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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瘤，作为一类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
恶性肿瘤，其发病部位多样，临床表现各异，
这使得淋巴瘤的诊断相较于其他肿瘤更具挑
战性。在众多诊断方法中，病理诊断凭借其
准确性和可靠性，成为了淋巴瘤确诊的金标
准。本文将详细探讨淋巴瘤病理诊断的流程、
方法及其在淋巴瘤确诊中的重要作用。

一、淋巴瘤病理诊断的流程
淋巴瘤的病理诊断是一个复杂且精细的

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淋巴结活检：淋巴结活检是淋巴瘤病

理诊断的首要步骤。医生通过手术或穿刺等
方式获取患者淋巴结组织，为后续的病理检
查提供样本。

2.组织固定与切片：获取的淋巴结组织
经过固定、脱水、包埋等处理后，制成病理切
片。这一步骤确保了组织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为后续的观察和分析提供了基础。

3.显微镜观察：病理医生在显微镜下对
切片进行仔细观察，评估淋巴结的结构、细胞
形态及组织成分等特征。通过观察淋巴结内
是否存在异型淋巴细胞浸润、淋巴结结构是
否被破坏等形态学改变，为淋巴瘤的诊断提
供重要依据。

4.免疫组化分析：针对某些形态学特征不
典型的淋巴瘤，免疫组化分析成为必要的辅助
手段。通过对切片进行特定的免疫染色，可以
进一步揭示淋巴瘤细胞的类型、分化程度及功
能状态，为淋巴瘤的分型和分期提供依据。

5.分子病理检测：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进
一步确认淋巴瘤的诊断或评估疾病的严重程
度，可能需要进行分子病理检测。例如，基因
重排和 FISH 检测等技术可以区分良性反应
性淋巴组织增生与恶性淋巴瘤，为临床治疗
方案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持。

二、淋巴瘤病理诊断的方法
在淋巴瘤病理诊断中，医生主要依据形

态学改变、免疫组化分析以及分子病理检测
等方法进行综合判断。

1.形态学改变：形态学改变是淋巴瘤病
理诊断的基础。通过观察淋巴结的结构、细
胞形态及组织成分等特征，医生可以初步判
断是否存在淋巴瘤。例如，淋巴结内异型淋
巴细胞浸润、淋巴结结构破坏等特征往往提
示淋巴瘤的可能性。

2.免疫组化分析：免疫组化分析是淋巴
瘤病理诊断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切片进行特
定的免疫染色，可以揭示淋巴瘤细胞的类型、

分化程度及功能状态。这有助于医生对淋巴
瘤进行准确的分型和分期，为后续的治疗方
案制定提供依据。

3.分子病理检测：分子病理检测在淋巴瘤
病理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基因重排、
FISH检测等技术，可以进一步区分良性反应性
淋巴组织增生与恶性淋巴瘤，为淋巴瘤的诊断
和治疗提供有力支持。此外，分子病理检测还
有助于发现淋巴瘤的潜在生物学标志物，为疾
病的预后评估和治疗方案优化提供指导。

三、淋巴瘤病理诊断在淋巴瘤确诊中的
重要作用

淋巴瘤病理诊断在淋巴瘤确诊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病理诊断能够准确判
断淋巴结内是否存在淋巴瘤细胞，为淋巴瘤
的确诊提供直接证据。其次，通过病理诊断
可以对淋巴瘤进行准确的分型和分期，为临
床医生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此
外，病理诊断还有助于评估淋巴瘤的预后，为
患者提供更为精准的预后指导。

