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代谢性疾病， 其影

响不仅限于血糖水平的波动。 长期高血糖会

导致多种并发症， 其中自主神经病变是一种

隐匿而严重的病变，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甚

至可能危及生命。 本文将介绍糖尿病自主神

经病变的病因、症状、诊断及治疗，以帮助更

多人了解和应对这一身体中的隐士。

一、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的形成机制

1、高血糖的神经毒性：高血糖会对神经

细胞造成直接的损害， 导致神经纤维变性和

神经传导速度减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损

害积累会导致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失常。 糖尿

病自主神经病变的发生不仅是因为高血糖对

神经细胞的毒性， 还因为这种毒性引发了一

系列复杂的生化反应， 最终导致神经功能的

损伤。

2、微循环障碍：糖尿病还会引起微循环

系统的改变，特别是在神经组织中。微循环障

碍会导致神经组织缺血缺氧， 进而进一步加

剧神经损伤。 这种缺血性损伤使得神经组织

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和氧气， 影响神经细胞

的正常功能。此外，微血管壁的增厚和硬化也

会限制血流， 导致神经细胞营养供应的长期

不足。

3、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高血糖还会引

发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增加体内自由基的

产生。 这些自由基对神经细胞造成进一步损

伤，并激发一系列炎症反应。 氧化应激会破

坏细胞膜结构，影响细胞功能，并导致细胞凋

亡。 炎症反应则通过释放各种细胞因子，进

一步损害神经组织。

二、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的症状表现

1、心血管系统症状：最常见的是直立性

低血压，即患者在从坐位或卧位突然站起时

出现头晕、眼前发黑，甚至晕厥。 这是由于自

主神经系统无法有效调节血压所致。 此外，

患者还可能出现静息心动过速，即在静息状

态下心率持续较高。 严重者可能出现无痛性

心肌梗死，由于痛觉神经受损，患者在心肌缺

血时没有典型的胸痛症状，从而延误诊断和

治疗。

2、胃肠道症状：患者可能出现胃轻瘫，即

胃排空延迟，导致恶心、呕吐、腹胀和食欲不

振。 这种症状常被误认为是消化不良，实际

是自主神经系统无法正常调节胃肠道运动所

致。 有时患者还会出现便秘与腹泻交替发生

的情况。

3、泌尿生殖系统症状：男性患者常出现

功能障碍， 女性患者则可能面临其他生殖系

统问题。 此外， 患者可能会出现膀胱功能障

碍，这表现为排尿困难、尿潴留或尿失禁。

4、出汗异常：自主神经系统调节身体的

出汗功能， 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可导致出汗

异常。患者可能会出现多汗或无汗症状，多汗

通常发生在上半身和头部，而下半身则无汗。

这种不对称的出汗异常可能导致皮肤干燥、

裂口，增加感染风险。

三、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的诊断与治疗

1、诊断方法：首先，医生会进行详细的病

史询问和体格检查，了解患者的症状和体征。

其次， 心电图、24 小时动态心电图和倾斜试

验等检查可以帮助评估心血管系统功能。 胃

肠道功能检查如胃排空试验、 肠道运动试验

等可用于评估胃肠道症状。 泌尿生殖系统的

功能评估包括尿流动力学检查和膀胱功能测

试。最后，皮肤电反应测试和汗腺功能测试可

以帮助评估出汗异常和神经功能。

2、治疗方法：①血糖控制：患者应定期监

测血糖，遵循医生建议调整药物和饮食，以保

持血糖稳定在目标范围内。 良好的血糖控制

可以减轻神经损伤，改善症状。 ②药物治疗：

针对不同的症状，医生可能会开具特定药物。

例如，治疗直立性低血压的药物、改善胃轻瘫

的促胃动力药物、 缓解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

等。患者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以确保疗

效和安全。③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在改善糖尿

病自主神经病变的症状方面也有一定效果。

例如，通过运动治疗可以增强心血管功能，改

善血液循环，缓解直立性低血压。胃轻瘫患者

可以通过调整饮食结构、 增加膳食纤维摄入

等方法改善消化功能。

综上所述， 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是糖尿

病患者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其症状复

杂多样，影响广泛。 通过了解其形成机制、症

状表现、诊断方法和治疗措施，患者及其家属

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在日常生活中，严

格控制血糖、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进行

体检和早期干预是预防和管理糖尿病自主神

经病变的关键。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这一

