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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体检检行行业业乱乱象象多多，，也也该该查查体体了了
很多项目应付了事，过程耗时费力频遭吐槽

本报记者 焦守广
实习生 王倩

体检套餐繁多
收费眼花缭乱

济南市民魏先生的父亲去
年刚刚退休，老人虽然闲了下来，
但每天仍是烟不离手酒不离口，
长期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魏先生
对父亲的健康很是担心，便想让
老人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不关
注不知道，一打听竟然这么多项
检查，并且套餐价格差距很大，同
样是老人套餐，贵的上万，便宜的
却只有几百元。”魏先生说，贵的
套餐检不起，便宜的套餐感觉不
全面，真不知道该怎么选才好。

“在体检经历中，你都遇到过
以下哪些问题？”本报近日发起了
一期关于体检行业的调查，结果显
示，市民“吐槽”最多的是“检测过
程不严谨，有病检测不出来”，其次
是“体检套餐繁多，收费混乱”。不
少市民认为，有些体检机构，走马
灯似的体检方式很难得到准确结
果，查也就图个心理安慰。

记者采访了解到，虽然对体
检本身市民都表示认可，但对检
测的效果却都抱有怀疑态度。

46岁的吴女士告诉记者，单
位每年组织一次体检，但感觉基
本没啥用，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总
感觉应付成分多一些。“我们单位
都是年中体检，临近年底的时候
准备自己再仔细查一次。我上网
查了查，这么多套餐，根本不知道
咋选，关键是太贵了！稍微全面一
些的检查就要三四千，就算体检
好处再多，这钱花得也心疼呀！”

市民王先生有次去韩国体
检，体检结果显示他有“不宁腿
综合征”。“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
查出来的。在国内体检了N次，
从来没有查出来过。我觉得体检
也就那么回事吧！”王先生说。

换两项贵一万多
搞不懂该不该查

记者咨询了几家医院的体
检中心和体检连锁机构，发现检
查项目套餐众多。在济南一家三
甲医院官网上，挂有普通套餐、
白领套餐、儿童套餐、老年套餐
等13种。记者点开老年套餐发
现，里面又分为了A、B、C、D四
种套餐，A套餐价格相对便宜，为
700元，D套餐价格最高，为16000
元，价格相差了20多倍。

同样是老年套餐，只有一两

项不同，价格就差距悬殊。在功
能检查一栏，D套餐仅仅用“PET
-CT”和“320排CT”替换了C套
餐里的“头颅CT”和“肺部CT”，
价格立马涨了1万多元。

山大二院健康管理中心主
任刘斌告诉记者，PET-CT是目
前世界上高端的医学影像诊断
设备，相比抽血检查肿瘤标志
物、CT、MRI检查等，PET-CT更
能准确、全面判断治疗效果。

“做一次PET-CT至少七八
千块，普通老百姓谁受得了？我
认为，这个要根据自己情况来
定，体检只是对疾病的初步筛
检，发现疑似病变了，才做进一
步检查，所以正常情况下没必要
上来就用多么先进的仪器。”刘
斌表示，很多疾病可以通过体检
项目发现异常，不过，体检并非
花费高或项目多就一定最好。体
检应当按照不同人士的年龄、职
业、家族病史等情况，组合项目。

记者看到，不同的体检机构
价格也存在差异。比如胸透，在
调查的四家体检连锁机构中，前
两家做一次胸透是10块钱，而第
三家则要到了30块。

一家体检机构工作人员表
示，单项价格没有优势，套餐优
惠比较多，医疗机构利润也大。
比如原价6000多元的全身体检
套餐，最低可以打折到1500元。

体检时拍胸片
防护服成摆设

说到体检，市民刘女士不禁
想起自己去年的一次经历。在拍
胸片时，她下意识地拿起角落里
的防护设备往身上穿，“你干吗
呢？不用穿，站上去就行！”隔壁
控制室医生通过喇叭向她喊道。

刘女士事后越想越不对劲，
“胸透室外面就贴着‘必须穿戴
防护用具’的受检须知，这通知
是给谁看的呢？”