四、提高淋巴瘤病理诊断准确性的建议
为了提高淋巴瘤病理诊断的准确性，以

下几点建议值得重视：
1.加强病理医生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

对淋巴瘤病理诊断的认知和技能水平。
2.推广先进的病理诊断技术，如数字化病

理、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
效率。

3.加强与临床医生的沟通与协作，确保病
理诊断与临床治疗的紧密结合，提高淋巴瘤的
整体诊疗水平。

五、结语
淋巴瘤病理诊断作为淋巴瘤确诊的金标准，

在淋巴瘤的诊断、分型、分期及预后评估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通过形态学改变、免疫组化分析以及分
子病理检测等方法的综合应用，病理医生能够准
确判断淋巴瘤的存在，为临床治疗提供有力支持。
未来，随着病理诊断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淋巴
瘤的病理诊断将更加准确、高效，为淋巴瘤患者带
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在医学科普的道路上，我们应加强对淋巴
瘤病理诊断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淋巴瘤
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同时，我们还应关注淋巴瘤
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为他们提供全方
位的关爱和支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推动
淋巴瘤的诊疗水平不断提高，为更多患者带来
希望和生机。

（作者单位：广西桂林市人民医院）

在医院的深处，有一处特殊的病房，那里
是生命的最后防线，也是医护人员与死神较
量的主战场———重症监护病房（ICU）。ICU，
作为现代医疗体系中的关键一环，为危重症
患者提供了集中监护和治疗的场所。在这里，
每一秒都是对生命的争夺，每一个决策都可
能影响患者的生死。

一、ICU：生命的守护者
ICU 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医疗单元，配

备了各种先进的医疗设备，如呼吸机、心电监
护仪、血液透析机等，这些设备能够实时监测
患者的生命体征，为医生提供准确的诊断依
据。同时，ICU 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
的医护团队，他们 24 小时不间断地守护着患

者，随时准备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二、与死神赛跑的日常
在 ICU 里，每一刻都充满了紧张与压

力。医护人员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
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面对各种复杂病
症，他们需要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临床
经验，做出准确的判断。在这里，时间就是
生命，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可能意味着病
情的恶化或好转。

三、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在 ICU，每一个患者都是独一无二的。他

们的病情、年龄、体质等各不相同，因此需要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医生们会根据患者
的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合的药物、手术或治疗

手段。同时，他们还会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
给予他们心理支持和安慰，帮助他们度过生
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四、科学护理的重要性
除了药物治疗外，科学的护理在 ICU 中

同样重要。护士们是医嘱的执行者，他们负责
患者的日常护理和病情观察。他们需要严密
监控患者的生命体征，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
效的治疗。同时，他们还需要关注患者的营养
状况、液体平衡等细节问题，确保患者的身体
得到充分的支持和恢复。

五、转出与康复
当患者的病情稳定并好转时，他们会从

ICU 转出，进入普通病房继续治疗。这并不意

味着治疗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转出
前，医护人员会制定详细的康复计划，帮助患者
逐步恢复健康。在这个过程中，患者需要积极配
合医护人员的治疗和建议，同时也需要关注自
己的身体状况和心理健康。

六、结语
重症监护病房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希望的地

方。在这里，医护人员与死神赛跑，为患者抢夺
生命时光。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重
症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疗和关怀。让我们向这些
白衣战士致敬，感谢他们为守护生命付出的辛
勤努力。同时，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珍惜
生命，让每一个生命都能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

淋巴瘤病理诊断的流程及方法
阴 凌 翔

呼吸道病毒是一类通过呼吸道感染进
入人体，引起呼吸道疾病的病毒。这些病毒
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并可以通过空气、飞
沫、接触等方式传播。呼吸道病毒的感染常
常会导致呼吸道感染，如流感、麻疹、腮腺
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因此，呼吸道病
毒的检测对于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具
有重要意义。

一、什么是呼吸道病毒的分子检测？
呼吸道病毒的分子检测是一种通过检测

病毒的核酸（DNA 或 RNA）来诊断病毒感染
的方法。这种检测方法利用了核酸杂交的原
理，将病毒的核酸与标记过的探针结合，形成
杂交双链结构，从而确定病毒的存在。分子检
测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快速简便等优

