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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领域，人工肝作为一项高科技治

疗手段，为众多重症肝病患者带来了生命的

希望。 它不仅是暂时替代肝脏部分功能的体

外支持系统，更是重启生命之门的关键。 以

下，我们将分条揭秘人工肝的护理秘籍，助力

患者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一治疗过程。

一、了解人工肝的基本原理

人工肝，全称为人工肝支持系统，是基于

血液净化技术的体外支持系统。它通过物理、

化学和生物装置，如血浆置换、血液过滤、吸

附等方法，清除血液中的有害物质，补充有益

物质，为肝细胞再生及肝功能恢复创造条件。

人工肝治疗不仅限于急性或慢性肝衰竭，还

广泛应用于高胆红素血症、肝性脑病等多种

肝脏疾病的治疗中。

二、术前准备与心理疏导

1.

术前准备：人工肝治疗前，患者需进

行详尽的术前检查，包括血压、体温、心率等

生命体征的监测，以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规

检验。

2.

心理疏导：重症肝病患者常因病情严

重、治疗周期长而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 护

理人员需向患者详细介绍人工肝治疗的原

理、流程及预期效果，进行心理疏导，帮助患

者树立信心，以最佳的心理状态接受治疗。

三、治疗过程中的精心护理

1.

严密监测生命体征： 治疗过程中，护

理人员需严密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 包括体

温、脉搏、血压等，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出现

的并发症，如低血压、出血等。

2.

保持血管通路畅通：人工肝治疗需建

立稳定的血管通路， 护理人员需严格执行无

菌操作，避免导管脱出或感染。 同时，需定期

检查机器运转状况，确保治疗顺利进行。

3.

饮食与休息：治疗后，患者需保持绝

对卧床休息， 避免剧烈运动。 饮食上应以低

脂、清淡、易消化的软质饮食为主，少食多餐，

避免加重肝脏负担。

四、并发症的预防与处理

1.

感染： 术后需对患者进行保护性隔

离，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定期消毒病房，预防

感染。

2.

低血压： 密切监测患者血压变化，如

出现低血压症状，需及时调整血流速度，补充

血容量。

3.

出血： 重症肝病患者凝血功能差，需

严格控制肝素用量， 必要时采用低分子肝素

钙或鱼精蛋白治疗，预防出血加重。

4.

血栓

:

