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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2004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某院乳腺早发育及乳腺发育症患者的临床资料

随时间变化情况。方法 回顾性收集2004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该院行彩超检查诊断为乳腺早发育

及乳腺发育症的病例,根据年龄,将纳入的768例患者分为8岁以下和8岁及其以上两组,再根据时间,分为

2004年5月1日至2009年4月30日(T1)、2009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T2)和2014年5月1日至

2019年4月30日(T3)3组,分别比较检出率、年龄、年龄分布等资料。结果 一共纳入768例患者,其中8岁

以下组,共113例,8岁及以上组,共655例。T1、T2、T3组乳腺发育总的检出率分别是0.68%(37/5
 

430)、

1.32%(264/20
 

043)和1.43%(467/32
 

673),总检出率呈先上升后平稳趋势(χ2=19.57,P=0.000),T2组检

出率比T1组明显上升(χ2=13.96,P=0.000),T2、T3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8岁以下组、8岁及以上

组乳腺发育例数是增加的,分别从T1组的1例和36例增加到T3组的85例和382例。年龄分布曲线发现两

个年龄组里3个时间段乳腺发育的年龄分布具有相似趋势,而且在4~8岁及10~20岁存在乳腺发育人数增长

速度增快的现象。结论 2004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该院乳腺发育的检出率呈先升高后趋向平稳趋势,其
检出的平均年龄、年龄分布等随时间变迁有相似的趋势,但是在4~8岁及10~20岁年龄阶段增长速度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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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remature
 

thelarche
 

and
 

the
 

gynecomas-
tia

 

from
 

May
 

1,2004
 

to
 

April
 

30,2019.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768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premature
 

thelarche
 

or
 

gynecomastia
 

were
 

collected
 

retrospectively.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t
 

the
 

line
 

of
 

age
 

8.Then,according
 

to
 

the
 

time
 

of
 

diagnosis,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ill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labeled
 

May
 

1,2004
 

to
 

April
 

30,2009
 

(T1),May
 

1,2009
 

to
 

April
 

30,2014
 

(T2)
 

and
 

May
 

1,2004
 

to
 

A-
pril

 

30,2019
 

(T3)
 

respectively.Then
 

detective
 

rates,age
 

and
 

age
 

distribution
 

were
 

analyzed.Results 768
 

ca-
ses

 

were
 

included,with
 

113
 

cases
 

in
 

the
 

group
 

of
 

children
 

smaller
 

than
 

8
 

years
 

old,while
 

655
 

cases
 

in
 

the
 

group
 

of
 

males
 

older
 

than
 

8
 

years
 

old.The
 

detective
 

rates
 

of
 

premature
 

thelarche
 

and
 

the
 

gynecomastia
 

in
 

group
 

T1,T2,T3
 

were
 

0.68%(37/5
 

430),1.32%(264/20
 

043)
 

and
 

1.43%(467/32
 

673)
 

respectively,which
 

had
 

risen
 

between
 

the
 

first
 

two
 

period(χ2=13.96,P=0.000),while
 

the
 

rise
 

between
 

the
 

last
 

two
 

period
 

was
 

of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The
 

number
 

of
 

the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premature
 

thelarche
 

or
 

gynecomastia
 

increased
 

in
 

both
 

age
 

groups,which
 

increased
 

from
 

1
 

and
 

36
 

cases
 

at
 

T1
 

to
 

85
 

and
 

382
 

cases
 

at
 

T3
 

respective-
ly.The

 

age
 

distribution
 

curves
 

showed
 

that
 

the
 

age
 

distribution
 

had
 

the
 

similar
 

trends
 

in
 

both
 

age
 

groups,but
 

at
 

the
 

age
 

range
 

of
 

4-8
 

years
 

old
 

and
 

10-20
 

years
 

old,the
 

speed
 

of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premature
 

thelarche
 

or
 

gynecomastia
 

increased.Conclusion The
 

detective
 

rate
 

of
 

premature
 

thelarche
 

and
 

gynecomastia
 

had
 

increased
 

at
 

first
 

and
 

then
 

come
 

to
 

a
 

relative
 

steady
 

level.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kept
 

relatively
 

stable
 

with
 

time
 

go-
ing-by,but

 

the
 

increase
 

speed
 

did
 

increase
 

at
 

the
 

age
 

range
 

of
 

4-8
 

years
 

old
 

and
 

10-20
 

year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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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环境、生
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等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临床工