点，是当前呼吸道病毒感染检测的主要手段
之一。

二、呼吸道病毒分子检测的过程
1.采集样本：通常采集鼻咽部分泌物、口

咽部分泌物或下呼吸道分泌物等样本。这些
样本中含有病毒的核酸。

2.核酸提取：将采集到的样本进行处理，
提取其中的核酸。这一步通常使用专门的核
酸提取试剂或设备完成。

3.核酸变性：将核酸加热变性，使其由双
链变为单链，为后续杂交做准备。

4.核酸杂交：将变性后的核酸与标记过
的特异性探针结合，形成杂交双链结构。

5.检测结果：通过特定的仪器或设备，检
测杂交双链结构是否出现，从而判断是否存

在病毒感染。
三、呼吸道病毒分子检测的意义
1.诊断病毒感染：通过分子检测可以确

定是否存在病毒感染，为医生提供准确的诊
断依据。

2.监测疫情：分子检测可以监测病毒的
流行情况，为疫情防控提供数据支持。

3.追踪传染源：通过分子检测可以追踪
感染源，有助于控制病毒的传播。

4.疫苗研发：分子检测对于疫苗研发也
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疫苗的靶点选择和效
果评估提供依据。

四、如何提高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预防和
控制

1.加强个人卫生习惯：保持良好的个人

卫生习惯，如勤洗手、戴口罩、避免前往拥挤的
场所等，可以有效减少病毒感染的风险。

2.接种疫苗：接种疫苗是预防病毒感染的
有效手段，特别是对于高风险人群如老年人、儿
童、医务人员等。

3.加强监测和筛查：相关部门应加强疫情
监测和筛查工作，及时发现和隔离感染者，防止
病毒的传播。

总之，呼吸道病毒的分子检测是揭秘病毒
入侵的重要手段，对于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
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提高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预
防和控制，我们需要加强个人卫生习惯、接种疫
苗、并加强监测和筛查。

（作者单位：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人民医院）

呼吸道病毒分子检测的过程及意义
阴 黄飞龙

重症监护病房：生命的守护者
阴 支海君

重症患者的康复与预后是医疗和护理工
作中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患者的身体康复
和生活质量。了解重症患者的康复与预后，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患者，提高治疗
效果。

一、康复过程
1.诊断和评估：在重症患者的康复过程

中，首要的步骤是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全面而
准确的诊断和评估。

2.制定康复计划：根据诊断和评估结果，
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康复计划应该包括
物理治疗、职业治疗、心理辅导等措施，以帮
助患者恢复身体功能和心理健康。

3.康复训练：康复训练包括各种形式的
身体活动、技能训练、心理辅导等，旨在帮助

患者恢复身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二、影响康复的因素
1.患者因素：患者的年龄、健康状况、

心理状态、生活方式和自我管理能力都会
影响康复进度。老年患者通常身体机能较
差，恢复速度较慢；而心理状态不佳、不健
康的生活方式和自我管理能力不足都可能
影响康复效果。

2.医疗团队：医疗团队的专业水平、经验
和对患者需求的了解，对康复效果至关重要。
医疗团队应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
化的治疗方案，并给予患者持续的医疗和康
复支持。

3.家庭和社会支持：家庭成员和社会的
关爱和支持，对患者的康复具有积极影响。

三、预后
预后的好坏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患者

的年龄、健康状况、治疗反应、心理状态以及
家庭和社会支持等。良好的预后通常意味着
患者能够更好地恢复身体功能，提高生活质
量，重新融入社会。

四、改善预后的措施
1.早期干预：尽早进行康复治疗和训练，

有助于加速恢复进程。在病情稳定后，应尽早
开始康复治疗，以帮助患者恢复身体功能和
提高生活质量。

2.个性化治疗方案：根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提高治疗
效果。医疗团队应该充分了解患者的病史、
健康状况和心理状态，以便制定适合患者

的治疗方案。
3.提供心理疏导：心理因素在康复过程中

起着重要作用。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
应对压力和焦虑，有助于提高康复效果。

4.家庭和社会支持：家庭成员和社会的关
爱和支持，有助于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提高他
们的自信心和自我管理能力。这有助于加速康
复进程和提高生活质量。

总的来说，重症患者的康复与预后受到
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过早期干预、制定个性
化的治疗方案、提供心理疏导、获得家庭和
社会支持以及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
以提高康复效果，改善预后，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廊坊市人民医院）

重症患者的康复与预后措施
阴 郑光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