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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领域中，艾滋病一直是一个备受
关注的话题。这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不仅威胁着患者
的生命健康，还对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从
最初的恐惧和无知，到如今的深入了解和应
对，我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在不断进步。本文将
带您深入了解艾滋病，探讨我们该如何应对
这一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

一、艾滋病的基本认识
艾滋病，又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AIDS），是一种因感染 HIV 病毒而引起的
全身性疾病。HIV 病毒主要攻击人体的免
疫系统，特别是 CD4+ T 淋巴细胞，导致人
体免疫系统逐渐崩溃，无法抵御各种病原
体的入侵。未经治疗的感染者，在疾病晚期
容易并发各种严重感染和恶性肿瘤，最终
导致死亡。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性传播、
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其中，性传播是最常见
的传播方式，特别是男同性性行为者、静脉注
射毒品者、与 HIV/AIDS 患者有性接触者、多
性伴人群和性传播感染（STI）群体等高危人
群更容易感染 HIV 病毒。

二、艾滋病的临床症状与分期
艾滋病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主要可以

分为急性期、无症状期和艾滋病期三个阶段。
1. 急性期：
在感染 HIV 后的 2-4 周内，部分感染

者会出现急性期症状，如发热、咽痛、盗汗、
恶心、呕吐、腹泻、皮疹、关节疼痛、淋巴结
肿大及神经系统症状等。这些症状通常持
续数周至数月后自行缓解，但病毒仍在体内
持续复制。

2. 无症状期：
在急性期过后，感染者进入无症状期，也

称为慢性无症状期。此阶段可持续数年甚至
十几年，感染者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但病毒
仍在体内持续复制。此时，感染者仍然具有传
染性，可以传播病毒给他人。

3. 艾滋病期：
随着病毒的持续复制和免疫系统的逐渐

崩溃，感染者进入艾滋病期。此时，感染者会
出现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持续性发热、
严重体重下降、慢性腹泻、反复呼吸道感染、
淋巴结肿大等。此外，免疫系统受损还会导致
其他感染和恶性肿瘤的风险增加。如果不接
受治疗，艾滋病期通常会持续数年，并最终导
致死亡。

三、艾滋病的预防与应对
面对艾滋病这一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

题，我们需要从预防、检测、治疗和社会支持
等多个方面入手，共同应对。

1. 加强预防宣传：
提高公众对艾滋病的认识和理解，普及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预防方法。倡导健康的
生活方式，避免高危行为，如不安全的性行
为、静脉注射毒品等。同时，加强对青少年的
性教育，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

2. 推广自愿咨询检测（VCT）：
通过自愿咨询检测服务，鼓励公众主动

了解自己的 HIV 感染状况。在疾控中心等医
疗机构提供免费检测服务，同时推广自测盒
等便捷的检测方式。对于检测出的感染者，及
时提供咨询和治疗服务，帮助他们控制病情
并减少传播风险。

3. 提供及时有效的治疗：
对于已经感染 HIV 的患者，提供及时有

效的治疗是控制病情的关键。目前，抗逆转录
病毒治疗（ART）是艾滋病治疗的主要手段。
通过药物治疗，可以抑制病毒的复制，恢复免
疫系统的功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并提高
生活质量。同时，对于并发症的治疗也是必不
可少的。

4. 加强社会支持：
艾滋病患者往往需要面对来自社会的歧

视和偏见。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社会支持，为患
者提供心理、经济、法律等多方面的帮助。同
时，倡导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和尊重，消
除歧视和偏见，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支
持的环境。

四、结论与展望
艾滋病是一种严重的慢性传染病，对人

类健康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然而，
随着医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们对艾滋
病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从无知到了解，我们
需要共同应对这一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
通过加强预防宣传、推广自愿咨询检测、提供
及时有效的治疗和加强社会支持等多方面的
努力，我们可以有效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和蔓
延，为患者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更长的生
存时间。

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科技创新和
医学突破，为艾滋病的治疗和预防提供更为有
效的手段。同时，我们也希望全社会能够共同
努力，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和偏见，为他
们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支持的环境。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共同应对艾滋病这一挑战，为人
类的健康和福祉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广西桂平市人民医院）

