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疫系统是我们身体内的一道防

线，它保护我们免受各种疾病的侵害。

免疫检验是一种特殊的检查方法，它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免疫系统的功能，

从而预防和治疗许多疾病。 本文将详细介绍免疫检验

的重要性、方法以及如何解读免疫检验结果。

一、免疫检验的重要性

免疫系统是我们身体内最复杂的防御系统之一，

它由数以亿计的免疫细胞组成，这些细胞通过识别和

消灭入侵的病原体来保护我们。 免疫检验可以帮助我

们了解免疫系统的功能，从而预防和治疗许多疾病。

二、免疫检验的方法

免疫检验的方法有很多种， 主要包括细胞学检

查、血清学检查、基因检测等。 细胞学检查通常用于检

测体内是否存在异常细胞，如肿瘤细胞或病毒感染细

胞。 血清学检查则通过检测体内各种抗体的水平来判

断疾病的存在和严重程度。 基因检测则用于检测某些

遗传性疾病，如血友病、地中海贫血等。

三、如何解读免疫检验结果

免疫检验结果通常会以数值或符号的形式呈现，

例如白细胞计数、淋巴细胞比例等。 这些数值或符号

代表了免疫系统的健康状况，如过高或过低的数值可

能表示免疫系统过度活跃或缺乏活性。

解读免疫检验结果时，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正常范围：免疫检验结果通常有一个正常范围，

超出这个范围可能意味着免疫系统存在问题。

2 . 趋势： 我们需要关注免疫系统

的变化趋势，而不是只看一次的结果。

如果免疫系统的指标持续下降或上

升，可能意味着免疫系统存在问题。

3 .与其他指标的关联：某些疾病可能会影响其他指标，

如血糖、血压等。因此，我们需要关注这些指标的变化情况。

总的来说， 免疫检验是了解免疫系统功能的重要

手段。 通过正确解读免疫检验结果， 我们可以及时发

现并预防许多疾病的发生。 对于健康人群而言， 定期

进行免疫检验可以预防病毒感染和其他传染病。 而对

于患者来说， 了解自己的免疫状况可以更好地配合医

生进行治疗，从而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因此，我们每

个人都应该重视免疫检验的重要性， 为自己和家人的

健康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第六人民医院检验科）

检测免疫系统的重要性及方法

□ 李 洁

慢阻肺，在肺部影像学上是怎么表现的

□ 郭亚琼

慢阻肺是一种常见的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 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 本文

