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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患者饮食调理指南

□

陈玲

医院是维护人们健康的重要场所，但

同时也是感染传播的高风险区域。 医院感

染给患者和医护人员带来了严重的健康威

胁。 而医疗废物的管理不当可能成为感染

传播的源头。因此，科学有效的医疗废物管

理与医院感染控制紧密相关， 是保障医疗

安全的关键环节。

一、医疗废物的分类和处理

医疗废物是指在医疗机构产生的，具

有潜在的传染性、 危险性或特殊性的废弃

物。根据其性质和特点，医疗废物可分为以

下几类：

感染性废物：包括患者体液、分泌物

和排泄物等。这类废物可能携带病原体，如

血液、组织、细胞培养物等。

化学性废物： 包括过期或废弃的药

品、化学试剂、化疗药物残余、废弃的溶剂

和重金属等。 这类废物可能对人体产生毒

性或危害。

尖锐器械：包括针头、注射器、刀片、

刺激性物品等。 这类废物具有刺伤或损伤

人体的潜在危险。

医疗器械： 包括废弃的医疗设备、废

旧的医疗器械等。

根据医疗废物的不同分类，采取相应

的处理方法是必要的， 以避免对环境和人

体健康造成潜在的危害。 常见的医疗废物

处理方法包括：

焚烧： 将医疗废物进行高温焚烧，通

过高温杀灭病原体和消毒， 将废物转化为

无害的灰渣。

高温蒸汽消毒：使用高温蒸汽对医疗

废物进行消毒处理，达到灭菌的目的。

无害化处理：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

方法对医疗废物进行处理， 使其变为无害

物质，如物理破碎、化学中和、生物降解等。

包装和密封：将感染性废物、化学性

废物和尖锐器械等进行严密的包装和密

封，以防止废物的泄漏和传染。

二、医院感染的风险和传播途径

医院感染的定义和常见类型：包括呼

吸道感染、血源性感染、尿路感染等。

医院感染的传播途径： 空气传播、接

触传播、飞沫传播等。

医院感染对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危害：

延长住院时间、增加治疗费用、危及生命等。

三、医疗废物管理对医院感染控制的

影响

医疗废物管理对医院感染控制具有

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减少感染源：医疗废物中可能含有各

种病原体，如细菌、病毒、真菌等。正确的医

疗废物分类、 包装和处理能够有效地减少

感染源的存在和传播。 遵循规范的废物管

理程序， 将感染性废物与其他废物分开收

集、包装和处理，可以降低感染性废物与其

他废物交叉污染的风险。

控制传播途径：医院感染的传播途径

主要包括空气传播、 接触传播和飞沫传播

等。 合理管理医疗废物可以有效地控制这

些传播途径。 例如，对于感染性废物，采取

合适的包装和密封措施可以阻止病原体通

过空气传播。对于尖锐器械，正确的处理和

处置可以避免人员被刺伤或损伤， 从而减

少接触传播的风险。

提高环境卫生水平：医疗废物管理直

接关系到医院的环境卫生状况。 正确处理

医疗废物可以减少废物在医院内的积聚和

散发，保持医院环境的清洁和整洁。干净的

环境有助于减少病原体的滋生和传播，从

而降低感染的风险。

促进医护人员安全：医护人员是医院

感染的重要防控对象。 医疗废物管理的良

好实施可以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 正确的

废物分类和处置，如尖锐器械的正确处理、

化学性废物的安全处置等， 可以减少医护人

员被刺伤、 感染或接触有害物质的风险。 此

外，加强医疗废物管理的培训和监督，提高医

护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 也能有效保

护他们的安全。

医疗废物管理和医院感染控制是保障医

疗安全的重要环节。 科学有效的医疗废物管

理措施有助于减少感染源，控制传播途径，提

高环境卫生和医疗安全水平。 医疗机构应加

强医疗废物管理和医院感染控制的整体工

作，制定科学合理的废物管理方案，并与感染

控制策略相互配合， 以达到最佳的医疗安全

效果。 同时，加强资源投入，包括设备、培训和

人员配备， 确保废物处理和感染控制的有效

实施。 此外，建立健全的制度和管理机制，加

强监督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医

疗废物管理和医院感染控制的持续改进。

为了提高医疗安全水平， 我们每个人都

可以做出贡献。 作为患者，我们应积极参与医

疗废物分类和处理， 遵守医院的感染控制措

施，如勤洗手、佩戴口罩等。 作为医护人员，我

们应严格遵守医疗废物管理的规程， 正确处

理和处置废物，注重个人防护，减少交叉感染

的风险。

（作者单位：广西贵港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医疗废物管理和医院感染控制紧密的关联

