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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检验是医学上常见的一种检
查方式，通过尿液检验，医生可以了解
患者的尿液成分、浓度、颜色等指标，
从而判断患者的身体健康状况。然而，
有时尿液检验结果会出现异常，这时
我们需要了解可能的原因，以便及时
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一、尿液异常的原因
1.饮食不当：饮食不当是导致尿液

异常的常见原因之一。如果患者在饮
食中摄入过多的高蛋白质食物、含糖
量高的饮料或水等，会导致尿液中的
蛋白质含量增加。此外，饮食中缺乏维
生素 B 也会导致尿液中的尿胆素原和
尿胆素含量增加。

2.尿路感染：尿路感染是导致尿液
异常的另一个常见原因，主要表现为
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尿路感染会
导致尿液中的白细胞和细菌数量增
加，进而影响尿液检验结果。

3.肾功能异常：肾功能异常也是导
致尿液异常的原因之一。肾功能异常
会导致尿液中的水分、电解质和酸碱
平衡紊乱，进而影响尿液检验结果。

4.药物影响：某些药物也会对尿液
检验结果产生影响。例如，利尿剂、抗
生素等药物会导致尿液中的某些成分
增加或减少，进而影响尿液检验结果。

5.糖尿病：糖尿病患者由于体内胰
岛素分泌不足，血糖浓度较高，从而导
致尿液中葡萄糖含量增加。此外，糖尿
病患者还可能出现尿液中的尿糖、酮
体等异常指标。

二、如何应对尿液检验结果异常
1.调整饮食：如果尿液检验结果异

常是由于饮食不当引起的，患者应该调
整饮食结构，减少高蛋白质食物的摄入
量，避免含糖量高的饮料或水等。同时，
增加富含维生素 B的食物摄入量。

2.复查：如果尿液检验结果异常较

为严重，建议患者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复
查。医生可以根据复查结果进行相应的调
整和治疗。

3.保持个人卫生：尿路感染是导致尿
液异常的常见原因之一，患者应该保持个
人卫生，如勤换内裤、保持外阴清洁等，以
减少尿路感染的发生概率。

4.遵医嘱用药：肾功能异常的患者需要
遵医嘱服用相应的药物进行治疗，同时定期
进行尿液检验，以了解治疗效果。对于药物
对尿液检验结果的影响，患者应该向医生说
明情况，以便医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总之，尿液检验结果异常可能是由于
多种原因引起的，包括饮食不当、尿路感
染、肾功能异常、药物影响和糖尿病等。患
者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应对措
施，如调整饮食、保持个人卫生、遵医嘱用
药等。同时，患者应该注意保持健康的生
活方式，以促进身体健康的恢复。

（作者单位：鄚州镇中心卫生院）

足踝骨折是一种常见的骨科疾病，常常
由于意外伤害、运动损伤或疾病所致。骨折
是指骨质断裂或移位，导致疼痛、肿胀和功能
障碍。本文将向大家介绍足踝骨折的科学应
对方法，帮助患者重拾行走自由。

一、科学应对足踝骨折
1.诊断与评估：发生足踝骨折后，应及时

就医，接受医生的诊断。医生会通过 X 光片、
CT 扫描或 MRI 检查来确定骨折的类型和程
度。治疗前，应接受全面的身体检查，确保身
体其他部位无恙。

2.保守治疗：对于较轻的足踝骨折，如
裂缝骨折，可采用保守治疗。医生会用石膏
固定骨折部位，限制活动，等待骨折愈合。

在此期间，应遵循医生的建议，进行适当的
康复训练。

3.手术治疗：对于严重的足踝骨折，如粉
碎性骨折，可能需要手术治疗。手术过程中，
医生会切开伤口，将骨折复位，然后用金属
板、钢针或螺钉等固定。手术后，患者需要接
受 X 光片检查，以确保骨折复位良好。

4.康复训练：康复训练是足踝骨折治疗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医生的指导下，患者应
进行肌肉力量训练、关节活动度训练、步态训
练等。这些训练有助于恢复关节功能，减轻
疼痛，提高生活质量。

二、康复过程中需注意的事项
1.保持乐观心态：面对骨折，患者应有积

极的心态。乐观的心态有助于康复过程的顺
利进行。

2.遵医嘱：遵从医生的建议和指导，按时
服药，定期复查，是康复的关键。

3.保护伤口：保持伤口区域的清洁干燥，
避免感染。若发现异常症状，如发热、化脓等，
应及时就医。

4.合理饮食：适当增加富含钙、蛋白质、
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食物，以促进骨折愈合
和身体恢复。