将从肺部影像学角度， 介绍慢

阻肺在影像学上的表现，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一疾

病。

一、慢阻肺的肺部影像学表现

慢阻肺的肺部影像学表现主要包括肺气肿、 支气

管扩张和慢性炎症等。 这些改变会导致肺部组织结构

异常，影响气体交换和气道通畅。

1 .肺气肿：肺气肿是慢阻肺最常见的影像学表现。

在 X 光或 CT 扫描下， 可以看到肺部组织过度膨胀，

形成均匀或不均匀的阴影。 随着病情进展，肺气肿会

逐渐加重，导致肺部组织弹性减弱，影响呼吸功能。

2 .支气管扩张：慢阻肺患者支气管壁会出现炎症

和增厚，导致支气管扩张。 在影像学上，可以看到支气

管形态不规则，管腔变窄或扩张。 这些改变会影响气

流通过，加重呼吸困难症状。

3 .慢性炎症：慢阻肺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肺部

长期受到炎症刺激，会导致肺部组织结构破坏和纤维

化。 在影像学上，可以看到肺部纹理增粗、紊乱，甚至

出现斑点状阴影。

二、慢阻肺的影像学诊断

慢阻肺的影像学诊断主要依靠 X 光 、CT 扫描和

磁共振成像（MRI）等检查手段。 通过观察肺部组织的

形态和结构变化，医生可以初步判断是否存在慢阻肺

及其严重程度。

1 .X 光检查：X 光检查是慢阻肺的常用诊断方法

之一。 通过观察肺部组织的形

态和气体交换情况，医生可以评

估病情严重程度和治疗效果。

2 .CT 扫描 ：CT 扫描是更

精确的影像学检查手段， 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到肺部组

织的形态和结构变化。 尤其是对于肺气肿和支气管扩

张等改变，CT 扫描的诊断准确性更高。

3 .MRI：MRI 检查对于慢阻肺的诊断意义不大 ，

主要用于评估肺部感染、肺心病等并发症。

慢阻肺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其肺部

影像学表现主要包括肺气肿、 支气管扩张和慢性炎症

等。 通过 X 光、CT 扫描等影像学检查手段，医生可以

初步判断是否存在慢阻肺及其严重程度。 了解慢阻肺

的影像学表现和诊断方法， 有助于患者及早发现病

情，获得更好的治疗和护理。

（作者单位：河南省登封市人民医院）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常见的骨

科疾病，主要由于腰椎间盘退行性改变

或损伤导致纤维环破裂， 髓核突出，压

迫神经根 ，引起腰痛 、下肢疼痛 、麻木

等症状。本篇文章将向读者介绍腰椎间

盘突出症的病因、症状、治疗方法及预

防措施。

一、认识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由于腰椎间盘

各部分退行性改变， 在外力作用下，椎

间盘向后突出，刺激或压迫神经根引起

的疾病。 常见于青壮年体力劳动者。

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因

1 .腰椎间盘退行性改变：随着年龄

的增长 ，腰椎间盘逐渐退化，纤维环和

髓核含水量下降，髓核失去弹性，纤维

环破裂。

2 .损伤：长期弯腰劳动、过度负重、急

性外伤等均可导致椎间盘损伤，加速退化。

3 .遗传因素：腰椎间盘突出症具有

一定的家族聚集性，遗传因素可能在其

中起一定作用。

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症状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主要症状包括

腰痛、下肢疼痛 、麻木等。 早期症状多

以腰痛为主，疼痛可放射至下肢 ，伴有

麻木感。 随着病情加重，患者可能出现

行走困难、下肢肌肉力量减弱等症状。

四、治疗方法

1 .非手术治疗：对于症状较轻的患

者 ，可以采用理疗、按摩 、针灸等非手

术治疗方法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

2 .手术治疗：对于症状严重、影响

生活和工作、 保守治疗无效的患者，可

以考虑手术治疗。常见的手术方法包括

椎间盘摘除术、内固定植入术等。

五、预防措施

1 .避免长时间弯腰劳动，注意劳逸

结合。

2 .保持正确的坐姿和站姿，避免脊

柱过度弯曲。

3 .适当进行腰部锻炼，增强腰部肌

肉力量。

4 .加强身体锻炼 ，增强体质 ，提高

自身抵抗力。

5 .注意保暖防寒，避免寒冷刺激加

速椎间盘退变。

综上所述，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

常见的骨科疾病，其病因主要包括腰椎

间盘退行性改变和损伤。症状多表现为

腰痛、下肢疼痛 、麻木等。 治疗方法包

括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式。预

防措施包括避免长时间弯腰劳动、保持

正确的坐姿和站姿 、 适当进行腰部锻

炼、加强身体锻炼和注意保暖防寒等。

通过了解这些知识， 我们可以更好地

预防和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 提高生

活质量。

（作者单位：四川省自贡市第三人

民医院）

如何预防腰椎间盘突出

□ 刘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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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重症患者

