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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被誉为生命之源，它的每一次跳

动都承载着生命的律动。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

保障心脏健康，医学界研发出了超声心动图

技术，这是一种无创、无痛、安全、可靠的检

查方法，已成为现代心脏医学中不可或缺的

诊断工具。

一、超声心动图的基本原理

超声心动图是利用超声波的特殊物理

学特性来检查心脏和大血管的解剖结构及

功能状态的一种技术。

超声波是一种高频振动，能够穿透人体

组织并产生回声信号。 通过超声波探头将回

声信号转化为图像，医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

心脏的形态、结构和功能。

二、超声心动图的种类与应用

超声心动图主要分为经胸超声心动图

和经食管超声心动图两种类型。

1.�

经胸超声心动图：这是最常用的检查

方法，医生将探头放置在患者胸前皮肤上，通

过高频探头对心脏进行扫描。 它适用于大多

数心脏疾病的初步诊断，如心脏瓣膜疾病、心

肌病、心包疾病等。

2.�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这种检查方法将

探头插入食管内，能够更清晰地显示心脏内

部结构，适用于复杂病例的诊断，特别是对左

心耳部位的血栓、卵圆孔未闭等病变的显示

独具优势。

三、 超声心动图在心脏疾病诊断中的

作用

1.�

心脏瓣膜疾病： 通过超声心动图，医

生可以明确瓣膜病变的类型、程度和位置，如

二尖瓣狭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等，为制定治

疗方案提供依据。

2.�

心肌病：超声心动图可以观察心肌的

厚度、运动幅度和收缩力等指标，判断心肌病

的类型和程度，如扩张型心肌病、肥厚型心肌

病等。

3.�

心包疾病：通过超声心动图，医生可

以明确心包积液的量、位置和性质，判断心

包疾病的类型和程度，如急性心包炎、心包

积液等。

4.�

冠心病：超声心动图可以观察心肌的

运动状态和节律，判断心肌缺血和心肌梗死

的部位和程度，为评估治疗效果提供依据。

5.�

先天性心脏病：超声心动图可以准确

观察和评估心脏的解剖结构，帮助医生诊断

和评估先天性心脏病的类型和严重程度。

四、超声心动图的优势与局限

超声心动图具有高度安全性，不会对患

者产生任何伤害，尤其适合孕妇、儿童等特殊

人群。

此外，它还能提供详细的解剖和功能信息，

操作简单、无创、无痛，不需要特殊准备。但是患

者自身的因素对图像质量影响较大，另外，肺部

疾病也会干扰图像， 胸廓畸形同样会给检查带

来困难，可能无法获得标准的切面图像，从而影

响对心脏结构和功能的准确评估。

一个经验丰富的超声科医生能够熟练地调

整探头的位置和角度，获取高质量的图像，并准

确地识别各种心脏结构和病变。

五、结语

超声心动图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不仅提升

了心脏医学诊疗的水平， 也为患者带来了更多

希望和可能。

通过超声心动图的精准诊断， 医生能够及

时发现和治疗心脏疾病， 守护每一个跳动的心

脏，为生命之源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河北省献县中医医院

)