作中发现,因乳腺肿块来就诊的儿童以及成年男性越

来越多,而行彩超检查结果发现大多数的乳腺肿块为

乳腺腺体,即乳腺发育。一般来说,女童在8岁之前

乳腺是处于静止状态,尚未发育,而且对于男性乳腺,
其皮下是没有腺体组织的,两者行彩超检查在乳头下

方均不能探及乳腺腺体组织。若女童在8岁之前出

现乳腺增大并在乳头后方探及腺体组织可称为乳腺

早发育,而男性则称为乳腺发育症[1-3]。乳腺发育可

以是一种没有病理意义的临床症状,但是对于儿童其

可能提示性早熟。此外,男性乳腺癌虽说是相对罕见

的疾病[4],但是其发病率有呈上升的趋势[5],因此关

注并监测男性乳腺的发育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为

此,回顾性分析本科室2004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

30日门诊超声诊断为乳腺早发育及男性乳腺发育的病

例,旨在初步分析乳腺发育发生以及相关临床特征随时

间的变化,提高医生对乳腺发育疾病的认识与掌握。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04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
日在本院门诊行超声检查,超声诊断为乳腺发育的患

者资料。最终共纳入768例乳腺发育患者。按不同

就诊时间分为2004年5月1日至2009年4月30日

(T1组)、2009年5月1至2014年4月30日(T2组)
和2014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T3组)。
1.2 乳腺发育的定义及超声诊断

本研究乳腺发育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8
岁之前的乳腺发育,在女童8岁之前若出现乳腺的发

育称为乳腺早发育,而在男童则称为乳腺发育症。第

二部分为8岁及其以上男性患者出现乳腺腺体的发

育。乳腺发育的超声表现为乳头下方或偏向一侧的

弥漫型、结节型及类女性乳腺型低回声区,回声不均

匀或斑片状回声,边界清楚,血流不丰富,部分病例探

及点状血流信号。
1.3 研究方法

首先根据年龄,将纳入的768例患者依次根据年

龄和超声诊断时间进行分组。其中8岁以下组,共
113例,T1、T2、T3组分别有1、27、85例;8岁及其以

上组,共655例,T1组、T2组和T3组分别有36例、
237例和382例。分别比较乳腺发育检出率、年龄、发
病乳腺部位、年龄分布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检
出率、性别比例、发病部位等计数资料以例表示,比较

采用χ2 检验,年龄等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

表示,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乳腺发育的总检出率的比较

T1组、T2组和T3组门诊乳腺检查例数分别是

5
 

430例、20
 

043例和32
 

673例,而对应的乳腺发育

的检出例数分别是37例、264例和467例,检出率分

别是0.68%、1.32%和1.43%,3组比较总检出率呈

先上升 后 平 稳 趋 势,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χ2=
19.57,P=0.000)。进一步对3组检出率进行两两比

较,得出 T1组的检出率与 T2组(χ2=13.96,P=
0.000)和T3组(χ2=18.97,P=0.000)的检出率差

异均具有统计意义,而T2组的检出率与T3组的检

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3,P=0.310)。
2.2 8岁以下组儿童乳腺早发育的临床资料分析

8岁以下乳腺发育组在T1、T2、T3组分别为1、
27、85例,其中检查发现的男女比例、乳腺发育腺体的

部位和年龄在3个时间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8岁以下超声诊断为乳腺发育的113例患者的

   临床特征分布

组别
性别(n)

男 女

发育部位(n)

左侧 右侧 双侧

年龄

(x±s,岁)

T1 0 1 0 1 0 6.0±0.0

T2 2 25 12 8 7 4.7±2.4

T3 5 80 37 21 27 4.3±2.5

χ2/F 0.150 3.210 0.457

P 0.928 0.523 0.634

进一步对8岁以下的儿童进行年龄分布分析,首
先考虑到 T1组只有1例病例,故不参与本次分析。
曲线图趋势分析可以发现在T2和T3两组均约在2
岁之前有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而在4岁之后乳腺发

育例数明显增加,见图1。

图1  8岁以下超声诊断为乳腺发育的113例患者的

   年龄分布

2.3 8岁及其以上男性乳腺发育的临床资料分析

8岁及其以上男性乳腺发育中,T1、T2、T3组分

别为36、237、382例,其中检查发现的乳腺发育的部

位、年龄在3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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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8岁及其以上超声诊断为乳腺发育的655例患者的

   临床特征分布

组别
发育部位(n)

左侧 右侧 双侧

年龄

(x±s,岁)

T1 12 12 12 39.5±20.8

T2 59 91 87 39.9±21.6

T3 124 143 115 38.4±22.2

χ2/F 5.15 0.39

P 0.272 0.678

进一步对8岁及其以上的病例进行年龄分布分

析,发现约在11~30岁之间出现一个见明显的男性

乳腺发育的高峰期,之后开始下降,渐渐趋于平稳,见
图2。

图2  8岁及其以上超声诊断为乳腺发育的655例患者的

年龄分布

3 讨  论

本研究对本院768例乳腺发育患者乳腺发育的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T1组、T2组和T3组3个

