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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眼看+影像查”可判断是否患病
“血管瘤是一种常见的血管良性病变，约占软组

织肿瘤的7%，主要由血管内皮细胞异常增生形成。”
5月29日，山西省肿瘤医院骨软组织肿瘤科副主任医
师许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血管瘤在人群中的发病率约
为1%—3%，其两个发病高峰年龄为6岁以下的婴幼儿
和30岁至50岁的成年人，婴儿期血管瘤的发病率为
4%—10%，其中早产儿发病率为30%。

为什么有的血管瘤直接用肉眼就能看到呢？
山西省肿瘤医院骨软组织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关哲

说：“一些血管瘤部位表浅，好发于婴幼儿的头颈
部，因此肉眼能看出来。早期婴儿会出现局部皮肤红
色斑点或斑块，逐渐增大形成红色或紫红色隆起肿
块，表面呈草莓状，伴有皮温升高，局部压痛，触诊
有波动感。”

而新闻中的女生通过手电照射就能判断是否患有
血管瘤，则是因为人体组织透光度的差异。许刚解释
说，人体的正常皮肤组织对手电筒“光照”（红光波
长 630nm） 透光率为 35%—40%，而血管瘤组织对手
电筒“光照”透光率为8%—15%。因为透光率不同所
以在红色透光区内会呈现出明显的深色阴影。这个方
法对厚度大于3毫米的血管瘤检出率可达78%。

然而，这一方法并不是万能的。许刚说，在皮肤
和肌肉菲薄的部位，由于血管瘤含液量高，光照时显
示红光团块。但血管瘤也可发生于体内，特别是肝等
内脏器官。在肌肉深部或内脏器官的血管瘤无法应用
此方法检测，需要超声或者影像学 （核磁、增强
CT）方法诊断。

或将引发严重并发症
“我们常见的血管瘤专业术语叫作‘血管畸形’，

往往出生时就存在，随着人的生长发育而进展。”南
京明基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单绍银介绍说，绝大
多数的血管瘤位于体表，有部分血管瘤位置较深，还
有的血管瘤会向周围组织蔓延生长，影响组织及器官
的功能。

他曾接诊过一位15岁的女孩，血管瘤从大腿一直
蔓延到小腿，深达关节内，就诊时已经出现行走不

便、腿一按就疼的情
况。“这类患者的血
管瘤面积大，边界也
不清晰，手术操作复
杂，虽然没有截肢，
但是关节功能已经受
到了严重影响。”单
绍银说。

此 外 ， 许 刚 指
出，血管瘤的危害程
度会因其类型、大小
及位置的不同而有所
差异，有些血管瘤对
健康无不良影响，而
有些则可能引起严重
的并发症。比如，长
在肝脏内的血管瘤，可能压迫肝内胆管，导致胆汁排
泄不畅，引起黄疸；颅内血管瘤更是凶险，一旦破
裂，会导致脑出血，引发头痛、呕吐、意识障碍，甚
至偏瘫、失语，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婴幼儿血管瘤全身可发病，根据部位及局部皮
肤特点可以分为高风险、中风险及低风险。需要积极
治疗的是中高风险病变，如头面部、颈部、腋下、腹
股沟、外阴、肛周等位置”。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小儿
外科（血管瘤科）主任、主治医师刘戈说，这些区域
如果不积极干预、任其发展的话，会严重影响外观，
甚至损害五官发育及功能，或将引起局部皮肤破溃，
继而引发感染。

及早发现及早干预
“婴幼儿血管瘤通常在患儿出生四到六周后即发

生。这时婴儿皮肤娇嫩，病灶生长迅速，家长要随时
关注孩子的疾病进展，避免抓挠病灶造成破溃，刺激
病灶生长；注意病变部位及周边皮肤的保湿，及时来
院面诊。”刘戈说。

她特别提醒，若血管瘤发生在婴儿体内深处（多发
生在肝脏），家长通常不易察觉，因此要有新生儿体检
意识，借助超声进行检查。日常如果发现孩子身上出现
两处以上的血管瘤病灶，不管每处病灶大小，都建议及

时来医院做腹部超声以排查肝脏等内脏的合并病变。
许刚表示，对于成年人来说，血管瘤发病更为隐

蔽，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破裂出血，但体积较大者可
出现压迫症状，比如肝区疼痛、腹胀等症状，人们要
格外警惕身体出现的这些微症状。

