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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
性传染病，过去一句俗话叫“十痨九死”“痨”
指的就是结核病，是我国重点防控的重大疾
病之一。

一、结核病的基础知识
肺结核病由一种叫结核杆菌的细菌引起

的经呼吸道传播的慢性传染病。当病人通过
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方式经鼻腔和口腔
将结核菌喷出体外，在空气中形成气雾(或称
飞沫)，较大的飞沫很快落在地面，较小的飞
沫很快蒸发成为含有结核菌的微滴核，并长
时间悬浮在空气中，如果空气不流通，含菌的
飞沫被健康人吸入，就可能引起感染。

人群对于结核杆菌普遍具有易感性，但
并不是所有接触结核菌的人均会感染。是否
被感染主要与机体对结核菌的抵抗力有关。
传染性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免疫力低
下的 人群、职业性接触结核病患者人员容

易感染结核菌。
当咳嗽、咳痰两周以上，或痰中带血丝，

应怀疑得了肺结核病。 其它常见的症状还
有低烧、夜间盗汗、午后发热、疲乏无力、体重
减轻等。

二、结核病的诊断与治疗
肺结核病的诊断主要依赖于临床症

状、影像学检查（如 X 线、CT 等）和实验室
检查（痰涂片检查、痰培养、分子生物学检
查等）。一旦确诊，患者肺结核病人应该专
门的结核病防治机构 （我国在县级以上城
市设有结核病防治机构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结核病定点医院、结核病防治所）接受
正规的抗结核治疗。只要病人能够按照医
生的要求全程不间断的完成 6-8 个月的疗
程，绝大部分病人是能够治愈的。常用的抗
结核药物包括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
乙胺丁醇等，需要联合用药。

四、肺结核的预防
结核病最有效的预防措施是发现和彻底

治愈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其次就是保护容易受
到感染的人群，包括新生儿接种卡介苗和对结
核菌潜伏感染者进行结核病的预防性治疗。

平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保证
充足的睡眠，合理的饮食，保持良好的心态，
另外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抵抗力；勤开窗
通风，让室内空气保持流通；咳嗽、打喷嚏应
捂住口鼻，勤洗手，不要随地吐痰。

五、杜绝歧视、关爱结核病人
痰中能够查出结核杆菌的肺结核病人具

有传染性：肺结核病人开始接受正规药物治
疗后 2~3 个星期传染性就会逐渐消失。痰中
没有查出结核杆菌的肺结核病人，凭当地结
防机构的证明，就可以参加正常的工作和学
习。对结核病人应该给予关怀和照顾，不应该
歧视结核病人。

六、结语
通过本文的介绍，相信读者对结核病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让我们携手共同努力，
为打造无结核病的健康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附：结核病防治核心知识
1.肺结核是长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慢性

传染病。
2.肺结核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人人都有

可能被感染。
3.咳嗽、咳痰 2 周以上，应怀疑得了肺结

核，要及时就诊。
4.不随地吐痰，咳嗽、打喷嚏时掩口鼻，戴

口罩可以减少肺结核的传播。
5.规范全程治疗，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治愈，

还可避免传染他人。
6.勤洗手、多通风、加强营养和锻炼，提高

抵抗力，可以有效预防肺结核。
（作者单位：山东省鱼台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结核病防治科）

妊娠期糖尿病是妊娠期常见的一种并发
症，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都有一定的影响。饮
食控制和营养建议是妊娠期糖尿病治疗的重
要方面，以下将详细介绍妊娠期糖尿病的饮
食控制和营养建议。

一、饮食控制
1.合理安排餐次：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应

采用少量多餐的饮食方式，每天分为 5-6
餐，避免一次性大量进食引起的血糖波动。

2.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入：妊娠期糖尿病
患者应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尤其是精
制碳水化合物，如白米、白面等，以减少血糖
波动。

3.增加膳食纤维摄入：膳食纤维可以增
加饱腹感，有助于控制饮食量。孕妇应增加膳

食纤维的摄入，如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
物，如燕麦、豆类、蔬菜、水果等。

4.适量摄入蛋白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应适量摄入蛋白质，如鱼、肉、蛋、奶等，以满
足身体对蛋白质的需求。

5.控制脂肪摄入：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应控
制脂肪摄入量，尤其是动物脂肪和饱和脂肪酸，
以降低血脂水平，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6.限制糖分和甜食摄入：妊娠期糖尿病
患者应限制糖分和甜食的摄入，如糖果、甜饮
料、蛋糕等，以避免血糖波动。

二、营养建议
1.保证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孕妇应

多吃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蔬菜、水果、豆类
等食物，以促进胎儿的生长发育。

2.适量摄入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
酸对人体有益，孕妇应适量摄入富含不饱和
脂肪酸的食物，如鱼类、坚果等。

3.增加膳食钙质的摄入：孕妇应多吃富
含钙质的食物，如奶制品、豆制品、蔬菜等，以
预防骨质疏松和胎儿的骨骼发育不良。

4.控制盐分摄入：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应
控制盐分的摄入量，以避免水肿和高血压等
问题。

5.饮食卫生：孕妇应选择新鲜、卫生的食
物，避免食用过期、变质食物，以防止腹泻等
消化系统疾病。

三、其他注意事项
1.定期产检：孕妇应定期进行产检，了解

自身血糖情况，以及胎儿的生长发育情况，以

便及时调整饮食和药物方案。
2.避免空腹时间过长：孕妇应避免空腹时间

过长，如长时间空腹工作或活动时要注意适时
进食，以免低血糖的发生。

3.坚持运动：适当运动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血
糖，孕妇可以在孕期中选择一些适合的运动方
式，如散步、瑜伽等。