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医院放
射科和体检机构发现，虽然门外
都贴有明显的标示提醒，防护用
具也都一应俱全，但使用的几乎
没有。记者采访排队等候拍片的
几名患者，均表示不知道拍片要
穿防护服。我国《放射诊疗管理
规定》中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开
展介入放射学与其他X射线影像
诊断的工作场所，应当配备工作
人员防护用品和受检者个人防
护用品。对邻近照射的敏感器官
和组织（眼睛、甲状腺、性腺等）
进行屏蔽防护，并事先告知患者
和受检者辐射对健康的影响。

网上曾流传一份“五大
最不靠谱体检项目”，这份
榜单包括“X光片查肺癌”、

“彩超查前列腺癌”、“血钙
检测儿童缺钙”、“红外线查
乳腺癌”和“化验指标筛查
胃癌”。

“这些说法虽然偏颇，但
还是有些道理的。山大二院
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刘斌分析
说，比如X光片，由于其分辨

率低，因此检出率比较低，早
期肺癌比如5㎜以下的根本
发现不了。省立医院儿科医
生李桂梅称，不少家长认为，
抽血测微量元素，血钙正常，
孩子就不缺钙了，其实看儿
童缺不缺钙，验血不应作为
主要的确认方式，更多的还
是要靠临床观察和经验来判
断。对于化验指标筛查胃癌，
山东省肿瘤医院主治医师陈

明表示准确性不高，仅可作
为初筛。

刘斌表示，虽说这“几大
最不靠谱项目”说得在理，
但并不是说这些在体检中
一无是处，它们虽说不是很
精确，但目前来说相对收费
低，民众容易接受，并且只
是初步筛查，了解了个人身
体的基本情况，还是有一定
现实意义的。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体检已成为公众健康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2015年中国体检行
业以超过25%的增速增长至940亿元。记者调查发现，随着体检市场的日益开放和发展，体检行业
也是乱象丛生。

葛专家提醒

““五五大大不不靠靠谱谱体体检检””需需正正确确看看待待

省千佛山医院健康管理
中心副主任吴红彦建议，非
疾病人群，建议每年甚至半
年接受一次基础性检查，排
查身体健康隐患；已查出疾
病的患者，应将体检时间缩
短，最好3到6个月检查一次。
对于 1 8至 3 5岁的非疾病人
群，一般基础检查套餐即可；
35-45岁人群建议在基础检
查套餐中，增加骨密度、心血

管、肿瘤等适龄项目；45岁以
上人群除基础检查外，重点
建议增加糖尿病等慢性病、
肿瘤、冠心病、脑卒中筛查
等。

也有医生认为，体检项
目，有些如乙肝五项、胸透等
没必要年年检查，两三年检
查一次即可，“建议体检机
构、单位重新规划体检项目，
从普遍体检到个体体检，每

个年龄段检查的项目有所不
同，每年的体检项目也不应
一样。”

另外提醒广大消费者提
高警惕，在选择体检机构和
套餐时，千万别偏听偏信，掏
腰包之前一定要擦亮眼睛，
防止落入五花八门、华而不
实的体检圈套。

本报记者 焦守广
实习生 王倩

一家医院胸透室特别告知胸透时需用防护用具。

不不同同群群体体要要选选择择不不同同检检查查项项目目

工工商商总总局局原原副副局局长长孙孙鸿鸿志志受受贿贿案案泰泰安安开开庭庭

孙鸿志在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泰安中院供片）。

本报泰安11月10日讯（记
者 赵兴超） 11月10日，山
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原副局长孙鸿
志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一案。

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检察
院起诉指控：2002年至2014
年，被告人孙鸿志在担任吉林
省煤炭工业局副局长、党组书
记、局长、中共松原市委副书
记、松原市人民政府市长、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广告监
督管理司司长、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副局长等职务期间，
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
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
25家单位或个人在承揽工程、
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本人或者通过其妻子非法收
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1420万余元。2009年春
节前至2014年11月，被告人孙
鸿志利用担任松原市人民政
府市长的职务便利，侵吞公款
164万余元。

截至案发前，被告人孙
鸿志家庭财产及支出共计折
合人民币3579万余元，其中能

够说明来源的财产共计折合
人民币2625万余元，被告人孙
鸿志对折合人民币953万余元
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
了相关证据，孙鸿志及其辩
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
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
意见，孙鸿志还进行了最后
陈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全国、山东省、泰安市三级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界群
众80余人旁听了庭审。庭审
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
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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