告发出前，通常还有一个质量控制
的过程。另一位资历深的病理医生可能会复核初步报告，以确
保诊断的准确性。这一质量保证步骤对于避免误诊至关重要。

报告传递：最后完成的病理报告会发送给负责患者的临
床医生。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结果非常紧急，如癌症快速冷冻
切片检查，报告可能在几小时内完成。然而，大多数常规报告
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

综上所述，病理诊断报告的等待时间受到多个环节的影
响。从样本收集、处理、制片、染色、评估、特殊染色、报告撰
写、质量控制到报告传递，每一步都要求细致入微的工作和严

格的标准。虽然现代技术的进步已经缩短了某些类型的病理
诊断时间，但复杂的病例仍然需要细致的分析和额外的检测，
这些都可能延长等待时间。

患者和家属了解这些过程后，可以更好地理解等待病
理诊断报告所需的时间。同时，他们也应该意识到，尽管等
待可能令人焦虑，但准确性和彻底性是病理诊断过程中的
首要任务，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治疗方案的选择和患者的
预后。

医疗机构也在努力提高效率，减少不必要的等待时间。
一些医院采用了快速病理服务（如胃肠镜的活检组织，目前有
的医院病理科在接收到标本后的24小时内发出报告），或者
实行了预先安排手术日程来协调手术和病理服务。此外，数
字化病理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有望在未来提高病理诊断的速
度和准确性。

总之，病理诊断报告的等待时间反映了病理学工作的复杂
性和对精确性的高要求。病理诊断在医学领域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地位。它不仅能够为患者提供准确的诊断结果，还能够为
医生制定治疗方案提供重要的依据。同时，病理诊断也为医学
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源，促进了人类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
的进步。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病理诊断的重要性，并支
持其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和发展。

（天长市中医院 李 军）

病理诊断报告为什么要等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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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难免会犯错误，指出错
误就要进行批评。父母和老师等教育者的初衷都希
望通过批评让孩子变得更好，没有哪个教育者期望批
评无效。在面对孩子一些不如人意的表现时，到底该
不该批评，该怎样批评，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处
理。不能只因为孩子的行为没有达到教育者的心理
期望，或只为了发泄自己对孩子的不满而简单粗暴地
批评孩子。为了达到有效批评的目的，教育者在批评
的方式方法上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健康中国 骆 宏）

怎么说孩子更管用
这些小技巧很实用

又到春暖花开好时节，踏青出游的人也渐渐多起来，公
园、郊外人头攒动，花海盛开。

然而，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春季也意味着过敏季节的到
来。过敏症状包括鼻塞、喉咙痛、头痛、咳嗽、皮肤过敏瘙痒
等，这些症状不仅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了他们的
日常生活。

花粉过敏：易出现过敏性鼻炎症状
春风拂面，除了花香醉人，还有花粉扰人。花粉是附着

在植物雄蕊上的细小粉末，根据传播方式的不同可分为风媒
花粉和虫媒花粉两类。

虫媒花的花粉大而重，依靠昆虫传播，通常不会引起花
粉过敏。风媒花则依靠风来传播花粉，它们的花粉体积小、
产量大，花粉重量轻、易飘散，是引起花粉过敏的主要来源。

花粉中含有丰富的多糖、脂肪、蛋白等成分，是一种重要
的致敏物质，所以部分敏感人群经皮肤接触或呼吸道吸入花
粉后，机体可产生免疫球蛋白E抗体（IgE）。

适量的IgE有利于清除过敏抗原。问题是，敏感人群在
初次接触花粉后，体内会产生过量的IgE抗体。过剩的IgE
抗体存留在体内，并与体内的免疫细胞结合，使人体处于对
该花粉过敏原的致敏状态。

当再次接触该花粉时，人体会释放出与过敏反应相关的
生物活性物质，引起局部平滑肌痉挛、微血管扩张等反应，引
起鼻痒、发作性喷嚏、大量清水样鼻涕和鼻塞等过敏性鼻炎

的症状。
若空气中花粉浓度较高，花粉可能会沉积在下呼吸道，

导致发作性喘息、咳嗽、胸闷等过敏性哮喘的症状。面部等
皮肤过敏时，皮肤表面可出现红斑、丘疹、风团等，还会伴有
强烈的皮肤瘙痒。眼部过敏表现为花粉过敏性结膜炎，出现
眼睛发痒、眼睑水肿，也可能出现水样或黏液脓性分泌物。

