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KET��INFORMATION

B26

健康视角

2024-12-4���星期三 责任编辑 李宏 制作 李宏 电话：0351-�4048890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面临各种病原

体的威胁， 了解它们的传播途径是预防疾

病、守护健康的重要一步。 病原体通常由细

菌、病毒、寄生虫和真菌等微生物组成，它们

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

本文将详细介绍这些传播途径，并探讨

如何通过了解这些途径来更好地保护自身

健康。

空气传播

空气传播是病原体传播的一种常见方

式。 通过空气中的飞沫或气溶胶，病毒和细

菌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

例如，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等疾病主要

通过这种方式传播。 为了预防空气传播的疾

病，我们应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戴口罩以

减少吸入病原体的风险，尤其是在公共场所

和流感高发季节。

接触传播

接触传播是指病原体通过直接接触感染

者的体液、皮肤、黏膜等，或者通过接触被病

原体污染的物品而传播。 性病、水痘等疾病

通常通过接触传播。

预防接触传播的关键在于保持个人卫

生，勤洗手，避免与患者共用个人物品，医疗

设备和用具要严格消毒。

血液传播

血液传播是指病原体通过血液进入人

体，如乙型病毒性肝炎和艾滋病等疾病。血液

传播通常发生在输血、器官移植、使用未经消

毒的针具等医疗过程中。 为了预防血液传播

的疾病，我们应确保医疗操作的安全性，避免

不必要的输血和注射，同时正确使用和处置

针头和注射器。 同时注意不共用牙刷、剃须

刀等可能带有血液的个人物品。

其他传播途径

除了上述途径，病原体还可以通过其他

方式传播。 例如，母婴传播是指病原体在母

亲怀孕期间或分娩时通过胎盘或产道传给胎

儿；虫媒传播是指病原体通过昆虫叮咬传播

给人类，如登革热；粪口传播是指病原体通过

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源进入人体，如霍乱。 因

此，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不吃过期、变质的

食物，不喝生水，确保饮食卫生。 夏季外出可

应用预防措施防止蚊虫叮咬。

健康管理的重要性

了解病原体传播途径的同时，我们还应

该重视健康管理，通过定期体检和健康状况

评估，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风险。 同时保持

充足的睡眠，均衡饮食，适当锻炼，增强自身免

疫力，降低感染风险。

注意事项

在预防疾病的过程中， 我们应避免盲目依

赖补品和未经证实的偏方， 尤其是手术后和患

有慢性疾病时。 同时，对于抗生素的使用，一定

要遵照医嘱，足量、足时使用，避免细菌耐药性

的产生。

结语

了解病原体的传播途径，是预防疾病、守护

健康的关键一步。通过保持个人卫生、避免不必

要的医疗操作、定期进行健康管理，我们可以有

效减少感染风险，提高生活质量。让我们积极行

动起来，共同抵御病原体的侵袭，守护自己和家

人的健康。

（作者单位：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医院

)

了解病原体传播途径，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

□

包红

血液净化的最新进展与未来发展方向

□

金萌萌

血液净化是一种重要的医疗技术，通过

将患者的血液导出体外，经过特定的设备去

除血液中的杂质和毒素，再将净化后的血液

回输体内，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随着

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全球人口老龄化的

加剧， 血液净化技术取得了诸多新进展，其

未来发展方向也备受关注。

一、血液净化的最新进展

1.

技术创新

近年来，血液净化设备的技术创新层出

不穷。 例如，高通量透析器的应用，使得透析

膜分子孔径增大， 不仅能够清除小分子毒

素，还能有效清除大分子毒素，如

β2

微球蛋

白和甲状旁腺激素等。 这不仅提高了透析效

率，还减少了患者体内毒素的堆积，降低了

并发症的发生率。

2.

智能化发展

智能化是血液净化设备的另一大发展

方向。 通过引入先进的控制系统和远程医疗

服务， 医生可以实时监测患者的透析情况，

及时调整透析参数，提高治疗效果。 此外，智

能化的设备还能实现故障自我诊断和预警，

保障患者的安全。

3.

新型治疗模式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CRRT

）作为一种

新型的治疗模式，在重症医学科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

CRRT

能够持续、缓慢地清除患者

体内的多余液体和毒素，维持电解质和酸碱

平衡，为重症患者提供了更为精准和有效的

治疗。

二、血液净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1.

技术融合与创新

未来，血液净化技术将与生物材料、纳米

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进行深度融合，推动技

术的不断创新。 例如，通过研发更加高效的

透析膜材料，提高透析效率；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进行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案的优化，实现个

性化治疗。

2.

设备便携化与家庭化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需求的

增加，便携式血液净化设备将成为未来发展

的重要方向。 这种设备不仅体积小、重量轻，

而且操作简单，方便患者在家中进行透析治

疗，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治疗效果。

3.

政策支持和市场规范化

政府将继续加大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

入，推动血液净化技术的普及和应用。 同时，

为了保障患者的权益和提高医疗质量，政府

将加强对血液净化设备的监管力度， 推动行业

的规范化发展。 这将为血液净化技术的未来发

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市场环境。

4.

国际合作与交流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医疗技术的不断进

步， 国际合作与交流将成为推动血液净化技术

发展的重要途径。 通过与国际知名企业和研究

机构的合作，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

我国血液净化技术的整体水平。

结语

血液净化技术作为医疗器械行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最新进展和未来发展方向备受关注。

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市场的不断拓展， 血液

净化技术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更多的

患者带来福音。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中心医院）

口腔健康是人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牙病则是口腔疾病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

为了维护口腔健康，我们需要了解如何预防

和治疗常见牙病。

本文将介绍一些实用的预防和治疗牙

病的方法，帮助大家更好地维护口腔健康。

一、预防牙病的重要性

预防牙病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 通过

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我们可以减少牙病的

发生，减轻牙病的痛苦，并避免不必要的医

疗费用。

以下是一些预防牙病的建议：

1.