隐匿在身体中的疾病，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延

长健康寿命。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

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 血液透

析已经成为肾衰竭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 血

液透析不仅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命， 还能显著

改善生活质量。然而，为了确保血液透析的效

果和安全性， 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许

多细节。 本文将为您介绍血液透析的基本知

识及日常注意事项， 帮助您更好地管理自己

的健康。

一、什么是血液透析

1、血液透析的原理：血液透析的原理类

似于肾脏的过滤功能。 透析器内部有一个半

透膜，血液通过这个半透膜进行过滤。血液中

的废物和多余的液体被清除， 而干净的血液

则通过半透膜重新进入体内。 这一过程可以

帮助维持体内的健康平衡。

2、血液透析的类型：血液透析主要有中

心透析和居家透析两种类型。 中心透析需要

患者定期到医院或透析中心进行， 而居家透

析则允许患者在家中自行操作。 中心透析通

常由专业医护人员进行， 可以提供更为安全

的保障。 居家透析则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

舒适度，但需要患者和家属接受专业培训，以

确保操作的正确和安全。

3、血液透析的频率：一般情况下，患者每

周需要进行 3次透析，每次持续 4小时左右。

透析的频率和时间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

医生的建议进行调整。 有些患者可能需要更

频繁的透析，而有些患者则可能减少透析的

频率。 患者应遵循医生的建议，保持规律的

透析时间表。

二、血液透析前的准备工作

1、饮食控制：在透析前，患者应注意饮食

的控制，特别是限制钾、磷和钠的摄入。 钾和

磷过多会对心脏和骨骼产生不良影响，而高

钠饮食则会导致体内水分潴留，增加透析负

担。 患者应选择低钾、低磷的食物，如苹果、

葡萄、米饭等，避免食用含盐量高的食物，如

腌制品、快餐等。

2、充足的休息：透析前一天应保证充足

的睡眠，避免过度疲劳。 良好的休息有助于

提高透析效果，减少不适感。 患者可以在透

析前做一些轻松的活动，如散步、听音乐，保

持心情放松。 透析当天也应避免剧烈运动，

以免身体过度疲劳影响透析效果。

3、检查透析器材：在居家透析的情况下，

患者需仔细检查透析器材是否完好，确保设

备正常运行，并定期维护和更换设备以防发

生故障。患者和家属应熟悉设备的操作流程，

并在每次使用前进行详细检查， 确保所有连

接和设置正确无误。

三、血液透析中的注意事项

1、保持正确的体位：在透析过程中，患者

应保持舒适的体位，避免剧烈活动。通常建议

患者平躺或半卧， 以减少不适感和并发症的

发生。 患者可以通过调节椅背角度或使用枕

头来找到最舒适的位置， 确保整个透析过程

的顺利进行。

2、观察身体状况：透析过程中，患者应密

切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特别是血压、心率等

生命体征。 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不适症状，应

及时告知医护人员。 这些症状可能是由于血

压变化或透析速度过快引起的， 及时调整可

以防止严重问题的发生。

3、避免感染：透析过程中的感染风险较

高，患者应严格遵守无菌操作规程，避免接触

污染物。如有感染迹象，应立即就医。 患者在

透析前应清洗双手，保持透析部位的清洁，避

免用手触摸透析针头或其他无菌区域。

四、血液透析后的护理

1、适当补充水分：虽然透析患者需严格

控制饮水量， 但是透析后适量补水有助于恢

复体力，从而减轻疲劳感。具体饮水量应根据

医生建议而调整。 透析过程中会清除体内多

余的水分，但是也会带走一些必要的水分，透

析后适当补水可以帮助身体恢复正常的水分

平衡。

2、合理安排饮食：透析后应进食高蛋白、

低钾、低磷的食物，保持营养均衡。 多摄入新

鲜蔬果，少吃油腻、辛辣食品。 蛋白质有助于

身体修复和维持免疫功能，而低钾、低磷饮食

可以减轻肾脏负担，避免电解质紊乱。

3、定期复查：透析患者需定期复查身体

状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血液检查、心电图、

B超等都是常规的检查项目， 有助于全面了

解身体健康状况。 定期复查可以帮助医生及

时发现和处理潜在问题， 确保透析治疗的长

期效果。

综上所述， 血液透析对于肾衰竭患者来

说， 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 通过科学的饮

食、充足的休息以及严格的透析过程管理，患

者可以大大提高生活质量， 享受每一天的健

康生活。希望本文提供的血液透析小贴士，能

够帮助您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 护您健康

每一天。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

医院）

血液透析是许多慢性肾病患者赖以生存

的治疗手段， 它通过清除体内多余的废物和

液体，帮助维持身体的正常功能。 然而，血透

患者的生活质量往往会受到病情及治疗的影

