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血病（

leukemia

）是血液和骨髓中

白细胞异常增殖的疾病， 是造血系统

的恶性肿瘤，俗称“血癌”，是我国十大

高发恶性肿瘤之一。 白血病分为急性

白血病（

acute� leukemia

，

AL

）和慢性白血

病（

chronic� leukemia

，

CL

），二者在发病

特点、 病情进展速度、 病因和发病机

制、预后和转归、社会和经济影响以及

治疗方案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下

面详细介绍这两类白血病的特点及治

疗方法。

从发病特点来看：急性白血病发

病急，这类患者在病程初期可能会出

现非特异性症状，如发热、乏力、面色

苍白等。 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会出

现进行性贫血、 显著的出血倾向、感

染、骨关节疼痛等症状。 而慢性白血

病的发病通常较为缓慢，多无自觉症

状，因此通常为体检发现，患者在病

程初期没有明显的症状，常见轻微的

症状，如倦怠乏力、腹部不适、食欲不

振、体重减轻、多汗等。 查体时多有脾

肿大、胸骨下段压痛。 随着病情的发

展，会逐渐出现贫血和出血、脾脏持

续性重大等。

从病情进展速度看： 急性白血病

的病情进展迅速， 白血病细胞迅速侵

占骨髓， 使得骨髓正常造血功能受到

抑制。 患者可能会出现白细胞数目明

显增高，血红蛋白降低，血小板数目减

少等症状。 由于急性白血病的病情进

展迅速，如果不及时治疗，患者的生存

期可能会很短。 而慢性白血病的慢性

期、加速期病情进展相对较慢，白血病

细胞在骨髓中的增殖速度较慢， 不会

迅速抑制骨髓正常的造血功能； 但终

末期病情进展迅速，临床表现、血象和

骨髓象与急性白血病相似。 因此，患者

可能不会出现严重的感染、贫血、出血

等症状。 由于慢性白血病的病情进展

相对较慢， 患者的生存期可能会比急

性白血病患者长。

从病因和发病机制看： 急性白血

病的病因包括遗传因素、环境因素、药

物因素等。 例如，唐氏综合征等遗传疾

病的患者更容易发生急性白血病。 长

期接触某些化学物质， 如苯及其有机

溶剂；某些药物，如烷化剂、氯霉素等，

也可能导致急性白血病的发生。 某些

抗病毒药物，如阿糖胞苷等，长期使用

也可能诱发急性白血病。 而慢性白血

病的病因包括遗传因素、电离辐射、化

学物质等。 例如，如果亲属中有慢性粒

细胞白血病患者， 下一代患慢性粒细

胞白血病的概率也会增加。 长期接触

某些化学物质，如杀虫剂等，也可能导

致慢性白血病的发生。

从预后和转归看： 急性白血病的

预后和转归相对较差， 由于病情发展

迅速，如果不及时治疗，患者的生存期

可能会很短。 即使进行积极的治疗，患

者的生存期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但随

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及诊疗设备的不断

更新， 已有不少患者获得了疾病的缓

解以至长期生存。 而慢性白血病的预

后和转归相对较好， 由于病情发展缓

慢，及时发现后积极治疗，患者的生存

期可能会比较长。 虽然需要进行长期

治疗，但患者的生活质量通常较高。

从社会和经济影响看： 急性白血

病和慢性白血病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也存在差异。 由于病情较重，急性白血

病患者的医疗费用和生活护理费用通

常较高， 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

担。 同时，急性白血病患者的死亡也给

家庭带来巨大的伤痛和心理压力。 而

慢性白血病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相对

较小，由于病情较轻，患者的医疗费用

和生活护理费用相对较低， 对家庭和社

会的负担相对较轻。 但是，长期的治疗需

求也会对家庭造成一定的经济压力和心

理负担。

从治疗方案来看：急性白血病的中

医治疗原则为清热解毒 、 化痰散结 、活

血化瘀 。 在急性白血病的治疗中，中医

采用辨证施治的方法，根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进行组方用药。 常用的中药包括清

热解毒药，如板蓝根 、青蒿 、金银花等；

化痰散结药如浙贝母、川贝母、瓜蒌等；

活血化瘀药如丹参、红花、桃仁等。 而慢

性白血病的中医治疗原则为扶正固本 、

解毒化瘀 。 在慢性白血病的治疗中，中

医采用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的方法，注

重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和骨髓造血功能。

常用的中药包括益气扶正药如党参 、黄

芪等；养血补血药如当归、白芍等；化痰

散结药如陈皮 、半夏等；活血化瘀药如

丹参、红花等。 同时，也可以结合使用免

疫调节药物如淫羊藿 、枸杞子等，以增

强机体免疫力。

总的来说， 急性白血病和慢性白血

病虽然都是白血病， 但是它们在发病特

点、病情进展速度、病因及发病机制、预

后和转归、 社会和经济影响以及治疗方

式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对于不同类

型的患者来说， 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

择合适的治疗方案， 并且积极配合医生

的治疗建议， 尽可能延长生存期并提高

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广西玉林市中医医院）

急性白血病和慢性白血病的区别及治疗

乳腺癌 （

breast � cancer

） 也被称为

“粉红杀手”， 是女性中最常见的恶性

肿瘤之一且发病率较高。 早期症状为

患侧乳房出现无痛、单个小肿块，乳腺

胀痛等， 晚期因癌细胞转移而出现多

器官病变，对患者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那么，乳腺癌是如何发生的？ 又该如何

预防呢？

1.

