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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健康檢查，幫助人們掌握自己身體的健康狀況，層層疊

疊的生理數據或影像，就如同艱澀難解的身體密碼，民眾只能

靠著醫師的判讀轉譯，才能防患於未然。

曾經有一個國外的外交部長到臺灣做健康檢查，發現息肉之

後，立刻切除，避免了病情的展延。早期發現問題，正是健檢

最重要的目的，但也有不如預期的相反案例。一位臺大教授接

受健康檢查時，有做「乙狀結腸鏡」，結果顯示正常，但三個

月後卻開始感覺腹部不舒服，就醫才發現腫瘤已經轉移了。也

有一位擅長公衛領域的醫學教授雖然有幫病人做胃鏡，但是病

人卻是胰臟癌往生。這透漏著再精密的健檢，有時也會遇上解

不開的密碼，縱然機率極低，卻是遺憾的開端。

事實上，健檢是有其限制的，只依靠每年做一次健檢，這樣

觀念是錯誤的。若發現毛病，要常常去門診追蹤。身體有問題

還是要早一點去看病，不要等著健康檢查來找毛病。健康的人

才要做健檢；已經發現不舒服、或有病痛的人就應該直接去看

門診。而更精密詳細的健檢，其實不需要每年做，三年做一次

就夠了。

健康檢查的目的是要促進民眾的健康，預防疾病的發生，所

以我提出幾個現代健檢常見的問題，希望健檢中心、預防醫學

或健康管理中心都能正視這些問題，才能真正立意良善、保障

病人。

面對面溝通　　勝過整串數據　

第一，就是建議以面對面溝通來取代書面報告。現在的醫院

做完檢查，通常只發一張書面報告，沒有跟病人說明，病人就

離開了，有的甚至幾天後才郵寄給病人。健康檢查結果的書面

報告，一般人不會好好看，或是說看了也不太懂。醫院或醫師

若沒有面對面跟病人談，病人無法立即感受到問題的重要性，

所以應回歸與病人訪談。這同時牽涉到健康檢查的效率，要把

重要的結果在民眾離開前就告訴他。

若與每位受檢民眾花十分鐘聊一聊，四十個人等於要四百

分鐘，假設要在一小時內完成，就必須出動六、七個醫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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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人力不足，這變成每個醫院健康檢查最缺乏的部份。所

以參與檢查的腸胃科醫師或是家庭醫學科、一般內科的醫師都

應該來向病人做說明，至少每個人可以用十分鐘瞭解他的問題

所在及檢查結果的重點，才能提醒他生活上的問題。若只是看

檢查結果、看檢查數據是不是好的，這樣太過籠統。因為人是

一個整體，應該由整體歸納結果、提出建議比較好，病患才能

了解如何改善。現在的一日健檢，在醫院內停留了六、七個小

時，其中也有休息時間，若能用這樣的休息時間，讓醫師或護

理人員對檢查者有一個很好的溝通，受檢者也可以跟醫生提出

一、二個他最關心的問題，因為很多檢查還是查不出原因，問

題無法解決，若醫師能利用空檔讓健檢民眾提問，將可以解決

許多疑惑，受檢者也能思考健康上最大的問題和疑慮。所以指

定一個主治醫師是重要的事。

正確解讀數據　了解異常成因

健康檢查第二個常被人詬病的問題，就是把正常值的標準降

低，很多的檢查就會出現「偏高」或「偏低」的結果。其實很

多人是正常的，健康並沒有問題，但是看到健檢報告結果顯示

不是「正常」就會心生恐懼，反而造成誤解，讓病人猜疑又害

怕，反而影響心理健康。

例如，膽固醇數值在兩百以下都是正常的，但因為健檢中

心的標準值設得嚴格，所以病人的膽固醇值是一百九十九，就

會被標上「偏高」，事實上，美國心臟學會說兩百以下最好，

一般認定正常值是兩百二十以下，所以說「一百九十九評估偏

高」，是不必要的，似乎就是要病人多來看病、多檢查的暗

示。還有，中性脂肪在一百五十以下是正常，原則上兩百以下

都可以接受，但有人的中性脂肪值驗出是一百五十二，報告結

果還是寫偏高。再來就是尿酸，尿酸值多少算正常？各醫院都

不一樣，臺大醫院的標準是八點零以下，一般設定為七，若結

果是七點一，有些就會被標示出偏高。

要提醒民眾多注意身體健康是可以，但是把標準值降低，卻

可能讓受檢民眾惶惶終日太過擔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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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血色素十三點四是相當好的，電腦標準硬要設定

