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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健康数

据病案信息安全得到了更多保障。 这

些数据和信息不仅是个人隐私的重

要组成部分，更关系到医疗机构的稳

定运营以及国家的公共卫生安全。 保

障这些信息的安全，已经成为我们迫

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在现实中，网络

攻击层出不穷，数据泄露的风险居高

不下，医疗工作中的误操作也时有发

生，这些都给患者的隐私保护和医疗

机构的正常运营带来了巨大威胁。 健

康数据病案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不

容小觑。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

强保护措施，确保健康数据病案信息

的安全，为患者和医疗机构创造一个

安全、可靠的信息环境。

1. 保障健康数据病案信息安

全的重要性

健康数据病案信息不仅详细记

载了个人的健康状况和医疗历程，还

为医疗科研和政策制定提供了关键

的数据支撑。 但与此同时，信息技术

的突飞猛进也让健康数据病案信息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安全挑战。 保

障健康数据病案信息的安全不仅是

对个人隐私的尊重，更是维护个人生

命和财产安全的关键所在。 健康数据

病案信息的泄露不仅会让个人陷入

困境，更可能破坏医疗行业的信任基

石，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威胁。 因

此， 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提高健康数据病案信息的安全性，确

保其在推动医疗进步和社会发展中

发挥应有的作用。

2.健康数据病案信息保护现状

当前，医院、患者和政策制定者

在健康数据病案信息安全与保护方

面均存在明显的问题和不足。 部分医

院在数据管理和安全防护方面存在

漏洞，导致健康数据病案信息易被非

法访问。 部分患者对个人健康数据的

保护意识不足，容易在不经意间泄露

信息。 这些问题的存在凸显了加强健

康数据病案信息安全与保护的迫切

性。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众多，其中

技术发展迅速、法规政策演变和医疗

领域管理等方面的因素尤为突出。 随

着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应

用，健康数据病案信息的处理和存储

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同时也带来了

更多的安全风险；法规政策的不断演

变和调整使得健康数据病案信息保

护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医疗领域管理

的不规范也是导致病案信息安全问

题频发的重要原因。

3.如何保护健康数据病案信息

3.1 技术措施

首先，加密技术。 运用先进的加密算法对健康数据

病案信息进行加密，是确保其安全的关键措施。通过采

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 我们可以对健康数据病案信息

进行加密处理，即使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被截获，也难

以被破解和窃取。 其次， 数据备份与恢复策略至关重

要。我们需定期备份数据以应对意外情况，确保信息的

完整性和可恢复性。 最后，网络的安全防护。 部署防火

墙、入侵检测等系统，增强网络的安全性。

3.2 管理机制

首先，严格的访问控制。 设置不同级别的权限，确

保只有授权人员能够访问健康数据病案信息。其次，安

全审计制度。定期对信息系统进行审计，及时发现和处

理安全隐患。 最后，制定应急预案。 制定完善的应急预

案，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安全事件。

3.3 人员培训

首先，提高安全意识。 对医务人员及相关人员进行

安全意识培训，使他们深刻理解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从

而主动防范潜在风险。 其次， 技能培训。 加强技术培

训，提升医务人员的应对能力，以应对信息安全挑战。

4.结语

保障健康数据病案信息的安全是一项长期的任

务，对于患者的隐私保护与医疗工作的顺利推进至关

重要。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

的措施，并不断根据技术发展调整策略 ，以强化保护

力度。 我们应密切关注科技发展，不断优化和改进安

全措施， 使健康数据病案信息始终处于安全的状态。

只有这样，才能为患者提供更为安全 、可靠的医疗服

务，确保医疗秩序的稳定。 同时，我们还应加强对医

疗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信息安全意识 ，确保每一

环节都符合信息安全标准， 为患者创造更加安全、舒

适的医疗环境。

（作者单位：山西省石楼县中医医院病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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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粪便常