单绍银提醒，当身体出现血管瘤体积快速增大、
自发疼痛或触痛、反复出血或溃疡不愈合等表现时，
这在提示血管瘤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或存在恶性风
险，需要及时就医。尤其是出现重要功能损害时，比
如特殊部位如眼眶部的血管瘤会导致眼球突出或视力
下降、咽喉部的血管瘤会导致急性呼吸困难或者吞咽
困难、脊柱部位的血管瘤会导致肢体麻木或者大小便
失禁，就需要立即就医。“体积越大，血管瘤处理越
麻烦，越难彻底根除。如果摸到皮下有肿块，不要置
之不理，最好到医院检查。发现异常更要及时就医，
尽早治疗非常重要。”单绍银说。

“确诊血管瘤后，在日常护理中对浅表皮肤黏膜
血管瘤，应避免摩擦、受压，防止破溃出血或感染。
其次需要观察其变化。定期记录血管瘤的大小、颜
色、质地、活动度等内容。”关哲说，护理浅表皮肤
黏膜血管瘤要保持清洁干燥，避免物理损伤，患者穿
着衣物要选择柔软宽松的材质和款式。同时，确诊血
管瘤后还应注意防晒，避免阳光直射，外出时使用防
晒霜或遮阳工具，避免过热刺激。 科技日报

虽然血管瘤是
一种常见的血管良
性病变，且绝大多
数位于体表。但有
部分血管瘤位于深
部肌肉或器官内，
还有的会向周围组
织蔓延生长，影响
组织及器官功能。
因此，对血管瘤要
提高警惕，不能掉
以轻心。

夏天到了，蚊虫更加普遍，一
些小宝宝身上出现了“小红点”，
随着时间的增长，红点面积不断扩
大。不少家长以为这是普通的过敏
或蚊虫叮咬，殊不知这可能是得了
血管瘤。而前不久“一个女生晒用

手电筒照手上血管的照片被网友看
出血管瘤”的话题也引发了热议。
一般的肿瘤需要进行各种化验检查
才能发现，为什么有的血管瘤直接
用肉眼就能看到呢？对此，记者采
访了相关专家。

“0脂”食品代表每100克食物中的脂肪
含量不超过0.5克。但“0脂”不代表“0能
量”，食物中的能量不仅来源于脂肪，还包
括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如果“0脂”食品
中含有高糖或高蛋白质，过量摄入仍可能会
导致能量超标，从而转化为体内的脂肪。

健康饮食不仅取决于单个食品是否为
“0脂”或“0糖”“0添加”，更取决于整体
饮食结构的平衡。建议大家每日饮食确保摄
入足够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
质，尽可能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多吃新鲜
蔬果和全谷物。

健康中国

“0脂”食品吃不胖？

最新研究表明，猪油在抗肥胖和改善肠
道健康方面具有独特的营养功效。记者日前
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研究所获悉，该所农产品品质评价与控制创
新团队、国家生猪产业体系肉品质量安全与
营养评价岗位的专家研究发现，与玉米油和
菜籽油等植物油相比，食用猪油的小鼠体重
更轻，脂肪沉积更少，其血清胆固醇水平也
显著低于食用玉米油和菜籽油的小鼠。这一
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人类
健康》上。

身上出现小红点可能是血管瘤
大多为良性但需警惕并发症

猪油或对肠道健康
有积极影响

研究发现，猪油对肠道健康具有积极影
响。“通过 16S rRNA 测序技术，我们发现
食用猪油的小鼠的肠道菌群丰富度和多样性
显著高于食用玉米油和菜籽油的小鼠。而菌
群组成越丰富、多样性越高，通常意味着更
健康的肠道环境。这些菌群就像肠道的‘守
护者’，在维持肠道屏障功能和调节免疫反
应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论文通讯作者、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
所品质研究室主任汤晓艳表示。

猪油的健康功效还体现在对胆汁酸代谢
的调节作用上。胆汁酸是胆固醇代谢的产
物，不仅参与脂肪的消化吸收，还在调节能
量代谢和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
研究发现，食用猪油的小鼠体内初级胆汁酸
如胆酸、鹅去氧胆酸和熊脱氧胆酸的水平显
著高于食用玉米油和菜籽油的小鼠，而这些
胆汁酸已被证明能够降低肥胖和炎症反应。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适量食用猪油能够帮助
控制体重、改善肠道健康。”汤晓艳说。