□

苏文海

当肾脏功能不全， 无法有效清除体

内的废物和多余水分时， 血液透析成为

一种替代性治疗，帮助患者维持生命。 然

而，透析虽然能够替代肾脏的部分工作，

但并不能完全替代肾脏的全部功能。 因

此， 透析患者需遵循特定的饮食准则来

控制水分和电解质平衡， 以及防止营养

不良。 本文旨在为血液透析患者提供一

份详尽的饮食调理指南， 帮助他们在透

析治疗期间， 通过饮食管理来提高生活

质量。

一、了解血液透析患者的饮食需求

1.水分管理：透析患者的水分摄入

需要严格控制。 过多的水分会导致液体

潴 留 ， 增 加 心 脏 负 担 ， 引 起 高 血 压 和

肺水肿。

2.电解质平衡：透析患者经常出现

钾、钠和磷的代谢失衡。 适量的电解质对

维持心脏和肌肉功能至关重要。

3.蛋白质摄入：透析会导致蛋白质

流失， 因此患者需要足够的蛋白质来维

持肌肉量和修复组织。

4.能量补充 ：透析患者由于代谢加

速，能量需求会增加，合理的热量摄入是

必要的。

二、具体饮食调理原则

1.控制液体摄入：控制液体摄入是

血液透析患者日常管理中的首要任务 。

透析患者应记录每日饮水量， 并监控体

内液体的变化， 包括体重增加和可能出

现的水肿。 为了控制摄入量，患者可以采

用小杯子饮水， 以及在口渴时尝试含一

片冰片或用少量水漱口， 而不是大量饮

水。 此外，患者应该了解食物中的隐形水

分，如汤和水果等含水量高的食物，这些

都应计入每日的液体摄入量中。

2.限制钠盐摄入 ：钠盐的限制对于

控制透析患者的血压和减少水肿至关重

要。 患者应避免高钠食物，特别是加工食

品、方便食品和腌制品，这些食品中往往

含有高量的钠。 在烹饪时， 可以使用香

草、香料和柠檬汁等调味品来代替盐，增

加食物的风味。 学习阅读食品标签上的

营养成分表也是控制钠摄入的重要部

分，以便选择低钠的食品选项。

3.管理钾的摄入：由于血液透析不

能完全替代肾脏的功能， 钾的摄入需要

特别关注。 透析患者应选择低钾食物，如

苹果、梨、蔬菜等，并尽量避免高钾食物。

对于高钾蔬菜，如土豆，可以通过切片浸

泡在水中来降低其钾含量。 此外，透析患

者在饮食中应避免使用钾代替盐的调

味品。

4.调整磷的摄入：磷的摄入量对血

液透析患者也至关重要。 过多的磷摄入

会导致血磷升高， 从而带来一系列健康

问题。 患者应限制含磷饮料和食物的摄

入，特别是含添加剂的加工食品。 此外，

透析患者可能需要在饭前使用磷结合

剂，以减少食物中磷的吸收。

5.确保充足的蛋白质：蛋白质是透

析患者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透

析过程中的蛋白质损失， 保证充足的高

质量蛋白质摄入尤为重要。 患者应选择

如鱼、肉和蛋等高质量的蛋白质来源，并

根据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来保证适当的

摄入量。 蛋白质的需求量可能因个人而

异，取决于透析的频率和强度等因素。 患

者应避免高脂肪的肉类， 因为这些食品

可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 此外，植物性

蛋白质，如豆类和豆制品，虽然是蛋白质

的良好来源， 但有时因为它们的钾或磷

含量较高而需要限制。

6.维持足够的热量：透析患者可能会

经历营养不良， 因此确保摄入足够的热

量来维持体重和健康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适量的碳水化合物和健康脂肪是优秀的能

量来源。 透析患者应选择复杂的碳水化合

物，如全谷物、豆类和某些蔬菜 ，以及健康

的脂肪，如富含欧米茄 -3 的鱼类、橄榄油

和鳄梨。 确保热量摄入主要来自这些健康

的食物来源，而不是添加糖或饱和脂肪。

7. 注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 血液

透析患者可能因为饮食限制和透析过程中

的营养素流失而面临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

的风险。 可能需要补充一些特定的维生素

和矿物质，比如维生素 B、维生素 D 和铁 ，

但这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因为某些

维生 素 和 矿 物 质 的 过 量 摄 入 也 可 能 对

健 康 不利。

血液透析患者的饮食调理不仅关系到

治疗的效果， 也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

量。 通过以上的饮食原则和建议，患者可以

在透析期间保持更好的营养状态和体液平

衡。 需要注意的是，每位患者的情况都是独

特的，因此在实施上述饮食调整时，最好是

在营养师或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健康的饮