4.心理调适：妊娠期糖尿病可能会给孕妇带
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孕妇应保持积极乐观的心
态，及时寻求心理支持。

综上所述，妊娠期糖尿病的饮食控制和营
养建议对于母婴健康至关重要。孕妇应遵循科
学合理的饮食指导，同时注意其他相关事项，以
确保母婴健康。

（作者单位：河北省迁安市人民医院）

肾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对患者的生活
质量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通过重塑健康的
生活方式，肾病患者不仅可以有效控制病情，
还能显著提高生活质量。本文将从饮食、运
动、心理调适等方面，为肾病患者提供一份详
尽的生活指南。

一、饮食调养：清淡、均衡、低盐
肾病患者的饮食调养是维持健康生活方

式的关键一环。首先，患者应严格控制盐的摄
入量，以减轻肾脏的负担。建议每日盐摄入量
不超过 3-6 克，避免食用高盐食品，如腌制
品、咸菜等。盐是肾脏的“敌人”，控制盐的摄
入是保护肾脏的重要一步。

其次，肾病患者需要合理控制蛋白质的
摄入量。优质低蛋白食物是理想的选择，如瘦
肉、鱼、蛋、奶等。这些食物既能满足身体需
求，又能避免加重肾脏负担。同时，患者应减

少豆类及其制品的摄入，因为这些食物中的
非优质蛋白可能会增加肾脏的代谢压力。

此外，肾病患者还应多食用富含维生素
和矿物质的食物，如新鲜蔬菜、水果、全谷类
等。这些食物不仅能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还
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健康状态。保证足够的热
量摄入对于维持患者的身体机能同样重要，
患者可选择高热量、低脂肪的食物，如全谷
类、薯类等。

二、适量运动：增强体质，促进康复
适当的运动对肾病患者的康复至关重

要。运动不仅能增强体质，提高抵抗力，还
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肾病患者应
根据自己的病情和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
运动方式。

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游泳等，可以
提高心肺功能，增强肾脏血流，有助于改善

肾病症状。每周进行 3-5 次，每次持续 30
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运动是较为合适的。
此外，太极拳、瑜伽等舒缓运动可以调和气
血，舒缓身心压力，对肾病患者具有很好的
康复效果。

然而，肾病患者应避免剧烈运动，以免加
重肾脏负担。运动过程中要注意适度休息，避
免过度劳累。同时，要密切关注身体状况，如
有不适应立即停止运动并寻求医生帮助。

三、心理调适：保持乐观，积极面对
肾病患者往往面临长期的治疗和康复过

程，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心理调
适对于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样重要。

首先，肾病患者应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
面对疾病。要相信科学，相信医生，积极配合
治疗。通过了解肾病的相关知识，正确认识疾
病的性质、治疗和康复过程，有助于减轻心理

压力。
其次，患者可以通过听音乐、看电影、阅读

等方式转移注意力，让心灵在美好的事物中得
到舒缓。与亲朋好友交流，分享自己的感受和
困惑，寻求他们的支持和理解，也是缓解心理
压力的有效方式。

当焦虑情绪难以自行缓解时，可以寻求专
业的心理医生帮助。他们能提供有效的心理支
持和治疗，帮助患者走出心理困境。

总之，肾病患者要想维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需要从饮食、运动、心理调适等多方面入
手。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以及积极
的心理调适，肾病患者能够更好地管理疾
病，提高生活质量，延缓疾病进展。让我们携
手共进，为肾病患者的康复和健康生活贡献
一份力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在医学领域，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历史悠
久、各有特色的医疗体系。它们在理论基础、
诊断方法、治疗手段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
差异。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中西医结
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如何正确理解和对待
中西医治疗方式的异同，对于提高医疗效果、
保障患者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西医治疗方式的异同
1.理论基础：中医以“阴阳五行”为理论

基础，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认为人
体内部各脏腑之间以及人体与外部环境之
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而西
医则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为基础，
注重疾病的病因、病理变化及疾病的诊断

与治疗。
2.诊断方法：中医诊断注重望、闻、问、切

四诊合参，通过观察病人的面色、舌苔、脉象
等体征，结合病史、症状等进行分析，以辨证
施治为原则。而西医诊断则借助各种先进的
仪器设备和实验室检查，如 X 光、CT、MRI、血
液检查等，以明确疾病的病因、病理变化及病
变部位。

3.治疗手段：中医治疗手段丰富多样，包
括中药、针灸、推拿、拔罐等，注重调整人体内
部环境，提高机体抗病能力，从而达到治疗疾
病的目的。西医治疗手段则以药物治疗、手术
治疗、放疗、化疗等为主，注重消除病因、缓解
症状、控制病情发展。

二、正确对待中西医治疗方式的异同
1.尊重差异：中医和西医在理论基础、

诊断方法、治疗手段等方面存在差异，这是
由两种医学体系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
科学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我们应该尊重这
些差异，不要盲目否定或贬低任何一种医
学体系。

2.优势互补：中医和西医各有优势，中医
注重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西医注重病因病
理和精准治疗。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根据
病情和患者的需求，灵活运用中西医治疗方
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

3.科学评价：对于中西医治疗方法的评
价，我们应该遵循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通

过临床实践、科学研究等方式，对中西医治疗
方法的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等方面进行评
价，为患者提供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

4.融合发展：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中西
医结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我们应该积极推动
中西医融合发展，加强中西医学科交流与合
作，共同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和技术手段，提高
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

总之，正确理解和对待中西医治疗方式
的异同对于提高医疗效果、保障患者健康具
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尊重差异、优势互补、
科学评价、融合发展，共同推动医学事业的进
步和发展。
（作者单位：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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