鼓励患者在术后

24

小时内进行床

上活动，如踝泵运动，以促进血液循环，预防血

栓形成。 此外，密切观察患者下肢有无肿胀、疼

痛等症状，定期检测凝血指标，及时发现并处理

血栓形成的迹象。

五、康复期的健康管理

人工肝治疗结束后， 患者需继续进行康复

期的健康管理。这包括定期复查肝功能指标，遵

循医嘱服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总之， 人工肝作为重症肝病患者的生命重

启之门， 其治疗过程需要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共

同努力。通过科学的护理和精细的管理，我们有

望为更多重症肝病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与光

明。

（作者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人民医院感

染科）

人工肝护理秘籍：为重症肝病患者重启生命之门

□

胡婷婷

造口手术，作为一种常见的外科治疗手

段，为患者带来了生存的希望。 然而，术后的

居家护理对于患者的康复和生活质量至关重

要。 本文旨在提供一份最全的造口患者居家

护理指南，帮助患者及其家属更好地理解和

应对造口带来的挑战。

一、造口更换与清洁

造口更换是居家护理的重要环节。首先，

撕去旧造口袋时要轻柔，避免损伤造口周围

皮肤。 清洁时，建议使用纱布、柔软毛巾或纸

巾，沾取温开水进行擦拭，避免使用酒精、碘

伏等刺激性消毒剂。 清洁完毕后，应等待皮

肤自然干燥，再涂抹皮肤保护粉或保护膜，以

增强皮肤的保护能力。

在佩戴新造口袋时，要注意测量造口的大

小，并根据测量结果裁剪造口袋。佩戴时，应从

下往上粘贴， 确保造口底盘与皮肤紧密贴合。

为了增加底盘的粘性，可以在粘贴前用手掌焐

热底盘，或使用吹风机进行加热。粘贴完毕后，

应轻轻按压底盘，使其与皮肤更好地贴合。

二、饮食调整

造口患者的饮食应以均衡为主， 少食多

餐，避免暴饮暴食。 在食物选择上，应尽量减

少易产生气体、异味、便秘或腹泻的食物，如

豆类、洋葱、韭菜等。同时，增加富含膳食纤维

的食物摄入，如杂粮、蔬菜等，以促进肠道蠕

动，减少便秘的发生。 此外，保持充足的水分

摄入，有助于软化大便，预防便秘。

三、衣着与运动

在衣着方面， 造口患者应选择宽松、柔

软、 舒适的衣服， 避免紧身衣物对造口的压

迫。 同时，注意保持腰带的松紧适宜，避免对

造口造成不良影响。在运动时，造口患者应选

择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运动方式，如散步、慢

跑等，避免剧烈运动对造口的损伤。

四、洗澡与游泳

造口患者在洗澡时无需特殊防护， 可以

采用淋浴或盆浴的方式。在洗澡前，可以排空

造口袋， 以避免洗澡时造口袋内的排泄物溢

出。如需在游泳时保护造口，可以使用迷你袋

或造口栓进行防护。游泳后，应及时更换新的

造口袋，以保持造口的清洁和干燥。

五、心理调适与社交

造口手术对患者的心理和社交生活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 因此，患者及其家属应积极面

对造口带来的挑战， 保持乐观的心态。 同时，

参加造口患者俱乐部或组织，与其他患者交流

经验和心得，有助于缓解心理压力，提高生活

质量。

总之，造口患者的居家护理需要综合考虑

多个方面，包括造口的更换与清洁、饮食调整、

衣着与运动、洗澡与游泳以及心理调适与社交

等。 通过科学的居家护理，患者可以更好地应

对造口带来的挑战，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 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

县人民医院）

造口患者居家护理指南

□

贾伟

在人际交往中， 一个灿烂而自信的笑容

往往能瞬间拉近彼此的距离， 而这份魅力的

源泉，离不开健康的口腔环境。口腔不仅是消

化系统的起点， 更是我们展现个人形象的重

要窗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索几个关键的

口腔护理小知识，让您的笑容更加灿烂如花。

1.

每日两次刷牙，不容忽视

保持口腔健康的第一步， 是养成每天早

晚刷牙的好习惯。选择含氟牙膏，它能有效预

防龋齿，增强牙齿抗酸能力。 刷牙时，采用巴

氏刷牙法，即牙刷与牙齿呈

45

度角，轻轻震

颤刷洗牙齿表面及牙缝， 确保每颗牙齿及牙

龈线都得到充分清洁。 刷牙时间应不少于两

分钟，确保全面无遗漏。

2.

使用牙线，深度清洁牙缝

即使刷牙再仔细， 也难以完全清除牙缝间的

食物残渣和细菌。 这时， 牙线就派上了大用

场。每天至少使用一次牙线，沿着牙缝轻轻滑

动，上下刮除两侧牙齿邻面的菌斑和软垢，有

助于预防邻面龋齿和牙周疾病。

3.

定期口腔检查，早发现早治疗

定期（每年至少一次）到口腔科进行专业

检查，是维护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医生能够发

现潜在的口腔问题，如龋齿、牙周病、智齿异常

等，并及时给予治疗建议。 早期发现并处理，可

以避免病情恶化，节省治疗费用和时间。

4.

合理膳食，远离高糖食物

饮食习惯直接影响口腔健康。 尽量减少

含糖饮料、糖果等高糖食品的摄入，这些食物

是细菌滋生的温床，易导致龋齿。多吃富含纤

维的蔬菜水果，有助于清洁牙齿和牙龈，促进

口腔健康。

5.