艾滋病的临床症状与应对方法
阴 徐海胜

妊娠期糖尿病，作为孕期的一种常见并
发症，对母婴健康构成潜在威胁。因此，合理
的药物治疗对于控制妊娠期糖尿病至关重
要。本文将围绕妊娠期糖尿病的用药原则进
行科普，以帮助患者和家属更好地理解和应
对这一疾病。

一、妊娠期糖尿病的特点
妊娠期糖尿病是由于妊娠期间胎盘激素

分泌增加，导致孕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
从而引发的血糖升高。该病的特点是血糖水
平通常在妊娠中晚期达到高峰，且多数患者
在分娩后血糖可逐渐恢复正常。

二、药物治疗原则
1.个体化治疗：
妊娠期糖尿病的治疗应根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制定个体化方案。医生需综合考虑患者
的年龄、体重、孕周、血糖水平、并发症等因
素，选择最适合患者的药物和剂量。

2.优先选择胰岛素：
由于胰岛素是大分子蛋白，不通过胎盘，

对胎儿无不良影响，因此胰岛素是妊娠期糖
尿病的首选药物。医生会根据患者的血糖水
平，制定个性化的胰岛素治疗方案，包括胰岛
素类型、剂量、注射时间等。

3.谨慎使用口服降糖药：
目前口服降糖药在妊娠期应用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尚未得到充分证实，因此不推荐作
为妊娠期糖尿病的主要治疗方法。但在特殊
情况下，如患者对胰岛素治疗无效或存在严
重并发症时，医生可能会谨慎选择某些口服

降糖药进行治疗。

4.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在治疗过程中，医生会根据患者的血糖

水平、病情变化等因素，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患者需密切配合医生的治疗，按时服药、注射
胰岛素，并定期进行血糖监测。

三、辅助治疗措施
除了药物治疗外，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还

需注意以下辅助治疗措施：

1.饮食控制：
患者应遵循低糖、低脂、高纤维的饮食原

则，合理搭配食物，控制总热量摄入。同时，应
注意餐次分配，避免暴饮暴食。

2.适量运动：
适当的运动有助于降低血糖水平，提高

身体代谢能力。患者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
的运动方式，如散步、孕妇瑜伽等，并注意运动
强度和时间的控制。

3.定期产检：
患者应定期进行产检，了解自身和胎儿的

健康状况。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
性化的产检计划，并及时发现和处理并发症。

四、结语
妊娠期糖尿病的用药原则是个体化、优先选

择胰岛素、谨慎使用口服降糖药和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需密切配合医生的治疗，
注意辅助治疗措施的实施，以有效控制血糖水平，
保障母婴健康。同时，患者也需保持良好的心态和
乐观的情绪，积极面对疾病挑战。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

浅谈妊娠期糖尿病的用药原则
阴 刘晓曦

根据相关数据表明，截至至 2021 年，我
国已经有 9000 万的骨质疏松患者，且 50 岁
以上的人群中约有 20%到 30%的人群会患
上骨质疏松病症。可见，骨质疏松已然成为了
威胁我国中老年人群健康的主要病症之一。
那骨质疏松病症如何预防？已经患上了骨质
疏松的患者又应当如何保健？

一、骨质疏松的症状
（一）呼吸功能下降
骨质疏松和呼吸功能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严重的骨质疏松会导致患者出现胸椎变形
症状，胸椎变形会促使患者出现胸背部疼痛，
严重的患者会因为胸椎变形压迫到心肺，导
致心肺循环、呼吸系统的功能异常。所以一般
情况下，驼背患者通常会出现患者出现心慌、
气短等症状。

（二）骨折
骨折是骨质疏松患者最常见的症状之

一。尤其是日照减少、缺钙、缺维生素 D、高钠
饮食的人群，骨折现象尤为严重。 一般情况
下，患者由于骨脆性增加，在跌倒或受到碰撞
时便很容易发生骨折。而这会给患者的身心
健康造成威胁，且对家庭的经济也会造成一
定的影响。