阶段每5年乳腺发育的总的检出率呈先升高,后趋向

平稳 的 趋 势,检 出 率 分 别 为 0.68%、1.32% 和

1.43%。本研究进一步根据年龄和诊断时间进行分

组,结果发现在8岁以下组及8岁及其以上组乳腺发

育的例数是逐阶段增加的,分别从T1组的1例和36
例增加到T3组的85例和382例。进一步病例进行

年龄分布分析,曲线图发现在两个年龄组里3个时间

段乳腺发育的年龄分布趋势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

中,在8岁以下组,在2岁之前有个比较稳定的平台

期,4岁之后存在一个乳腺发育逐渐增长趋势。在8
岁及其以上组,约在11~30岁出现一个明显的男性

乳腺发育的高峰期,之后开始下降,渐趋平稳。此外,
研究还发现两组在乳腺发育的部位、年龄的比较在3
个时间段均无明显差异。

近年来有较多关于女童乳腺早发育、男性乳腺发

育的研究,研究发现乳腺发育的患病率也因为不同人

口而有所差异,尽管如此,儿童乳腺早发育越来越引

起公众的注意[6-10]。本研究中,儿童乳腺发育的检出

例数呈逐阶段升高,作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大众对乳

腺早发育的意识提高了,另一方面,也是很多研究所

关注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环境、饮食结构和饮食习

惯的改变。各种生物化学因素对食品的污染、儿童滋

补保健品、快餐、儿童饮料等均被认为是与儿童乳腺

早发育密切相关的生活因素[11-12]。
既往研究表明,6月龄之前男婴及2~3岁之前的

女婴处于一个微小青春期的年龄[3,13],此阶段体内很

多激素均会出现短暂的上升,可达到近似青春期的水

平,然后再降低,此时很多新生儿可出现乳腺组织的

增生,这与本研究的结果发现2岁之前有个比较稳定

的平台期是相符合的。同时,从图1还可以看出,在
4~8岁两个时期乳腺发育例数出现明显增长。由于

对于4~8岁年龄阶段的儿童来说,其摄入添加营养、
儿童饮料等机会较4岁前明显地增多,且社会经济越

发展,摄入的概率就越大,因此对于本研究发现的儿

童乳腺在4岁之后存在一个乳腺发育检出例数增长

速度增快的现象,认为与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有

密切关系。乳腺早发育大部分是生理性的,但是其同

时也是作为性早熟的重要的体征。研究表明2岁以

后乳腺发育转化为性早熟的概率较2岁以前的要

高[14];性早熟可引起骨骺的提前愈合,影响身高发育,
对儿童身体、心理造成不良的影响[15]。因此,对于本

研究发现的儿童乳腺发育在4~8岁期间增长有加快

趋势的现象应该得到重视。
男性 乳 腺 发 育 是 临 床 最 常 见 的 男 性 乳 腺 疾

病[4-5],其发生的机制主要是体内雌激素水平的升高

或者是乳腺组织对雌激素敏感性增高。男性乳腺癌

是相对罕见的疾病,但是其发病率有上升的趋势,因
此关注男性乳腺发育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本研究

中男性乳腺发育主要集中在11~30岁,处于青春、壮
年期,这与既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1]。此外,在10~
20岁,后一阶段较前一阶段比较其增长曲线斜率是增

大的,而其他年龄段的变化趋势基本相似。作者认

为,一方面,青春期是激素水平增长较快的阶段,但是

同一年龄阶段的内源性激素水平随时代变化,影响应

该不会很大,而且10~20岁男性接受外界生物化学

等环境因素的概率随时代的发展而明显增加,而且

10~20岁青少年是这些外界生物化学因素的重要受

众,因此认为趋势的增加主要还是与社会环境饮食因

素密切相关。青春期的乳腺发育持续1~2年可消退

症状[16],但是对于持续存在的乳腺发育,适当的复查,
必要时的药物、手术治疗对预防乳腺癌发生可能有一

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就本院2004年5月1日至

2019年4月30日乳腺发育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两

个年龄组病例其临床特征随时间变化具有一定的稳

定性,但是特定年龄阶段增长速度有上升趋势,可为

临床医生进一步了解乳腺发育的流行病学等情况提

供参考。当然,本研究是单中心的回顾性研究,患者

数量较局限,可能影响数据统计的结果,但是作者认

为这是一个临床特征随时间变化初探的研究,得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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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趋势,之后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进一步验证、完
善研究得出的趋势,为乳腺早发育和男性乳腺发育的

流行病学提供更准确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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