5.定期检查：在康复过程中，定期进行 X
光片检查，了解骨折愈合情况。

三、常见问题和解决方法
1.疼痛：疼痛是骨折常见的症状之一。使

用非处方止痛药、早期冷敷可以缓解疼痛。若疼
痛严重或持续时间较长，应咨询医生。

2.肿胀：肿胀是骨折的另一个常见症状。抬
高受伤肢体制动休息有助于减轻肿胀。若肿胀
持续不减或加重，应就医。

面对足踝骨折，科学应对和正确的康复训
练是关键。通过合理的诊断与评估、选择适当的
治疗方法以及遵循医生的康复建议，患者有望
重拾行走自由。保持乐观心态、遵医嘱、保护伤
口、合理饮食和定期检查有助于加速康复过程。
若遇到疼痛、肿胀等常见问题，及时寻求医疗帮
助是明智之举。总之，正确的应对方法和持之以
恒的康复训练是战胜足踝骨折的重要法宝。

（作者单位：河北省盐山县人民医院）

足踝骨折的应对方法与注意事项
阴 王鹏飞

尿液检验结果异常的原因
阴 马贵贤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时我们会感到
心脏跳动的异常，这可能就是心律失常的一
种表现。心律失常是一种常见的心脏病，表现
为心跳不规则、过快或过慢。本文将为你揭示
心律失常的真相，并介绍如何进行日常护理。

一、什么是心律失常？
心律失常是指心脏电活动的节奏紊

乱，可能是由于心脏传导系统出现问题，导
致心脏不能正常工作。症状可能包括心悸、
胸闷、头晕、乏力等。如果长期未得到妥善
处理，心律失常可能导致心绞痛、心力衰
竭，甚至猝死。

二、心律失常的类型
心律失常有许多类型，包括窦性心律不

齐、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早搏（期前收缩）等。

每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症状和可能的原因。
了解这些类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
症状。

三、如何自我诊断心律失常？
如果你感到心悸、胸闷或心跳不规则，尤

其是在活动或情绪紧张时，应考虑可能是心
律失常的症状。但请注意，这些症状也可能是
其他疾病的表现，如低血糖、甲状腺功能亢进
等，因此建议就医进行专业诊断。

四、心律失常的日常护理
1.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饮食，避免

过度劳累，保证充足的睡眠，这些都有助于维
护心脏健康。

2.定期锻炼：适度的有氧运动有助于提
高心肺功能，增强心脏的耐受性。但要注意避

免剧烈运动。
3.戒烟限酒：烟草和酒精都会对心脏健

康产生负面影响，应尽量避免。
4.关注身体信号：如果你感到任何异常

的心跳或胸部不适，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寻求
专业医疗帮助。

5.定期检查：对于可能存在心律失常
风险的人，应定期进行心电图检查和心率
监测。

6.合理用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适当
的药物或治疗方式来控制心律失常的症状。

7.保持积极心态：焦虑和压力可能会加
重心律失常的症状，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有
助于缓解症状。

8.营养补充：适当补充一些营养素，如维

生素 C 和 E、镁等，有助于维护心脏健康。
9.避免过度饮用咖啡和茶：这两者可能会

使心律失常的症状加重。
五、就医建议
如果你认为自己可能存在心律失常，应尽

早前往医院就医。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日常护理
来改善一部分症状，但对于严重的或突发的心
律失常症状，必须得到及时的专业治疗。

心律失常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健康问题，
但通过理解它的类型、自我诊断它的症状、实
施适当的日常护理，我们可以有效地管理它。
记住，如果你有任何疑虑或症状加重，一定要
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健康的心脏是我们生活的
基础，让我们一起关爱它，守护我们的心跳。

（作者单位：利津县汀罗镇卫生院）

心律失常的日常护理方法
阴 王 翠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方式的改
变，神经损伤患者的人数逐年增加。神
经损伤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如外伤、
疾病、药物副作用等，导致患者的生活
质量下降，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神
经康复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手段，
具有巨大的挑战与机遇。

挑战首先来自于神经损伤的复杂
性。神经是负责传递信息和调节身体功
能的复杂系统，一旦受损，恢复过程往
往需要漫长的时间，且效果难以预测。
此外，神经损伤可能导致肌肉萎缩、关
节僵硬、感觉异常、认知障碍等并发症，
增加了康复的难度。在技术层面，目前
的医疗设备和方法在处理这些问题时
还存在诸多限制。