光过敏：不注意防晒易诱发或加重皮炎
除花粉过敏外，春季还易发另一种光敏性皮肤病——春

季皮炎。致病的主要原因是皮肤对阳光中的紫外线过敏。
一年四季中，冬季阳光的紫外线含量最低，到了春季，紫外线
含量骤然升高，如果一下难以适应，即可引起皮肤损伤而发
生皮炎。春天是踏青旅游的旺季，如果不注意防晒，则更易
诱发或加重皮炎。

统计显示，人群中约有30%的人会对紫外线过敏。吃了
含有光敏性物质的食物，比如菠菜、荠菜、芹菜、莴苣等，照射
紫外线后更容易出现皮肤红肿、发痒等情况。因此，含有光
敏性物质的食物最好选在晚上吃。本来就有过敏体质的人，
更应避免吃这些食物。

此外，春季不少人还易发作过敏性皮炎，出现干燥、红
斑、丘疹、脱皮、瘙痒等情况。

春季皮肤易发生过敏，既有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
内因主要是因为春天忽冷忽热、乍暖还寒，皮脂腺和汗腺分
泌不平衡，导致皮肤较为敏感，一旦遇到刺激性因素，极易产
生变化。外因则由于花粉在空气中飘散，是引起春季过敏的
重要因素。此外，还有风沙、螨虫等多重因素均易引起过敏。

四招有效防过敏
过敏是人体免疫系统对外来物质发生的过度敏感，

是一种变态反应性疾病。发生过敏有两个因素，一是
本身就是过敏体质，二是接触了过敏原。在此提醒

过敏体质的朋友们，在春季花粉释放高峰期出
游，应注意以下几点——

■避免接触过敏原
对于易感人群而言，避
免在室外长时间逗留。

外出时做好防晒措
施，在花粉季节

出门要戴口罩、眼镜、帽子，穿戴长袖的衣物，减少接触花粉、
日晒和风吹的几率。在花粉释放高峰期，尽量减少外出，不
要去公园、郊野等花草树木多的地方，尽可能减少花粉的吸
入量。

■注意生活习惯
阳光暴晒衣物、被褥有消毒的作用，但在晾晒时要注意

不要被花粉、粉尘污染，否则反而会导致过敏。做好皮肤清
洁工作，春天多风沙，这些灰尘与分泌的皮脂相混合，易造成
皮肤粗糙，故应使用温和的洗面奶及柔肤水，保持皮肤清洁。

■科学饮食
若过敏是食物引起的，应忌吃相应食物。常见的容易导

致过敏的食物包括芒果、菠萝、荔枝、春笋、鱼虾蟹等，会使皮
肤过敏症状加重，应酌情控制摄入。

水果蔬菜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如维生素C、维生
素E和β-胡萝卜素等，充足的水果蔬菜摄入可以降低过敏
反应的发生几率。

减少鸡蛋及牛羊肉等肉制品食物的蛋白质摄入量。饮
食中过多摄入鸡蛋、肉制品等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会导致
体内抗体生成亢进，当接触花粉、紫外线等过敏原时，更容易
出现过敏反应。

■适时运动
适量运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但最好选择清晨或雨后

室外紫外线及花粉浓度较低的时间段进行锻炼。
>>>小贴士：出游野餐必备清单
春暖花开正是踏青好时节，在嫩绿的草地上支个帐篷、

铺上餐垫，摆上一堆各色食物，是多么惬意的乐事。可长长
的食品采购清单，究竟该怎么买？

碳水化合物：面包、蛋糕、饼干、酥饼等各类干粮，八宝
粥、麦片粥、银耳羹等方便装的粥羹类。

蛋白质类食物：这类食物相对易变质，最好选择金枪鱼
罐头、午餐肉罐头、火腿肠、烧鸡、酱牛肉、板鸭、卤鸡蛋（真空
包装）等。

水果：苹果、香蕉、梨、草莓、橙子、橘子、猕猴桃等春季常
见的水果。水果中的果糖和葡萄糖能被人体快速吸收，及时
补充大脑和身体所需的能量。携带前可以先将水果洗净，去
皮切成块，食用起来比较方便。

水、运动型无机盐饮料、果汁等：如果一次运动时间不足
1小时，只要喝些水和果汁就足够了。如果连续激烈运动2
小时以上，再碰上气温较高，出汗增多的话，就需要补充含
钾、钠等离子型的运动饮料。