漱口水辅助，清新口气

漱口水可以作为刷牙和牙线的补充，帮

助杀灭口腔中的细菌，减少牙菌斑形成，同时

清新口气。 但需注意，漱口水不能代替刷牙，

且部分含酒精漱口水可能刺激口腔黏膜，敏

感人群需谨慎选择。

6.

戒烟限酒，保护口腔黏膜

吸烟和过量饮酒不仅危害全身健康，也对口

腔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它们能刺激口腔黏膜，增

加患口腔癌的风险，同时影响牙齿颜色和牙龈健

康。 为了美丽的笑容，请尽早戒烟限酒。

结语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一部分，它关乎我

们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 通过上述这些简单而

有效的口腔护理小知识的实践，我们不仅能预

防口腔疾病， 还能拥有更加灿烂自信的笑容。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用心呵护自己的口腔，让

笑容成为最美的语言。

（作者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医院保定医院）

口腔护理，让笑容灿烂如花

□

李佳

常见的手足疾病及其预防方法

□ 李冕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手足作为身体的

重要部分，不仅承载着行走、劳作、感知等多

重功能， 还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与健

康状态。

然而，由于频繁使用、外伤、感染或遗传

因素，手足疾病时有发生。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手足外科的科

普世界， 了解几种常见的手足疾病及其防治

知识。

1.�

手部疾病篇

腱鞘炎： 常见于长时间重复同一动作的

人群，如打字员、音乐家等。 表现为手指根部

或手腕处疼痛、肿胀，活动时有弹响感。

预防关键在于避免过度使用，适时休息；

治疗可采用热敷、 理疗、 局部封闭注射等方

法，严重者需手术治疗。

腕管综合征：又称鼠标手，因正中神经在

腕管内受压引起，症状包括手腕部疼痛、手指

麻木无力，特别是拇指、食指、中指。

治疗初期可尝试佩戴护腕、 调整工作姿

势；若症状持续，需考虑手术治疗以减轻神经

压迫。

类风湿关节炎：虽非直接由外伤引起，但

对手部关节影响显著， 表现为关节肿胀、疼

痛、僵硬，严重时可导致关节畸形。

早期诊断、规范治疗至关重要，包括药物

治疗、物理疗法及必要时的手术治疗。

2.�

足部疾病篇

足跟痛（跟腱炎

/

足底筋膜炎）：常见于长

时间站立、行走或跑步者，表现为足跟或足底

疼痛，晨起或久坐后站立时尤为明显。治疗重

点在于休息、冰敷、拉伸锻炼及物理治疗；穿

合适的鞋子，减少负重行走也是关键。

拇外翻：俗称“大脚骨”，表现为大脚趾向

外偏斜，常伴有红肿疼痛。遗传因素及长期穿

高跟鞋是主要原因。轻度者可采用矫正器、理

疗等非手术方法；严重则需手术矫正。

糖尿病足： 糖尿病患者因神经病变及血

管病变， 足部感觉减退， 易受外伤且不易愈

合，易引发感染甚至坏死。预防关键在于严格

控制血糖、定期检查足部、避免赤脚行走及穿

合适鞋袜。

3.�

预防与保健

适度运动：保持手足的灵活性和力量，避

免过度使用导致的损伤。

正确姿势： 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活动，保

持正确的姿势和习惯，减少不必要的压力。

合理饮食：均衡摄入营养，特别是富含钙、

维生素

D

的食物，有助于骨骼健康。

定期检查： 对于糖尿病患者等高风险人

群，应定期检查足部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理潜

在问题。

专业咨询：出现手足不适时，应及时就医，

接受专业医生的评估和治疗建议。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不难发现，手足疾病

的防治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做起，结

合科学的预防方法和专业的医疗支持，共同守

护我们的手足健康。 记住，关爱自己，从关注手

足健康开始。

（作者单位： 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