的康复已成为医学领域的重要课题。 对于

重症患者来说，肢体功能锻炼不仅有助于

恢复身体机能，还能提高生活质量。 本文

将探讨重症患者肢体功能锻炼的必要性

及方法，帮助患者更好地进行康复训练。

一、肢体功能锻炼的必要性

1 .促进血液循环：重症患者由于长

期卧床 ，肢体血液循环不畅 ，可能导致

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等并发症。 通过适

当的肢体功能锻炼 ， 可以促进血液循

环，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2 .增强肌肉力量：重症患者由于长

时间卧床，肌肉力量会逐渐减弱。 适当

的肢体功能锻炼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

高患者的自理能力。

3 .改善关节活动度：重症患者由于

长期卧床，关节活动度会受到影响。 通

过适当的肢体功能锻炼，可以改善关节

活动度，预防关节僵硬。

4 .缓解焦虑情绪：肢体功能锻炼可

以让重症患者逐渐适应外界环境，减轻

焦虑情绪，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二、肢体功能锻炼的方法

1 .被动运动 ：在医生的指导下，家

属或护理人员可以协助患者进行被动

运动，如按摩、推拿、关节屈伸等。 被动

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预防肌肉萎缩

和关节僵硬。

2 .主动运动：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

重症患者可以尝试进行主动运动， 如抬

腿、握拳、翻身等。 逐渐增加运动强度和

难度，逐步恢复肌肉力量和关节活动度。

3 .呼吸肌训练：呼吸肌训练是重症

患者肢体功能锻炼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

过深呼吸、缩唇呼吸等训练，可以提高患

者的呼吸功能，减轻呼吸困难的症状。

4 .渐进式康复训练：根据患者的病

情和恢复情况，制定渐进式的康复训练

计划。 初期以被动和辅助运动为主，逐

渐过渡到主动运动，最后加入日常生活

活动训练。

5 .心理疏导：在肢体功能锻炼的过

程中，心理疏导同样重要。

总之，重症患者的肢体功能锻炼对

于康复至关重要。 通过适当的被动运

动、主动运动 、呼吸肌训练和渐进式康

复训练等方法，可以帮助患者恢复身体

机能，提高生活质量 。 同时，心理疏导

同样不可忽视，让患者在关爱和支持的

环境下更好地进行康复训练。

（作者单位：山东省夏津县人民医院）

重症患者肢体功能锻炼的必要性及方法

□ 唐 晓

儿童哮喘的有效防控

□ 吕庆芝

近年来，儿童哮喘的发病率呈现出全球性

的上升趋势，这一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哮

喘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 以反复发作的喘

息、咳嗽、气促为主要表现，给儿童的健康和生

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虽然哮喘无法彻底治愈，但是

通过合理的预防和有效的治疗， 可以有效地控制病

情，提高儿童的生活质量。

一、儿童哮喘的病因

儿童哮喘的发病原因较为复杂， 主要包括遗传因

素和环境因素两个方面。 遗传因素是指哮喘具有一定的

家族聚集性，如果父母中有哮喘患者，那么儿童患哮喘

的风险也会增加。 环境因素则包括室内环境（如尘螨、

宠物）、室外环境（如花粉、烟雾）以及呼吸道感染等。

二、儿童哮喘的预防

1 .改善室内环境：定期清洁家居，减少尘螨和霉菌

的滋生 ；避免使用地毯 ，以减少尘土和宠物毛屑的吸

入；尽量避免养宠物，如无法避免，应定期清洗宠物毛

发和家中宠物的用品。

2 .避免接触过敏原：了解儿童的过敏原，如对花

粉、动物毛发、食物等过敏，应尽量避免接触。 在季节

交替或天气变化时，应注意减少外出，以减少花粉吸

入和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3 .加强锻炼：适当的体育锻炼可以提高儿童的免

疫力，增强呼吸道的抵抗力。 建议家长引导儿童进行

有氧运动，如跑步、游泳等。

4 .合理饮食：均衡的饮食可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

增强身体抵抗力。 家长应避免让儿童食用过于油

腻、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以免加重哮喘症状。

三、儿童哮喘的治疗

一旦儿童确诊为哮喘，应积极配合医生的

治疗建议，坚持用药并定期复查。 治疗哮喘的药物主要

包括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支气管舒张剂等，可根据病情选

择合适的药物方案。 同时，家长应学会正确使用药物的方

法，以便在儿童症状发作时能够及时给予治疗。

除了药物治疗外， 心理疏导和生活习惯的调整也

非常重要。 家长应给予儿童足够的关爱和支持， 帮助

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总体来说， 儿童哮喘是一种可防可控的疾病。 通

过合理的预防措施和科学的治疗方法， 我们可以有效

地控制病情，提高儿童的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南省光山县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