食习惯应成为血液透析患者日常管理的一

部分，以此来提升他们的整体健康状况。

（作者单位：上海市奉贤区奉城医院）

心血管疾病是全球范围内导致死亡率

和致残率最高的疾病之一。 随着医疗技术

的进步，心脏的 B 超检查已成为诊断和评

估心血管疾病的重要手段。由于其无创、方

便、成本较低且具有即时反馈的特点，B 超

在临床上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 本文将为

大家介绍心血管疾病中 B 超检查的方法，

并阐述其在不同心血管疾病中的应用。

一、心血管疾病的 B 超检查概述

1、B 超检查的原理：B 超检查，也称为

超声成像，是利用超声波穿透体内组织，根

据回波的不同强度形成图像。 超声波在不

同密度的介质中传播时速度不同， 从而在

界面上产生反射， 形成能够反映器官结构

和功能的图像。

2、B 超检查的类型：心血管 B 超主要

包括经胸超声心动图、经食管超声心动图、

外周血管超声等， 每种类型因其操作方式

和适应症而有所不同。

二、心血管疾病的 B 超检查方法

1、经胸超声心动图（TTE）：TTE 是一

种通过胸壁对心脏进行成像的方法， 适用

于大多数患者。 在进行 TTE 时，患者需脱

去上身衣物，采取左侧卧位姿势。检查者在

患者胸部涂抹耦合剂， 然后在胸壁上移动

探头，从多个角度获取心脏的二维和 M 型

图像。 TTE 能够评估心脏各腔室大小、心

肌厚度、心室壁运动、瓣膜结构和功能以及

大血管的情况。此外，利用多普勒技术可以

评估血流速度和方向， 从而诊断心脏瓣膜

疾病和心内膜炎等。

2、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在不能

通过 TTE 获得清晰图像或需要更详细评

估某些心脏结构时， 会采用 TEE。 TEE 要

求患者空腹，通过喉部给予局部麻醉，并将

带有超声探头的柔性探管插入食管。 由于

食管紧邻心脏后部，TEE 可以提供更清晰

的心脏结构图像，尤其适用于评估左心耳、

心房中隔、心脏瓣膜（特别是二尖瓣和主动

脉瓣）、以及心脏内血栓或肿块的检查。

3、外周血管超声：外周血管超声用于

评估身体各部的血管状况，包括颈动脉、腹

部大血管、四肢动脉和静脉。 检查时，患者

通常需要取仰卧位， 检查者会在相应部位

涂抹耦合剂并移动超声探头。 外周血管超

声能够检测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血管狭窄、

闭塞、动脉瘤及静脉血栓形成。通过对血流

动力学的评估， 可以为血管疾病的诊断和

治疗提供重要信息。

4、心脏多普勒和组织多普勒：利用多

普勒效应， 可以评估血液在心脏内部和大

血管中的流速和流向， 这有助于诊断和评

估瓣膜疾病、 心脏收缩功能和心脏充盈压

力。 组织多普勒能够测量心肌组织的运动

速度， 有助于评估心肌的局部和整体运动

功能。

5、三维超声心动图：这是一种较新的

技术，能提供心脏结构的三维立体图像，使

心脏的形态和功能评估更加精确， 尤其在

心脏瓣膜疾病和心腔解剖结构评估中显示

出高度的价值。

三、B 超检查在心血管疾病中的具体

应用

1、冠状动脉疾病：B 超检查在冠状动

脉疾病的管理中， 尤其有利于评估心肌缺

血和心肌梗死。心肌缺血时，B 超能够帮助

医生识别受影响的心肌区域， 并评估缺血

的范围和程度。心肌梗死发生后，B 超对识

别局部心脏运动受限的区域具有重要价

值， 有助于确定梗死的部位和评价其对心

脏功能的影响。

2、心脏瓣膜疾病：在瓣膜疾病的诊断

中，B 超可以用来详细评估瓣膜的形态和功

能。 瓣膜狭窄情况下，B 超能够精确测量瓣膜

的开放面积，从而判断狭窄的严重性。 对于瓣

膜关闭不全，B 超检查特别是彩色多普勒成

像，可反应血液的逆流情况，为诊断提供重要

证据。

3、 心力衰竭：B 超可以用来测定心室的

射血分数，评估心室舒张功能，从而为治疗提

供导向。 此外，心脏扩大作为心力衰竭的一个

表现，通过 B 超可以直观地展现，包括心腔大

小和室壁厚度的变化， 这对于监测疾病进展

和调整治疗计划极为重要。

B 超检查作为一种快速、 无创和成本效

益高的诊断工具， 在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它能够提

供结构和功能方面的重要信息， 帮助医生制

定治疗计划和跟踪疾病进展。 随着技术的进

步和操作技术的提高， 未来 B 超在心血管疾

病中的应用将会更加广泛和深入。 患者及其

家庭也应增强对这一技术的认识， 以便更好

地与医疗团队合作， 共同管理和治疗心血管

疾病。

（作者单位：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人民

医院）

心血管疾病的 B 超检查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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