保持口腔清洁

口腔清洁是预防牙病的关键。 每天早晚

刷牙两次， 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两分钟，可

以有效去除食物残渣和细菌，减少牙病的发

生。 同时，定期使用牙线清洁牙缝，可以有效

预防牙缝中的细菌繁殖。

2.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口腔问

题，并采取相应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建议每半

年或一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 以便及时发现

和处理口腔问题。

3.

均衡饮食

均衡饮食可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促

进牙齿和口腔的健康。 建议多吃富含纤维的

食物， 以帮助清洁牙面； 少吃甜食和碳酸饮

料，以避免酸性环境对牙齿的损害。

二、常见牙病及其治疗方法

1.

龋齿

龋齿是由于牙齿硬组织中的细菌和食物

残渣引起的慢性感染性疾病。 治疗方法包括

局部麻醉下的龋齿磨除和填充， 以及预防性

树脂充填等。 预防措施包括保持口腔卫生和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

2.

牙髓炎和根尖周炎

牙髓炎和根尖周炎是牙齿内部牙髓的炎

症，常引起剧烈的疼痛。常需要通过根管治疗

来治疗。预防措施包括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及

时发现并治疗龋齿和其他牙体硬组织疾病，

避免牙齿过度敏感等问题。

3.

牙周病

牙周病是一种常见的口腔疾病， 是由于

牙菌斑中的细菌引起的牙龈、牙周膜、牙槽骨

的炎症。 治疗方法包括洁治、刮治、根面平整

等基础治疗，以及手术治疗等。预防措施包括

保持口腔清洁，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 定期洁

治，及时发现并治疗早期牙周病等。

三、治疗牙病的注意事项

在治疗牙病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配合医生的治疗计划， 按时复诊，遵

循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2.

在治疗过程中，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习

惯，避免刺激患处。

3.

避免食用过硬的食物和碳酸饮料等刺

激性食物，以免加重病情。

4.

治疗费用根据病情和治疗方案而定，建

议提前咨询医生并准备好相关费用。

四、总结

本文介绍了如何预防和治疗常见牙病的方

法，包括保持口腔清洁、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均

衡饮食、及时发现并治疗龋齿、牙髓炎和根尖周

炎以及牙周病等。

在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配合医生的治疗计

划、 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和避免刺激患处

等问题。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口腔健康，采取正确

的预防和治疗措施，维护口腔健康。

（作者单位： 河北燕达医院）

如何预防和治疗常见牙病

□

赵华兵

检验科各类检测项目及其临床意义

□

苏露

在现代医学中，检验科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被誉为健康的“守护神”。 通过精准

的检验技术和各种生物标志物的检测，检验

科为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提供了关键信

息。 本文将为您详细介绍检验科常见的检测

项目及其临床意义，帮助您更好地了解自身

健康状况。

一、血液检测

1.

血常规

项目：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计数等

27

项分析。

临床意义：了解血液基本情况，辅助诊断

贫血、炎症、感染等疾病。

2.

凝血检测

项目：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活酶

时间等。

临床意义：评估体内凝血系统激活情况，

帮助诊断血栓性疾病。

3.

生化检测

项目：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等。

临床意义：监测脏器功能，筛查糖尿病、

高血脂等代谢性疾病。

4.

免疫检测

项目：乙肝五项、丙肝、

HIV

筛查等。

临床意义：诊断感染性疾病，筛查病毒性

肝炎、艾滋病等。

二、尿液检测

1.

尿常规

项目：尿

10

项指标、尿沉渣显微镜检

查等。

临床意义： 评估泌尿系统健康， 筛查肾

炎、尿路感染等疾病。

2.

尿妊娠试验

项目：检测尿液中

HCG

含量。

临床意义：早期筛查怀孕，辅助诊断早孕

相关疾病。

三、粪便检测

1.

便常规

项目：外观、颜色、潜血等。

临床意义：筛查胃肠道疾病，如炎症性肠

病等。

2.

钙卫蛋白检测

临床意义：高效筛查炎症性肠病及灵敏

度和特异度均达

90%

以上。

四、肺泡灌洗液及脑脊液检测

1.

脑脊液常规

项目：细胞计数、分类等。

临床意义：诊断脑膜疾病，如多发性硬

化症。

2.

肺泡灌洗液检测

临床意义：细胞学分类计数，鉴别寄生

虫、细菌、真菌等，辅助诊断呼吸系统疾病。

五、特殊检测

1.

肿瘤标志物检测

项目：

CEA

、

AFP

、

CA125

等。

临床意义：筛查肿瘤，如肝癌、肺癌、乳腺

癌等，评估治疗效果及预后。

2.

食物不耐受检测

项目：检测玉米、牛奶、小麦等食物特异

性

IgG

抗体。

临床意义：辅助诊断肠易激综合征、湿疹

等食物不耐受相关疾病。

3.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vWF

）检测

临床意义：评估止血功能，了解血管内皮细

胞受损程度。

4. ST2

检测

临床意义：作为新型生物标志物，在心血管

疾病诊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心力衰竭严重程

度密切相关。

六、定期健康检查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通过检验指标的变化，

可以及早发现潜在疾病，评估治疗效果，为调整

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例如，中老年人定期进行血栓性疾病检查，

有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结语

检验科作为现代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精准的检测技术和丰富的检测项目，为

疾病的诊断、 治疗和预防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了解这些检测项目及其临床意义，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关注自身健康，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

治疗。 让我们携手检验科，共同守护健康，迎接

美好生活。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