超声心动图的应用优势与局限

□

刘晶

探讨肾脏疾病与透析的关系

□

胡伟滨

肾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主要负责

过滤血液、排除代谢废物和多余水分，以及

维持酸碱平衡和电解质平衡。 然而，当肾脏

功能受损，无法满足这些基本需求时，透析

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 本文将详细探

讨肾脏疾病与透析的关系。

一、肾脏疾病概述

肾脏疾病通常包括慢性肾功能衰竭、急

性肾损伤以及由药物或毒素引起的肾损伤。

慢性肾功能衰竭是透析治疗最常见的原因，

当肾脏功能严重下降，无法有效清除体内废

物和多余水分时， 透析成为必要的治疗手

段。 急性肾损伤则可能由严重感染、外伤或

某些药物的副作用引起，导致肾脏突然失去

功能，这时可能需要临时透析来支持肾脏恢

复。 此外，某些药物或工业毒素也可能对肾

脏造成损害，当损伤严重时，透析也成为必

要的治疗手段。

二、透析的原理与分类

透析是利用半透膜的特性，通过弥散和

对流作用，清除血液中的代谢废物和多余水

分，并维持电解质和酸碱平衡。 透析治疗主

要包括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两种类型。

血液透析： 通过体外循环设备将患者的

血液引出体外， 通过透析器中的半透膜进行

物质交换， 清除血液中的代谢废物和多余水

分，然后再将净化后的血液回输到患者体内。

腹膜透析：利用患者自身的腹膜作为半

透膜，通过向腹腔内注入透析液，使血液和腹

透液之间的溶质进行交换，从而清除血液内

的代谢废物和多余水分。

三、透析的适应症与注意事项

透析主要用于治疗各种原因所致的急性

肾脏损伤和慢性肾衰竭的患者。 此外，血液

透析还可用于急性中毒、难治性充血性心力

衰竭和急性肺水肿所致的严重水、电解质、酸

碱平衡紊乱等。 然而，透析治疗并不能治愈

肾功能衰竭，它仅能部分替代肾脏的排泄功

能，帮助患者维持生命。

对于需要透析的患者，日常生活中应严

格控制水分和盐分的摄入，避免高蛋白饮食，

并定期监测血压和肾功能。 同时，患者应遵

循医生的建议，定期进行透析治疗，并在出现任

何不适时及时就医。

四、透析的并发症与护理

透析治疗虽然能够挽救许多生命， 但也存

在一些局限性。 透析过程中可能导致一些并发

症，如透析失衡综合征、低血压、感染、心律失常

等。 因此，建议患者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透析，

同时注意加强护理，降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五、结语

肾脏与透析之间存在着不解之缘。 当肾脏

功能受损时，透析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

帮助患者清除体内代谢废物、维持体内平衡，从

而缓解临床不适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人民医院）

中心静脉导管是一种用于输送营养物

质、药物或血液净化治疗的医用导管。 广泛

应用于重症监护病房（

ICU

）、手术室和普通

病房， 以支持危重病人的生命支持和治疗。

然而，中心静脉导管感染是常见的并发症之

一，对患者的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

本文将介绍中心静脉导管感染防控的

重要性，并阐述如何采取有效的策略来保护

患者安全。

一、中心静脉导管感染的危害

中心静脉导管感染可能导致患者疼痛、

发热、血流感染、血栓形成和败血症等严重

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因此，医护人员应高

度重视感染防控，确保患者安全。

二、感染防控策略

1.

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原则

在进行中心静脉导管的置管、换药等操

作时，必须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原则，确保患者

皮肤及周围环境的清洁。 遵循正确的消毒程

序，使用一次性无菌产品，避免交叉感染。

2.

定期更换导管和敷料

根据中心静脉导管的不同类型和患者病

情，定期更换导管和敷料。 确保敷料干燥、清

洁，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更换。

3.

观察体温和白细胞计数

定期监测患者的体温和白细胞计数，了

解感染风险。 如果出现发热、 寒战等感染症

状，应及时就医并报告医护人员。

4.

合理使用抗生素

在置管前或置管后， 根据患者的病情和

微生物培养结果，合理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

遵循医生的建议， 不要擅自更改抗生素的使

用剂量或疗程。

5.

健康教育

向患者及其家属介绍中心静脉导管的用

途、置管后的注意事项和感染防控知识，提高

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 让他们了解保持皮肤

干燥、避免抓挠等基本措施的重要性。

6.

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

医护人员应与患者及其家属建立良好的

沟通渠道，及时解答疑问，处理问题。 关注患

者的情绪变化，提供心理支持，增强患者的信

心和依从性。

7.