乳腺癌的病因

乳腺癌是指发生于乳腺终末导管

小叶单元上皮的恶性肿瘤。 但实际情

况是， 有一部分虽然在专业上被称为

乳腺肉瘤， 但实际上与乳腺癌具有同

样特征，这一类统称为乳腺恶性肿瘤。

乳腺癌在全球女性癌症中的发病

率位居首位。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率也

呈上升趋势， 特别是沿海地区及其他

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更加明显， 乳腺癌

发病率的高值为

45

—

50

岁。近些年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乳腺癌的死亡

率显著降低。

目前， 乳腺癌的确切致癌因素尚

未明确，可能与饮食（高糖 、高脂）、激

素、遗传等因素有关，在高危因素不断

积聚的过程中增大患病风险。

乳腺作为靶器官，分泌多种激素，

雌酮及雌二醇与乳腺癌的发病有直接

关系； 月经初潮年龄和绝经年龄与乳

腺癌的发病有关，初潮年龄小于

13

岁，

绝经年龄大于

55

岁的妇女发生乳腺癌

的危险性增加； 初产年龄大于

35

岁的

妇女乳腺癌的发生率也可能增加；父母、

兄弟姐妹等一级亲属具有乳腺癌病史 ，

发病风险会增大； 长期应用如使用避孕

药、 含雌激素保健品及化妆品的性激素

者， 其乳腺癌发病率也会增加；

X

线照

射者、

X

线所产生的物理辐射 、 胸部放

射线治疗等物理因素也是乳腺癌的致病

因素。

此外，营养过剩、肥胖、过度饮酒、高

脂饮食等都是乳腺癌的诱发因素。 儿童

时期接受胸部反射线治疗， 也是乳腺癌

致病因素。

2.

乳腺癌的预防

为预防乳腺癌， 应充分重视疾病筛

查工作，了解各个年龄段的筛查要点，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便降低患病风险。

2.1�

疾病筛查

针对乳腺癌高危人群，推荐

40

岁以

前接受乳腺筛查， 每年进行

1

次乳腺

X

线检查， 每隔

6

—

12

个月接受

1

次乳腺

超声检查， 必要时每年可接受

1

次乳腺

增强

MRI

（磁共振成像）。 针对非高风险

人群，

40

岁之前可不进行乳腺筛查。

40

—

70

岁的人群每年接受

1

次乳腺

X

线检

查，若乳腺

X

线提示腺体为

c

型或

d

型，

则联合接受

B

超检查。

70

岁以上的人群，

可适当减少乳腺

X

线检查频率，每

1

—

2

年开展一次即可。

2.2�

生活预防

生活方式会对机体健康产生直接影

响，只有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降低

患病风险。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预

防乳腺癌。

首先， 积极学习乳腺癌方面的基本

知识， 了解乳腺癌的患病因素和预防方

法，纠正不良生活习惯。 了解乳腺癌的初

期征兆表现，主动到医院接受筛查检测。

定期检查乳房，关注乳房的变化情况。 如

果在自我检查过程中发现异常， 应及时

就诊。

其次，如果需要接受激素治疗，尽量

使用最低剂量， 避免因剂量过大而增加

患乳腺癌的风险。 慎用含有大量雌激素

的保健品，否则容易刺激乳腺上皮细胞。

再次，针对具有乳腺癌家族史、乳腺癌基

因突变者等乳腺癌高危女性， 可进行预

防性药物治疗或手术治疗。 药物治疗一

般选用雌激素受体调节剂 （如三苯氧

胺）、芳香化酶抑制剂（如阿那曲唑）等，

手术治疗包括预防性卵巢切除术、 预防

性乳房切除术等。

最后，在日常生活方面，建立良好的

生活习惯，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注意调

控情绪，减少过激情绪和心理紧张因素。

加强体育锻炼，选择最适合的锻炼方式，

如散步、举重等，降低患乳腺癌的风险 。

均衡饮食， 减少脂肪或动物蛋白的摄入

量，少吃煎蛋、甜食、肉类及烤、熏、炸的

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鱼、豆类制品等。

适当减压， 戒烟戒酒， 在合适的年龄结

婚、生育、哺乳。 控制体重，尽量保持在正

常范围。 如果超重与肥胖，则要减少摄入

膳食能量， 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制订个

性化的减重计划。 若体重过轻， 营养不

良，则要制订营养改善计划，逐步增加体

重。 多晒太阳，获得充足的维生素，增强

机体免疫力。

（作者单位：山西省太原市中铁十七

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心医院病理科）

如何预防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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