“猪油产生的有益功效可能与其独特的
脂肪酸组成和分子结构密切相关。”汤晓艳
解释道，猪油的脂肪酸比例相对平衡；其含
有的甘油三酯分子构型与人乳脂肪高度相
似，不仅更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能促进其
他营养素如矿物质的吸收。

科技日报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JUST光谱望远镜在青海冷
湖启动建设，这个“宇宙指纹识别仪”能捕捉138亿
光年外的星光密码，将为人类寻找第二个太阳系提供
关键线索。

光谱，是每种物质与光相互作用时留下的独特印
记，如同人体能识别身份的指纹。自 19 世纪发现至
今，光谱技术已经从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应用领域。
如今，它正与新兴的人工智能 （AI） 技术深度融合，
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无限可能。

解码生活的“智能管家”
在皮肤科诊室里，医生手持平板大小的设备轻轻

扫过患者皮肤，屏幕上随即呈现出不同颜色的光谱热
力图。这种融合了高光谱成像与AI分析的技术，宛如
为医生配备了“分子放大镜”，能够在肉眼难以察觉
的早期阶段，精准捕捉黑色素瘤的踪迹，大幅提升黑
色素瘤早期诊断的准确率。更令人期待的是，科学家
正在研发可分析呼吸光谱的智能手环，或许在不久的
将来，人们打个哈欠就能检测出糖尿病风险。

日常生活中，光谱与AI的组合已经化身成为智能
“生活管家”。当智能光谱仪扫过超市的牛肉和上面的
标签，便会立即弹出“含水量 12%，冷链运输 48 小
时”等关键信息；扫过化妆品瓶身，便能自动分析成

分适配度，并给出“维生素 C 浓度过高，敏感肌慎
用”的提醒。这种搭载AI芯片的微型光谱仪，其核心
原理在于不同物质会吸收特定波长的光，就像超市条
形码对应商品信息，而AI则是高效精准的“扫码器”。

智能护眼灯的进化同样令人眼前一亮。传统护眼
灯所标榜的“无蓝光”“无频闪”特性，在光谱AI技
术面前显得黯然失色。如今，许多智能台灯内置光谱
传感器，不仅能实时监测环境光变化，还能贴心地守
护用户视力：当孩子学习趴得过近时，灯光会自动调
亮；深夜读书时，它会悄悄过滤影响褪黑素分泌的蓝
光波段，宛如私人眼科医生。

重塑未来的“数字基因”
如果说日常生活中的AI光谱设备是家庭里的“生

活管家”，那么在工农业生产领域，它则化身为严谨
的“技术工程师”。

在山东一家苹果园里，果农手持形似照相机的光
谱仪扫描果树，手机上即刻显示：“叶片缺钾，建议
增施有机肥”。这项技术通过捕捉叶片反射的光谱特
征检测果树生长情况，比传统检测方式速度更快、成
本更低。

在现代化工厂中，生产线上方悬挂的神秘“探照
灯”，实则是工业级高光谱相机。它能够每秒数百次

扫描金属部件，AI通过分析材料表面的光谱特征，可
发现仅0.01毫米的裂纹，其精准度堪比在足球场上找
到一粒丢失的芝麻。这种“火眼金睛”的本领，正从
精密制造领域向食品安全检测领域拓展，例如通过扫
描大米的光谱特征，30秒内就能判断其是否含有黄曲
霉毒素。

在环保领域，光谱+AI变身为“生态哨兵”。长江
监测站的激光光谱仪24小时不间断扫描江面，AI依据水
分子光谱波动，可在极短时间内锁定重金属污染源头。
在森林巡查时，无人机搭载微型光谱仪，如同“蜂群”
般掠过树冠，通过分析叶片反射光谱的细微变化，能够
提前两周预警松材线虫病。这种“数字基因”的注入，
推动环境保护从被动治理向主动预防转变。

目前，科学家正在攻克手机摄像头的光谱分析技
术难题。未来，普通手机镜头经过AI改造，有望实现
专业级检测功能。届时，人们用手机扫描水果即可查
看甜度，拍摄皮肤便能评估健康状态，甚至对准夜空
就能识别星座光谱。

从医疗诊断到日常饮食，从工厂车间到生态保
护，光谱与AI的结合正在让不可见变为可见，让复杂
变得简单，让专业走向普惠。这场光波与算法的奇妙
相遇，或将照亮人类认知世界的全新维度。

科普时报

光谱+AI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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