强化消毒隔离措施

对于有多个中心静脉导管患者的病房，

应强化消毒隔离措施，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

定期清洁和消毒病房及周边环境， 确保空气

流通。

8.

关注导管的类型和材质

选择适合患者病情和耐受度的导管类型

和材质，尽量避免使用容易感染的材质。对于

特殊情况，应考虑使用更为安全、舒适的导管。

9.

合理安排置管时间

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 尽可能缩短中心静

脉导管的置管时间。对于需要长期置管的患者，

应定期更换部位，减少感染的风险。

10.

培训医护人员

加强医护人员的培训和教育， 提高他们对

中心静脉导管感染防控的意识和技能。 定期进

行考核和评估，确保各项措施得到有效实施。

总之， 中心静脉导管感染防控是保障患者

安全的重要策略之一。

通过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原则、 定期更换导

管和敷料、合理使用抗生素、健康教育等措施，

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

医护人员应与患者及其家属共同努力， 共同守

护患者的安全。

（作者单位： 河北省承德市第三医院）

中心静脉导管感染的危害及防控策略

□

石秀芳

新手妈妈产后护理的恢复与调整

□

李妍

对于新手妈妈来说，产后护理是一个非

常重要且关键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新妈妈

不仅要照顾新生儿，还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恢

复和心理调整。

本文将为新手妈妈提供一些实用的产后

护理建议，帮助您更好地恢复和调整自己的

状态。

一、身体恢复

1.

休息与睡眠： 保证充足的休息和睡

眠，有助于身体恢复。 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

时间，避免熬夜。

2.

饮食调整：产后初期，新妈妈的饮食

应以易消化、高营养为主。 适当增加蛋白质、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有助于身体恢复。

3.

适当运动： 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可

以进行一些轻度的运动，如散步、瑜伽等，有

助于提高身体素质和血液循环。

4.

卫生清洁：保持个人卫生清洁，特别

是会阴部和乳房的清洁，预防感染。

二、心理调整

1.

情绪管理：产后新妈妈可能会面临情

绪波动、焦虑、抑郁等问题。 学会自我调节情

绪，与家人和朋友交流，寻求心理支持。

2.

适应新角色： 逐渐适应母亲角色，关

注宝宝的成长，享受与宝宝相处的时间。

3.

建立自信： 通过自我肯定和积极的

心态，逐步建立自信，应对产后恢复和育儿

压力。

4.

缓解压力：合理安排时间，避免过度

劳累；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适当进行

放松活动，如听音乐、阅读、按摩等。

三、新生儿护理

1.

母乳喂养：母乳喂养有助于新妈妈身

体的恢复，同时也有益于宝宝健康成长。 学

习正确的母乳喂养姿势，保持乳汁充足。

2.

奶粉喂养：如母乳喂养无法满足宝宝

需求，学会正确奶粉喂养方法，确保宝宝得到

足够的营养。

3.

日常护理： 关注宝宝的日常需求，如

保暖、排便、睡眠等，确保宝宝身心健康。

4.

预防感染：注意宝宝的卫生和消毒工

作，避免交叉感染。

四、产后恢复建议

1.

制定合理的恢复计划：根据自身身体

状况和恢复情况，制定合理的恢复计划，逐步

增加活动量。

2.

合理安排家务与工作：适当安排家务与

工作，避免过度劳累。 如有困难，可寻求家人帮

助或调整工作岗位。

3.

定期检查：定期进行产褥期检查，了解

身体恢复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得到专业指导。

4.

保持积极心态：面对产后恢复和育儿压

力，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至关重要。 学会调整

情绪，关注身边亲人和朋友的支持与关爱。

总之，新手妈妈在产后护理过程中，要注重

身体恢复、心理调整和新生儿护理等方面。 通

过合理的计划、家人的支持、定期的产褥期检查

以及积极的心态调整，相信您一定能够顺利度

过这个关键时期，迎接美好新生活的到来。

（作者单位：河北省容城县妇幼保健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