另外，不建议带生腌海鲜类的食物，容易变质。需要
低温保存的鲜牛奶和酸奶不宜携带，可选择常温保存的

牛奶或酸奶。自制菜肴要尽早吃掉，不要在常温下放
置超过4小时，可以携带保温容器放置易变质食物。

不喝酒精类饮料，容易导致脱水，引发疲倦和
焦虑不安。踏青时可自备消毒纸巾，不要暴饮暴食
和过量进食冷饮，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

（文汇报 黄 欣）

赏春正当时，过敏易发需当心

网络上有传言，说空心菜是“最毒绿叶蔬菜”，因为它的
茎是空心的，能像吸管一样，把周围环境中的重金属和一些
有害物质“吸进去”，甚至空心菜还有“万毒之王”的称号。这
个说法是真的吗？

正规安全场地种植的空心菜在食用上是安全的
其实，虽然在富集重金属上，空心菜比一般蔬菜要强一

些，但空心菜本身并不会额外富集很多重金属。
蔬菜中重金属含量一般取决于3个因素：空气、土壤和水

质。正规安全场地种植的空心菜，在食用上是安全的。
空心菜最需要注意的其实是草酸问题

食用空心菜，最需要注意的是草酸的问题，空心菜和菠
菜一样，草酸含量较高，而草酸会影响钙的吸收，也会增加结
石的风险。

因此，炒空心菜之前可以先焯水一下，这样就可以去除
大部分草酸。

哪些蔬菜真的有毒呢？
1.一些野菜
在自然界中，有些野菜有毒，如蕨菜，本身就含有诱癌物

质“原蕨苷”。
还有一些野菜长得像我们平时吃的蔬菜，很容易被误

食，如野芹菜、曲菜娘子、野生地、石蒜、断肠草等，误食后可
致食物中毒。因此，对于不知名的野菜以及生长在污染环境
的野菜千万不要采食。

2.一些野生蘑菇
每年都有因采食野生蘑菇而中毒的案例。大家不要抱

着侥幸心理，认为只有花蘑菇才有毒。
其实，仅凭外观来判断，很难完全判断出蘑菇是否有毒，

很多毒蘑菇长得不一定“花”。对于无法辨别品种的蘑菇，一
定不要采食。一旦误食了，轻则引起胃肠、皮肤和精神等异
常，重则可致死亡。

3.久泡的黑木耳
不要吃隔夜或泡发时间过长的黑木耳或银耳。
黑木耳、银耳如果感染椰毒假单胞菌，经长时间浸泡可能

会产生毒素米酵菌酸，米酵菌酸的耐热性极强，普通烹煮方法
不能破坏其毒性，进食后中毒，重则可导致死亡。

4.新鲜黄花菜
鲜黄花菜含有毒生物碱，会刺激胃肠道黏膜和呼吸系

统，食用后易出现肠胃不适、腹痛、呕吐、腹泻等不适。因此，
不可直接食用鲜黄花菜。

市面上卖的干黄花菜在加工时经清水充分浸泡，已将大

部分有毒物质除去，相对来说安全性更高一些。
5.发芽的土豆
土豆发芽后会产生大量龙葵素，食用后会刺激胃肠道黏膜，

麻痹呼吸中枢，对人体有害。对于发芽的土豆，尽量丢弃不食。
6.不熟的四季豆
生四季豆中含皂素、植物血球凝集素、胰蛋白酶抑制剂

等有害成分。人吃了未煮熟的四季豆可出现头痛、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等不适。

将四季豆彻底煮熟即可有效去除毒素，一般要大火焖煮
10分钟以上，最好15~20分钟，当四季豆颜色由鲜绿色变为暗
绿或墨绿色，没有豆腥味时，就可以食用了。

除四季豆外，油豆、扁豆、刀豆、豇豆等在食用之前都应
充分加热。

7.苦葫芦
瓠子、丝瓜、黄瓜、葫芦等葫芦科蔬果，在特殊条件下会

产生葫芦素。葫芦素是一类发苦的有毒物质，即使是经过加
热处理，这种毒素也很难被破坏，食用后可能会引起食物中
毒，轻则头晕、腹泻、恶心等，重则腹痛、休克，甚至导致死亡。

因此，这类食物如果味道发苦，就不要食用了。
（北京青年报 于 康）

这些蔬菜才容易有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