（三）疼痛
骨质疏松所产生的疼痛原因是多样化

的，比如，骨质流失严重会导致患者出现疼痛
的症状，而骨质疏松所导致的椎骨受压或者

是脊骨滑脱都会让患者出现疼痛的症状。一
般情况下，骨质疏松产生的疼痛可以采用服
用药物、针刺以及物理疗法等方法来缓解疼
痛感。

二、如何预防骨质疏松？
（一）平衡饮食，补充维生素 D
想要预防骨质疏松，饮食的平衡是十分

关键的。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要注重饮食的均
衡，而且还需要适当补充维生素 D 的摄入。
具体的饮食营养搭配方式可以参考中国营养
新指南中的内容。在生活中常见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有西兰花、茄子、橙子、芒果、虾皮、
花生米、乳酪、坚果、海鱼、瘦肉、牛奶等等。可
以在日常饮食中自由搭配食用。

（二）运动
很多人认为骨质疏松的发生主要是因为

运动过量的原因，但事实上却并不是这样，骨
质疏松病症的发生主要是因为骨形成减少，
骨吸收增加导致。与传言相反的是，想要预防
骨质疏松，运动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根据相关
研究表明，运动是刺激成骨细胞活动的重要
因素，这就是说运动可以刺激骨细胞的活性，
进而达到预防骨质疏松病症发生的目的。而
且从身体的平衡性来讲，经常运动的人不管
是平衡性还是骨密度相较于不经常运动的人
来讲，都要显得更好一些。此外，运动有助于
人体保持心情的愉快，心情愉快有助于身体
健康，这其中就包括骨骼健康。

（三）药物和体检
定期体检是人们能够直观检测出身体是

否存在病灶的最佳方法。通常情况下，男性

60 岁，女性 55 岁以后，建议每年定期检查骨
质疏松症。在药物方面，经多次临床检验，发
现诸如铝制酸剂、利尿剂、止痛药、抗凝血剂
等药物，在多次服用后，会导致患者出现骨质
疏松的症状。因此，服用以上药物的群体需要
额外注意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三、已经患上骨质疏松症的患者应当如
何保健？

（一）戒烟戒酒，适当运动
已经患者骨质疏松症的患者，在日常生

活中需要尽量均衡饮食，此外，有吸烟、喝酒
习惯的患者需要尽量戒烟戒酒。众所周知，酒
精对人体有害，但大部分的人的认知都只存
在于酒精会伤害肝脏，但其实不然，酒精的危
害众多，对于骨质疏松患者来讲，究竟会抑制
人体对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取，从而导致骨质
疏松症状的加重。而吸烟会加速骨质的吸收，
所以吸烟喝酒对于骨质疏松患者来讲是十分
不友好的，患者需要尽量戒除这两种不良的
习惯。运动可以促进患者的骨细胞活性，并进
一步推动患者的康复进程, 所以骨质疏松患
者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运动，比如散步、有氧
运动等等。需要注意的是，运动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骨质疏松患者只有长期坚持，才能看到
良好的效果。

（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做好心理调试
良好的心态是康复的第一步，骨质疏松症

的治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患者需要做好“打长
期战”的准备。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有助于身
心健康发展和骨骼恢复。其次就是关于患者的
生活习惯，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健康的基础，患者
需要按时进食、休息、运动，不断提升自己的生
活质量。

（三）定期检查，预防摔倒
对于骨质疏松症患者来讲，定期的检查

是非常重要的。患者需要在确诊后的 6~12 个
月之间进行复查，具体时间视患者的病情严
重情况而定。检查是为了能够了解患者的骨
骼健康情况，若是检查过程中发现异常，则需
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或者采
取其他保健措施。此外，防止意外的发生也是
骨质疏松患者日常生活中所需要注意的重点
事项，骨质疏松症患者骨折风险会增加，因此
应特别注意防止跌倒和外伤，以防止骨折现
象的发生。

结语
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患

者需要尽量保持良好的心态，以积极的态度面
对可能发生的症状。此外，需要尽量保持稳定且
良好的生活作息，均衡的饮食以及长期的运动，
只有这样，骨质疏松症才能真正地得到稳定和
痊愈。

（作者单位：广西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

骨质疏松的症状及预防措施
阴 叶晓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