常被视作一种废弃物，但实际上，

它却是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一面

镜子。大便常规检验，作为医学检

验的重要内容， 可以为我们揭示

出许多隐藏在身体内部的秘密 。

本文将带您一起了解关于大便常

规检验的小知识。

1.大便常规检验的重要性

大便常规检验， 又称便常规

检验，是一种通过对粪便进行物

理 、化学和生物学检查 ，以了解

消化道有无细菌、病毒及寄生虫

感染 ，及早发现胃肠炎 、肝病等

疾病的方法。 同时，它还可以作

为消化道肿瘤的诊断筛查手段 。

通过大便常规检验 ，医生可以获

取关于患者肠道健康状况的重

要信息，为患者制订更加精准的

治疗方案。

2.大便常规检验的主要内容

2.1 粪便性状检查

粪便性状检查是大便常规检

验的基础内容之一。 通过观察粪

便的形状、颜色、质地等特征，医

生可以初步判断患者的肠道健康

状况。例如，便秘患者的粪便通常

呈球状硬块， 而腹泻患者的粪便

则可能呈现粥状或水样。此外，血

便、 粘液便等异常粪便性状也可

能提示患者存在肠道疾病。

2.2 粪便成分检查

粪便成分检查包括粪便中的

细胞、寄生虫卵、细菌等内容的检

查。 这些成分的变化可以反映出

患者肠道内的病理变化。例如，粪

便中的红细胞和白细胞增多可能

提示肠道炎症或感染； 粪便中出

现虫卵， 通常意味着患者已经感

染了蛔虫、蛲虫等寄生虫；而某些

细菌的存在则可能与肠道疾病的

发生有关。

2.3 粪便化学检查

粪便化学检查主要包括粪便

隐血试验和粪便酸碱度检查等 。

粪便隐血试验可以检测出粪便中

肉眼无法看到的微量血液， 对于

发现消化道早期出血具有重要意

义； 而粪便酸碱度检查则可以反

映出患者肠道内的酸碱平衡状

况， 为肠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

供依据。

3.粪便标本的采集

3.1 采集前的准备

在进行大便常规检验前 ，患

者应遵循医生的指导进行准备 。

首先，患者应尽量避免服用可能

影响粪便性状和成分的药物 ，如

止泻药、润肠排便药等 。 这些药

物可能会掩盖或改变肠道疾病

的真实情况， 导致检验结果失

真。 其次，患者还应注意饮食调

整 ，避免食用过于油腻 、辛辣等

可能影响粪便性状和成分的食

物。 建议患者在检验前一天开始

清淡饮食，以便获得更加准确的

检验结果。

3.2 正确采集粪便标本

在采集过程中， 患者应选择

新鲜、无污染的粪便，避免混有尿

液、消毒剂、污水、卫生纸等杂质。

为了获得具有代表性的样本 ，患

者可以在排便的不同阶段采集多

份标本，如开始排便、中段和结束

排便时的粪便。 此外， 应使用清

洁、干燥的容器存放标本，避免使

用吸水性强或含有化学物质的容

器。 采集标本后及时送检，并于标本

采集后 1 小时内完成检查，否则可因

消化酶、酸碱度变化以及细菌的作用

等，导致粪便有形成分被破坏。

3.3 大便常规检验结果的解读

检验报告通常包括潜血 、 红细

胞、白细胞、寄生虫、脂肪滴等项目。

如果粪便隐血为阳性， 提示可能存

在便血情况。 大便常规检查结果提

示含有红细胞，考虑有结肠炎、结肠

直肠息肉、痔疮出血等，需要结合其

他症状和检查进一步明确诊断。 检

查结果提示含有少量白细胞多见于

肠炎， 大量白细胞多见于细菌性痢

疾、溃疡性结肠炎等，需结合其他症

状和检查进一步明确诊断。 寄生虫

卵的检出提示可能存在寄生虫感

染。 大便常规检查结果提示有脂肪

滴，可能是生理性因素引起的，也有

可能是病理性因素导致的， 比如消

化不良、慢性胰腺炎等。

大便常规检验结果需要专业医

生进行解读。患者在拿到检验结果后

应及时咨询医生，了解检验结果的含

义和可能的临床意义。通过分析粪便

成分， 医生能准确判断肠道健康状

况，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订个性

化的治疗方案。

4.结语

大便常规检验是一种重要的医

学检验手段，它可以为我们揭示出隐

藏在身体内部的秘密。通过了解大便

常规检验的常规知识和注意事项，我

们可以更好地配合医生的诊断和治

疗工作， 保障自己的身体健康。 同

时，我们也应该关注自己的生活习惯

和饮食习惯对肠道健康的影响，做到

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

（作者单位：河北省开滦总医院）

关于大便常规检验的小知识

□刘晓坤

肾脏作为人体的重要器官之

一， 其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生命

活动能否正常进行。肾功能检查，

作为现代医学体系中的一项重要

检测手段， 旨在通过对肾脏功能

的全面评估， 及时发现潜在的健

康隐患。 肾脏不仅承担着排泄废

