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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在

肾功能衰竭患者的治疗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

角色。 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患者合并

其他并发症、心理状态波动或外界环境改变

时，血液透析的护理对策需要更加精细和个

性化。

以下将从血管通路管理、饮食护理、心理

护理及并发症预防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血管通路管理

血管通路是血液透析顺利进行的关键。

在特殊情况下，如患者内瘘部位出现红肿、感

染或血栓形成，需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护理

人员应定期检查内瘘是否通畅，确保无堵塞

或感染迹象。 若发现异常，应及时通知医生

处理，并加强对患者的宣教，指导其避免内瘘

侧肢体受压或过度活动。

二、饮食护理

饮食管理对于血液透析患者至关重要。

在特殊情况下， 如患者出现电解质紊乱或营

养不良，需根据医嘱调整饮食方案。患者应坚

持低盐、低脂、低磷、低钾、高蛋白的饮食原

则，避免摄入过多高钾、高磷食物，如香蕉、奶

制品等。 同时，应保证足够的优质蛋白摄入，

以满足机体需求。 护理人员应加强对患者的

饮食指导，定期评估其营养状况，及时调整饮

食计划。

三、心理护理

血液透析患者需要长期面对疾病带来的

痛苦和经济压力，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

问题。在特殊情况下，如病情恶化或治疗过程

中出现并发症， 患者的心理负担可能进一步

加重。 因此，心理护理显得尤为重要。 护理人

员应密切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 及时给予心

理疏导和支持。鼓励患者参与社交活动，与病

友交流心得，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同时，家

庭成员的参与和支持也对患者的心理恢复具

有重要作用。

四、并发症预防

血液透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包括

低血压、高血压、心功能损害等。 在特殊情况

下， 如患者合并其他严重疾病或处于应激状

态，并发症的风险可能增加。 因此，护理人员

需加强监测和护理，及时发现并处理并发症。对

于低血压患者，应调整透析液配方和透析速度；

对于高血压患者， 应按时服用降压药物并监测

血压变化；对于心功能损害患者，则需控制透析

液的钠浓度和透析时间等。

综上所述， 特殊情况下血液透析的护理对

策需要更加精细和个性化。 护理人员应加强对

患者的全面评估和监测， 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

问题。同时，注重血管通路管理、饮食护理、心理

护理及并发症预防等方面的综合护理， 以提高

血液透析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通过科学、规

范的护理措施， 我们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

疾病挑战，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作者单位：河北省井陉县中医院）

脑血管病是一种突然发病、迅速出现局

限性或弥漫性脑功能损害的疾病，涵盖脑动

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狭窄、闭塞、破裂、脑

动脉炎等多种病变。 在康复期，科学合理的

注意事项对于患者的恢复至关重要。

以下是脑血管病康复期需要注意的几个

方面：

1.�

科学治疗原发病

患有心脏病、高脂血症、动脉硬化、高血

压病、糖尿病或高粘度血症的患者，应继续科

学治疗这些原发病。 原发病的控制是预防脑

血管病复发的重要措施。

2.�

定期检查与监测

存在脑血管家族史、上述疾病患者及肥

胖症患者，应每隔

3-6

个月定期去医院做健

康检查，监测血脂、血液流变学、血压、血糖

及脑血流动态变化。 一旦发现异常，应及时

纠正。

3.�

合理作息与情绪管理

每日生活作息要合理， 避免过度劳累和

熬夜。情绪变化不宜过大，避免激动、悲伤、惊

吓、生气、焦虑和恐惧等。 保持良好的心态有

助于康复。

4.�

警惕症状变化

日常生活中，若感觉肢体麻木、突发视力

下降、言语不清、眩晕、肢体无力或剧烈头痛

等症状，应立即去正规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

以免延误病情。

5.�

正确姿势与体位管理

脑血管患者应控制好自己的姿势， 如看

报、睡觉和走路时的姿势。 床垫不宜太软，偏

瘫患者患侧和健侧的肩垫应保持一样， 并在

腰部垫上靠枕，双膝关节间放置软枕。翻身活

动时动作要轻缓，以保证身体的舒适与安全。

6.�

康复锻炼

将锻炼融入生活，如利用患肢擦桌子、扫

地等，增加患肢的肌肉力量。无行走能力的患

者，可进行医疗体操锻炼，逐渐过渡到行走练

习。 康复锻炼需循序渐进，不可强行进行。

7.�

加强认知功能锻炼

包括计算能力、 注意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等。家属可将算账、买菜等日常活动融入患者