然而，尽管面临诸多挑战，神经康
复的机遇也十分明显。首先，科技进步
为神经康复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新兴的
神经技术，如神经刺激疗法、细胞治疗、

康复机器人等，正在逐步改善神经损伤
的治疗效果。例如，通过植入大脑的电
极设备，可以实时监测和调节神经功
能，为重度神经损伤患者带来了新的希
望。此外，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也为神经康复提 供了新的训练方法和
评估手段。

其次，政策支持和市场扩展为神经
康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近年来，
国家对神经康复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如医保覆盖、
康复机构建设等。这为神经康复提供了
良好的发展环境，也吸引了更多的资本
和企业进入这一领域。

再者，社会和公众对神经康复的认识
和接受程度也在不断提高。随着公众健康
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神经
损伤的预防和治疗。这为神经康复提供了
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资源支持。

然而，神经康复的发展也面临一些挑

战和问题。首先，康复成本高昂，许多患者难
以承受。其次，康复效果受个体差异影响较
大，难以保证每位患者都能获得最佳的康复
效果。最后，康复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数量仍
需提高，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面对这些挑战和问题，我们需要从多
个方面进行努力。首先，政府应加大对神
经康复的投入，提高康复服务的可及性和
可负担性。其次，科研机构和企业应加强
合作，推动神经康复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最后，提高康复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数量也
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培训、提高
待遇等方式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到神经
康复领域中来。

总之，神经康复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
遇的领域。只有克服了现有的问题，充分
利用科技和社会发展的优势，我们才能更
好地为神经损伤患者提供帮助，提高他们
的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神经损伤患者康复的挑战与机遇
阴 左 娟

凝血七项是指一系列用于检测凝血功
能的实验室检查，包括凝血酶原时间（PT）、
部分活化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
间（TT）、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抗凝
血酶-3（AT-3）和血小板聚集率等指标。这
些指标在凝血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因此
它们的异常值可能提示不同的疾病。

1.凝血酶原时间（PT）: 反映外源性凝血
系统功能是否正常的敏感指标，正常值超过
31 秒（免疫比浊）。如果 PT 延长，说明患者
可能有先天性缓慢型凝血因子缺乏或获得
性凝血功能障碍。比如，肝脏疾病导致纤维
蛋白原减少或华法林过量。如果 PT 缩短，
则可能为药物影响如血小板聚集抑制剂的
应用。

2.部分活化凝血活酶时间（APTT）: 反
映内源性凝血系统是否正常的敏感指标。正
常范围是 35-47 秒。该值明显延长见于活化
蛋白 C 抵抗者、抗凝治疗过量、肝素作用过
强等。部分活化凝血活酶时间主要用于筛选
血友病甲患者及其供血者，辅助判断 PT 明
显延长的原因是否为纤维蛋白原缺乏。

3.凝血酶时间（TT）: 反映纤维蛋白原转
化为纤维蛋白的过程是否正常的敏感指标。
该值明显延长见于消耗性凝血病，如重症肝
炎、重症结核病、DIC 等。

4.纤维蛋白原（FIB）: 是一种急性时相
反应蛋白，其正常值为 2-4g/L。FIB 升高可
见于生理性变化（分娩、剧烈运动后、情绪变
化后），也可见于病理性升高（如感染、风湿
性疾病、烧伤、恶性肿瘤等），以及药物性升
高。FIB 降低见于肝功能障碍、遗传性纤溶
症、动脉粥样硬化症等。

5.D-二聚体（D-dimer）: 是交联的纤维
蛋白在纤溶系统作用下产生的可溶性降解产物。血浆 D-
二聚体浓度可以反映继发性纤溶活动的程度，是诊断继发
性纤溶症和血栓性疾病的特异指标。增高可见于感染、恶
性肿瘤、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溶栓治疗等。

6.抗凝血酶-3（AT-3）: 是人体最重要的抗凝酶之一，
对抗凝血酶起到抑制作用，可以抑制凝血酶的生成，从而
阻止血小板聚集和交联纤维蛋白的形成，防止血液凝固。
AT-3 降低常见于维生素 K 缺乏引起的出血性疾病以及
重症肝脏疾病。

7.血小板聚集率: 是指血小板在诱聚剂的作用下聚集
在一起的能力，可以反映血小板的功能状态。高聚集率可
见于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脑血栓形成等疾病。

总的来说，凝血七项的各项指标异常值可能提示不同
的疾病风险，如血栓形成、出血等。因此，定期进行凝血七
项检查对于预防和治疗这些潜在疾病非常重要。

（作者单位：保定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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