响，因此，应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篇文章

将为血透患者提供一些实用的生活指南，以

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挑战，提

高生活质量。

一、饮食管理

1、限制钾和磷的摄入：血透患者的肾脏

功能受到严重限制， 无法有效排除体内的钾

和磷。 因此，在日常饮食中，患者需要严格控

制这些矿物质的摄入。建议少吃高钾食品，如

香蕉、土豆和菠菜；同时，避免摄入过多含磷

的食物，如奶制品、豆类和坚果。

2、控制盐分摄入：盐分摄入过多会导致

血压升高和水分潴留， 这对于血透患者尤其

危险。血透患者应避免食用过咸的食物，如腌

制品、罐头食品和快餐食品。 烹饪时，可以使

用草药和香料来增加食物的风味， 而不是依

赖盐。

3、确保蛋白质摄入充足：血透过程中，身

体会丢失一定量的蛋白质，因此，患者需要补

充足够的优质蛋白质，如鱼类、禽肉和鸡蛋。

然而，摄入过多的蛋白质也会增加肾脏的负

担，因此在选择蛋白质来源时需要谨慎。

二、日常生活习惯

1、保持适度运动：适量的运动可以帮助

血透患者增强体力，改善心血管健康，并有助

于控制体重。 适合的运动形式包括散步、骑

自行车和轻度的瑜伽。 运动强度应根据患者

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避免过度疲劳。

2、规律作息：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确保

每晚 7-8 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有助于身体的

恢复和免疫系统的功能。为了改善睡眠质量，

患者可以在睡前进行一些放松练习，如深呼

吸或冥想。

3、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血透治疗是一

个长期过程，患者在过程中可能会感到疲倦

和压力。 因此，应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患者

可以通过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参加支持

小组或寻求专业心理咨询来缓解压力，增强

自信心和应对能力。

三、血透期间的注意事项

1、定期检查和治疗：血透患者需要定期

到医院进行血液检查，以监测血液中废物和

电解质的水平，确保治疗的有效性。 同时，患

者应定期与医生沟通，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以

应对身体状况的变化。

2、注意透析过程中卫生：在血透过程中，

患者应注意保持透析部位的清洁，防止感染。

透析前后，患者应使用消毒剂清洗双手，并遵

循医护人员的指导，保持透析设备的卫生。

3、避免过度劳累：血透本身对身体是一

种负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避免过度劳累。

尽量安排合理的作息时间，适当休息，以防止

身体因透析引起的疲劳进一步加重。

四、定期随访与疾病管理

1、与医护团队保持紧密联系：血透患者

需要与医生、 护士和营养师等医护团队保持

紧密的联系， 并及时反馈病情和生活中的困

难。医护团队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提供

个性化的指导和建议， 帮助患者更好地管理

疾病。

2、遵循医嘱按时服药：血透患者通常需

要长期服用多种药物，如降压药、磷结合剂和

补钙剂等。 患者应严格遵循医嘱，按时服药，

避免擅自调整药物剂量， 以确保治疗效果和

身体健康。

3、关注体重和血压：体重变化可以反映

出身体的水分平衡情况， 而血压则是评估心

血管健康的关键指标。 患者应每日记录体重

和血压，并在随访时与医生讨论这些数据。

五、家庭支持与社会互动

1、依靠家庭支持系统：血透患者的家人

是其康复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支持力量。 家人

应了解患者的病情，提供心理支持，并在饮食

管理和日常生活中给予帮助。 与家人的沟通

和理解，可以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心态，共同

应对疾病带来的挑战。

2、参与社会活动：尽管血透患者的生活

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但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仍

然对患者的心理健康有益。 患者可以根据自

己的身体状况， 选择参加一些轻松的社会活

动，如社区的兴趣小组、文化活动或志愿者服

务。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患者缓解孤独感，增强

社会归属感。

总之， 血透患者在面对疾病和治疗的同

时，通过合理的饮食管理、适度的运动、良好

的心理状态和家庭社会的支持， 可以显著改

善生活质量。定期随访、遵循医嘱以及关注日

常生活中的细节， 是保持身体健康和提高生

活满意度的关键。在医护团队的帮助下，血透

患者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健康、 充实的生活方

式，积极面对未来的每一天。

（作者单位：广西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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