物、调节体液平衡的重要职责，还

参与多种内分泌活动， 其功能的

细微变化都可能对整体健康产生

深远影响。因此，深入了解肾功能

检查的意义、方法和注意事项，对

于维护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

1.肾功能检查的定义

肾功能检查，简单来说，就是

通过各种实验方法， 评估肾脏的

生理功能是否正常。 肾脏作为人

体的重要器官之一， 其主要功能

包括排泄废物、 调节体内水分和

电解质平衡、分泌多种激素等。 因

此， 肾功能检查就是检测这些功

能是否正常， 以便及时发现肾脏

疾病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2.肾功能检查的目的

肾功能检查的主要目的是评

估肾脏的工作状态， 及时发现肾

脏疾病。通过肾功能检查，医生可

以了解肾脏的滤过功能、 排泄功

能以及内分泌功能是否正常，从

而判断患者是否存在肾脏疾病。

此外， 肾功能检查还可以用于评

估疾病的严重程度、 判断治疗效

果以及预测疾病的进展。

3.肾功能检查的方法

尿液分析： 这是肾功能检查

中最基础且常用的方法。 通过观

察尿液的颜色、 透明度、pH 值等

指标， 医生能够初步判断肾脏是

否存在异常。 同时，尿液分析还能

检测尿液中的蛋白质、红细胞、白

细胞等成分， 这些成分的变化往

往与肾脏疾病密切相关。 因此，尿

液分析为肾脏疾病的诊断提供了

重要的线索。

血清肌酐测定： 血清肌酐是

肌肉代谢产生的废物， 主要通过

肾脏排泄。 测定血清肌酐的浓度

可以间接反映肾脏清除废物的能

力。 当肾脏功能受损时，血清肌酐

浓度会升高， 因此血清肌酐测定

是评估肾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尿素氮水平检测： 尿素氮是

蛋白质分解产生的废物， 同样通

过肾脏排泄。 血液中的尿素氮水

平可以反映肾脏的排泄功能。 与

血清肌酐相比， 尿素氮受饮食和

肝功能的影响较大， 因此在评估

肾功能时需要综合考虑。

肾小球滤过率（GFR）测定 ：

GFR 是衡量肾小球过滤血液速率

的指标， 直接反映了肾脏的滤过

功能。 目前常用的估算方法包括

内生肌酐清除率（CCR）和半胱氨

酸蛋白酶抑制剂 C（cystatin�C）水

平等。 这些方法能够更准确地评

估肾脏功能， 对于肾脏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电解质评估： 肾脏在维持体

内电解质平衡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 通过测定血液中的钠、钾、氯

等电解质水平， 医生可以了解肾

脏的内分泌功能是否正常， 并判

断是否存在电解质紊乱。 电解质

紊乱可能导致心律失常、 肌肉痉

挛等严重后果， 因此需要及时发

现并纠正。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 这是一种更

为精确的肾脏疾病检测方法。 通过收

集患者 24 小时的尿液并测定其中的

蛋白质含量， 医生可以了解肾脏的通

透性及蛋白排泄情况。 这对于诊断肾

小球疾病、 肾小管疾病等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24 小时尿蛋白定量还可以用

于评估治疗效果和预测病情进展。

4.肾功能检查的注意事项

合理饮食： 在进行肾功能检查

前，需要禁食 8—12 个小时，避免饮

酒。 如果正在服用药物，需要根据医

嘱决定是否暂停用药。 此外，应避免

摄入过多高蛋白食物，以免影响检查

结果。

正确采集尿液： 采集尿液时，需

要清洗外阴部， 避免阴道分泌物、精

液等污染尿液。 建议采集晨尿，此时

尿液浓度较高， 更有利于检测肾功

能。 同时， 应按照医生指示收集尿

液，并准确记录尿量。

准确记录个人信息：在进行肾功

能检查时， 需要准确记录个人信息，

包括姓名、年龄、性别、疾病史等。 这

些信息对于医生判断肾功能检查结

果具有重要意义。

遵循医生指导：在进行肾功能检

查时， 应遵循医生的指导进行操作。

如有疑问或不适，应及时咨询或告知

医生。

总之，肾功能检查是评估肾脏健

康状况的关键， 它能及时发现异常。

然而，检查只是起点，我们应关注生

活习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健康饮

食和锻炼，以预防肾脏疾病。 让我们

共同守护肾脏健康，享受美好生活。

（作者单位：河北省开滦总医院）

肾功能检查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张立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