在十三點五，若結果是十三點四就寫有「貧血」；白血球數

四千，電腦就將下限定在五千，這樣就說白血球過少；血小板

十六萬，十五萬就正常了，標準卻設在二十萬，十六萬反而變

成血小板過低，這樣是不是造成困擾？我們熟知的肝功能檢查

GOT，事實上數值三十八、四十以下都正常，但有的標準值

設比較低，以三十或三十二為標準線，檢查結果若是三十三，

就說「肝功能異常」、有肝病，讓受檢者和專科醫師很困擾。

GPT也是肝功能，其實四十以下就可以了，但有些機構就要設

成三十五或更低。再來說大家最擔心的癌症，作為腫瘤標記的

「碳水化合物細胞表面抗原CA199」，數據三十七是正常的，

四十就會被說有癌症的懷疑；四十是稍高沒錯，但也要考慮是

不是吃多了高油脂的食物所造成的，若沒有做其他檢查，馬上

就說有癌症的可能，這樣跟受檢者講就有點太嚴重了。諸如此

類的例子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麻醉風險高　民眾細思量

有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就是醫療院所或某些醫生為了要賺

錢而推動麻醉檢查。其實要做麻醉的情形很少，多麻醉是不好

的，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傷害。

譬如曾有知名的健檢中心，就曾因為健檢麻醉將病人腸子弄

破、造成大腸穿孔，一開始沒有症狀，因為麻醉不會痛，腸破

了都不知道，三個小時後才回醫院就診，但是急診部的醫師還

以為是腎結石，於是病人又跑回健檢中心，健檢中心懷疑是做

內視鏡弄破腸子，竟然還叫病人去做電腦斷層掃描(CT)， 一張

站立的腹部X光就可以診斷的，為什麼要大動干戈。。

曾有開業的腸胃科醫師經營健檢中心，一年內大概送了三個

腸穿孔的病人到醫院開刀。這表示 每兩、三百例內視鏡檢查就

有一個重大的合併症，一般而言,腸穿孔的合併症大約是每一千

至一千五百個病人發生一例，現在比例增高，就是因為麻醉，

病人不會叫痛，於是醫師拼命打氣，腸內壓力升高，一不小心

就把腸子穿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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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麻醉的合併症很多，長期的合併症就是失智症，美國

前總統雷根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另外，包括許多權威的醫學

中心，檢查完就離開醫院，其實正確作法應該要到恢復室觀察

六個小時以後才讓病人離開。我就曾遇過一個病人，在某家大

型醫院麻醉完小便不通，要住院導尿處理，這也是麻醉後的問

題。事實上很多醫院都一直強調「無痛」內視鏡，其實應該要

教育民眾，是否要選擇「麻醉的」大腸鏡，因為麻醉本身多花

錢以外，危險性增高，醫療院所有義務應該跟病患講清楚的。

當人們關心自己的健康，去作健康檢查，是好事。從身體

檢查體會健康管理的重要，進一步改善生活習慣，更是一件很

好的事。會參加健檢的人一定有一個觀念，就是知道健康的重

要，既然如此，健檢就有可能早期發現疾病早期治療。早期發

現也許問題還小，解決起來簡單，也許沒有看到毛病，只看到

一個小偏差、或者數目字的變動；從這個數目字的變動，以及

之後的追蹤，就可以得知自己的健康有沒有問題，可以即時調

整。所以健康檢查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檢討自己的習性，改

變不良的生活習慣，才可以多活幾年、活得更有品質。

天天運動五蔬果　喝水排毒保健康

要如何建立好的生活習慣？全是老生常談卻也是最重要的。

首先就是建立運動習慣，一天至少要走一萬步。第二，是要

多吃蔬菜水果，一天蔬菜水果要吃五份，這是我們過去所強調

的，當然蔬果要洗乾淨，免得引起農藥或慢性中毒。特別是老

人家，牙齒不好，建議攪打成蔬菜果汁更容易吸收。我有一個

一百多歲的病人，每天都喝蔬菜果汁，排便順暢。

第三個好習慣就是要多喝水，每天至少要一千五百西西以

上，多喝一些無所謂。因為食物中有一些毒素也可以靠多喝水

排除，所以喝水絕對是好的。如果不喝水，血液就比較濃；以

前有一個教授出國開會，不想上廁所就不喝水，在回國的飛機

上又喝啤酒又吃好吃的食物，肉呀、蝦的吃得很開心，結果還

沒回到臺灣，腳就痛起來了，這就是痛風，因為少喝水，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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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尿酸就飆高了。臺灣因為濕度高，所以許多人平常沒有注意

喝水的習慣，但是到其他國家，濕度在百分之六十、甚至四十

以下，喝水就顯得非常重要。以我曾去史瓦濟蘭的經驗為例，

當地相對濕度只有百分之四十，兩天不喝水可能就倒下來了。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吃多餘的食物，只有少數族群例

外，譬如胃切除的人，可以吃點心。一般人多吃點心，不知不

覺吸收了多餘的熱量，我之前也因為助理每天幫我準備一個飯

後甜點，一下就胖了兩公斤，因為點心大都是甜的、炸的，像

爆米花、奶茶，一份就兩、三百卡路里以上，熱量非常高。雖

然我自己很喜歡吃甜食，但是平常仍會要求自己不要加糖、不

吃點心。

戒菸酒檳榔　睡飽精神好

休息和睡眠的時間一定要夠。今日事今日畢，現在很多年輕

朋友喜歡上網，經常弄到晚上一、兩點，這樣實在很傷身體。

晚上十一點之後一定要上床休息，十一點以後請不要再工作

了。

重要的是，不是少抽菸，而是「不抽菸」。抽菸對胸部、肺

部非常不好。飲食方面，檳榔也是非常不好的食物，除了口腔

癌外，對胃癌、食道癌和大腸癌都有關聯，現在研究還發現，

檳榔對肝癌也不好。所以一定不要嚼檳榔。另外也要提醒大家

少喝酒。

還有一些食物也不宜多吃。例如，臭豆腐裡面有不少的黴菌

毒素。還有黑頭的花生，都帶有黴菌，黴菌毒素對我們身體非

常不好。燒烤食物也不宜多吃，因為烤焦以後成為最毒的致癌

物質。油炸的食物雖然好吃，吃一點點享受一下就好了，也是

不適合多吃的。

正確的吃、好好的睡、多喝水，每天養成好的生活習慣，保

持身體健康很容易。記得若能再加上運動，是最積極的養生法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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