的认知功能锻炼中，也可通过下棋、玩游戏等

方式进行锻炼。

8.�

饮食调节

油脂摄取：减少油酥、油炸及油煎食物的

摄入，控制鸡皮、鱼皮、猪皮及鸭皮的食用量。

胆固醇控制：限制动物脑、腰子、肥肉、肝

脏、蟹黄、鱼卵及虾卵等食物的摄入。

食盐控制：多摄入新鲜水果和蔬菜，少吃

腊味、腌制食品及加工过的咸食物。

咖啡因摄入：适量饮用茶类和咖啡，少放糖

和奶精。

高尿酸食品：减少芦笋、豆类及动物内脏等

高嘌呤食品的摄入。

健康食用油：选择橄榄油、菜籽油及花生油

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

均衡饮食： 多食用富含纤维的未加工水果

和蔬菜、全谷类，以及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

鱼类和叶酸含量高的食物。

9.�

控制体重与生活习惯

脑血管病患者应控制体重， 避免酗酒和抽

烟。一个季度检查一次血常规，了解饮食控制情

况，必要时使用药物进行控制。

通过科学合理的康复措施， 脑血管病患者

可以逐步改善病情，提高生活质量。如有任何不

适，应及时就医，遵循医生的建议和指导。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

产前检查作为孕期保健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确保母婴健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通过规范的产前检查，孕妇可以及时了解自

身和胎儿的健康状况，预防并处理孕期可能

出现的问题，为顺利分娩和胎儿健康成长奠

定坚实基础。 以下将详细介绍产前检查的意

义与流程。

产前检查的意义

1.

评估孕妇健康状况：产前检查能够及

时发现并处理孕妇可能存在的妊娠并发症，

确保孕期安全。

这些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治疗对于保障母

婴健康至关重要。

2.

监测胎儿发育情况：通过超声检查等

手段，医生可以观察胎儿在子宫内的生长情

况，评估胎儿的大小、体重、器官结构等是否

正常。

这有助于及时发现胎儿发育异常或畸形

等问题，为后续的干预和治疗提供依据。

3.

遗传病筛查：产前检查包括遗传学筛

查和诊断， 能够及时发现并评估胎儿是否存

在染色体异常、单基因遗传病等风险，有效预

防遗传性疾病在家族中的传播， 保障新生儿

的遗传健康。

4.

预防出生缺陷： 通过孕期营养指导、

避免接触有害物质等措施， 产前检查有助于

预防胎儿出生缺陷的发生。

5.

指导孕期保健：医生会根据孕妇的具

体情况，提供个性化的营养、运动、心理等方

面的指导，帮助孕妇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提

高自我保健能力。

6.

评估分娩风险：产前检查还包括对孕

妇产道的评估、胎儿大小的估算等，有助于医

生判断分娩方式， 预测分娩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风险，制定科学合理的分娩计划。

产前检查的流程

1.

预约与登记：孕妇需要在指定的医疗

机构进行预约， 并按照约定的时间前往进行

产前检查。到达医疗机构后，孕妇需要进行登

记，提供个人信息和孕期情况等相关资料。

2.

询问病史与体格检查：医生首先会询

问孕妇的病史，包括过去的疾病史、手术史、

药物过敏史等，以了解孕妇的健康状况。

3.

实验室检查：产前检查通常包括一系

列实验室检查项目。 这些检查有助于了解孕

妇的血液状况、 肝肾功能以及是否存在感染

等问题。

4.

超声检查：超声检查是产前检查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以帮助医生观察胎儿的

生长情况，排除宫外孕、胎停育和先兆流产等

问题。

5.

特殊检查：根据孕妇的具体情况，医生

可能会建议进行一些特殊检查，如羊水穿刺、无

创产前基因检测等， 以进一步了解胎儿的健康

状况。

6.

评估与指导：在完成各项检查后，医生

会综合评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状况， 给出相应

的建议和指导，包括调整饮食、增加运动、定期

复查等。

7.

建立健康档案： 每次产前检查结束后，

医生都会将检查结果记录在孕妇的健康档案

中，为今后的分娩和产后护理提供参考依据。

总之， 产前检查是确保母婴健康的重要措

施之一。

孕妇应定期进行产前检查， 积极配合医生

完成各项检查项目， 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

心态，为胎儿的健康发育创造最佳条件。

（作者单位：河北省霸州市第三医院）

产前检查的意义与流程

□

白亚丹

生命的诞生与成长是一个充满奇迹的过

程， 而胎儿在母亲体内的成长旅程更是这一

奇迹的集中体现。 从受精卵的形成到宝宝的

诞生， 胎儿经历了无数复杂而协调的生理和

生化事件，这段旅程充满了神秘与奇妙。以下

将分条详细介绍胎儿成长的奇妙旅程。

一、受精卵的形成与初步发育

生命的起点始于精子和卵子的相遇。 当

精子穿越重重障碍， 与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

时，一场生命的奇迹悄然发生。受精卵在母亲

的子宫内着床，开始其神奇的旅程。

在受精卵形成后的几天里，它不断分裂，

形成细胞团，这些细胞逐渐分化，形成胚胎的

各个部分。到了第二周，胚胎已经初步具备了

人体的基本形态，脊椎、脑组织和神经系统等

关键结构开始形成。

二、器官的形成与身体的逐渐发育

进入中期，胎儿的发育速度明显加快。在

第

4

周左右， 心脏开始跳动， 肢体也开始萌

芽。 随着时间的推移，胎儿的眼睛、耳朵、肺、

肝等器官逐渐发育完善。

到了第

8

周， 胚胎已经发育成为一个具

有人形的小生命， 所有的器官都已经具有雏

形。 在这个阶段，胎儿的身体逐渐变得丰满，

皮下脂肪开始积累。 到了第

12

周，胎儿的手

指和脚趾已经清晰可见， 可以在羊水中自由

活动，面部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三、快速成长与准备迎接分娩

进入后期，胎儿的生长速度进一步加快。

在第

6

个月时，胎儿的两条胳膊弯曲在胸前，

两只膝盖提到腹部，呈现出一种蜷缩的姿势。

到了第

7

个月， 胎儿的身长已经接近

35

厘

米，体重也在不断增加。 随着胎儿的成长，母

亲的肚子也逐渐隆起。在第

8

个月时，胎儿的

皮肤变得更加光滑，身体也更加丰满。在这个

阶段，胎儿的听觉系统已经发育完善，可以听

到外界的声音。

四、胎儿在母体内的生活

在母亲肚子里， 胎儿度过了一段安逸而

神奇的生活。 他们通过脐带从母亲那里获取

养分和氧气，同时排出废物。

胎儿在羊水中游泳、翻滚和伸展身体，有

时还会吮吸手指或玩弄脐带。 这些活动不仅

有助于胎儿的身体发育， 也让他们感受到在

母亲肚子里的温暖和安全。此外，胎儿还会通

过感知外界的声音、 光线和触感来与母亲进行

互动。

五、医学科学的进步与胎儿监护

医学科学的进步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

胎儿的成长过程。通过定期的产前检查，医生可

以监测胎儿的发育情况，确保胎儿的健康。先进

的医学技术如超声波检查、胎心监护等，为孕妇

和胎儿的健康提供了更好的照顾和支持。

胎儿的成长旅程是一场令人惊叹的奇迹，

涉及了众多复杂的生理和生化事件。 从受精卵

的形成到宝宝的诞生， 胎儿经历了无数精彩瞬

间和成长阶段。作为准妈妈，我们应该珍惜这段

美好的时光，为胎儿提供一个安全、舒适和充满

爱的成长环境。

（作者单位： 山东省郯城县第一人民医院）

浅谈胎儿成长的过程

□

李媛

特殊情况下血液透析的护理对策

□

陈姣

脑血管病康复期的注意事项

□

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