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血液传播疾病成为

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类疾病包

括多种通过血液或血液制品传播的感染，如

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

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本文将为大家

介绍血液传播疾病的预防与控制措施， 助力

公众及时认识并应对这些疾病。

一、血液传播疾病概述

1、血液传播疾病的定义：血液传播疾病

是指通过血液或血液制品传播的传染病。 这

些疾病的病原体可以通过共用注射器、输血、

等不安全的医疗操作和母婴传播等途径进入

人体。

2、 主要血液传播疾病： ①乙型肝炎

（HBV）：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可导致急性和慢

性肝炎，严重者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②

丙型肝炎（HCV）：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通常没

有明显症状，但长期感染可导致慢性肝病。③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HIV 感染会破坏

人体免疫系统，若不及时治疗，可发展为获得

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

3、血液传播疾病的传播途径：①血液传

播：包括共用注射器、输血、血液制品等。②母

婴传播：感染的母亲可以在分娩过程中将病

原体传染给新生儿。 ③性传播：某些血液传

播疾病也可以通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播。 ④其

他途径：如共用剃须刀、纹身和穿刺等。

二、血液传播疾病的预防

1、个人防护措施：①避免共用注射器：尤

其在吸毒人群中，共用注射器是血液传播疾

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应提倡使用一次性

注射器，并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清洁的注射

器具。 ②安全输血：确保输血前对血液进行

严格的筛查，避免使用未经检测的血液制品。

现代医疗机构应有完善的血液筛查系统，确

保输血安全。 ③安全性行为：提高公众对安

全性行为的认识，使用安全套可以有效降低

血液传播疾病通过性途径传播的风险。同时，

应推广性健康教育，增强个人防护意识。

2、医疗操作的安全：①无菌操作：医疗机

构应严格遵循无菌操作规范，确保所有医疗

器械的清洁和消毒。无菌操作不仅保护患者，

也保护医务人员。 ②职业防护：医务人员在

处理血液和体液时应佩戴防护装备，如手套、

口罩等，防止职业暴露。 职业防护措施有助

于降低医务人员感染风险。

3、免疫接种：①乙型肝炎疫苗：接种乙型

肝炎疫苗是预防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有效方

法，建议新生儿及高危人群接种。疫苗接种能

够显著降低乙型肝炎的发病率。 ②丙型肝炎

疫苗： 目前尚无丙型肝炎疫苗， 但积极研发

中。 通过早期筛查和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控

制 HCV 感染。 丙型肝炎的预防更多依赖于

高危行为的管理和早期干预。

三、血液传播疾病的控制

1、早期筛查与诊断：①高危人群筛查：定

期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包括吸毒者、频繁输

血者等，早期发现感染者。早期筛查能够及时

发现潜在感染者， 防止疾病传播。 ②早期诊

断：通过血液检测、病毒载量测定等手段，早

期诊断感染者，以便及时进行治疗和管理。早

期诊断和及时治疗能够显著改善预后， 减少

疾病传播。

2、抗病毒治疗：①乙型肝炎：乙型肝炎病

毒感染者可通过抗病毒药物治疗控制病毒复

制，降低病情进展的风险。规范化治疗能够减

少肝脏损伤，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②丙型肝

炎： 丙型肝炎患者可通过直接抗病毒药物治

疗， 治愈率高， 治疗方案应根据个体情况制

定。现代抗病毒药物治疗可以彻底清除病毒，

提高治愈率。 ③HIV 感染：HIV 感染者可通

过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RT）治疗控制病毒

载量，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命。规范的 ART

治疗能够显著降低病毒载量，减少传播风险。

3、公共卫生措施：①健康教育：提高公众

对血液传播疾病的认识， 普及预防知识和措

施，增强个人防护意识。 通过宣传教育，公众

能够更好地了解疾病预防的重要性。 ②行为

干预：通过社区宣传、教育活动等方式，改变

高危行为，降低疾病传播风险。行为干预措施

能够有效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 减少疾病传

播。③国际合作：加强各国在血液传播疾病防

控方面的合作与信息共享， 共同应对全球性

公共卫生挑战。 国际合作有利于应对全球公

共卫生问题，能够共同提升疾病防控能力。

总的来说， 血液传播疾病的预防与控制

是一项复杂且长期的任务，需要个人、医疗机

构、公共卫生部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面

对血液传播疾病的挑战， 我们每个人都应积

极参与，从而共同构建一个健康、安全的社会

环境。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骨折后康复运动的重要性

□

曹泉

骨折是生活中常见的创伤之一，无论是

因意外跌倒、运动损伤，还是交通事故，都可

能导致骨折。 科学合理的康复运动不仅可以

促进骨折部位的愈合， 还能改善全身的功

能，避免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等并发症的发

生。 本文将介绍骨折后康复运动的重要性，

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并重视这一过程。

一、促进骨折部位的愈合

1、增强血液循环：骨折后的康复运动可

以有效促进受伤部位的血液循环。 良好的血

液循环有助于为骨折部位提供充足的营养

物质和氧气，加速骨组织的修复和再生。 同

时， 运动还能帮助清除受伤部位的代谢废

物，减少炎症反应，有助于骨折愈合。

2、促进骨质重建：骨质在康复过程中需

要逐渐重建，恢复原有的强度和功能。 适度

的运动刺激可以促进骨细胞的活跃性，加快

骨质的形成。

3、减少关节僵硬：长时间的固定会导致

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僵硬，限制关节的活动范

围。 通过早期的康复运动，逐步恢复关节的

活动度，防止僵硬的发生。 同时，运动还可以

改善软组织的弹性，恢复关节的灵活性。

二、恢复肌肉力量和功能

1、防止肌肉萎缩：骨折后长期的固定和

不活动会导致相关肌肉萎缩，肌力下降。 这

不仅影响骨折部位的功能恢复，还可能导致

其他相关部位的功能障碍。 康复运动可以有

效预防肌肉萎缩，保持肌肉的活性，逐步恢

复肌肉力量。

2、 提高平衡能力： 骨折尤其是下肢骨

折，常常会影响患者的平衡能力。 通过康复

运动，特别是针对平衡的训练，可以帮助患

者重新建立平衡感， 减少再次跌倒的风险。

同时，良好的平衡能力有助于恢复日常生活

中的行走和站立功能。

3、增强整体协调性：骨折后，身体的协

调性会因受伤而受到影响。 通过康复运动，

可以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受伤部位与全身其

他部分的协调配合， 恢复正常的运动模式，

提高日常活动的效率。

三、心理康复的关键因素

1、缓解心理压力：长时间的康复过程容

易使患者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通过

康复运动，不仅可以分散注意力，减轻患者

心理压力，还能增强自信心，有助于心理的

康复。

2、改善情绪状态：运动本身可以刺激大

脑分泌多巴胺、内啡肽等“快乐因子”，改善

情绪状态。

四、减少后遗症和并发症

1、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骨折后长期的

卧床或固定容易导致血液循环不畅，增加深

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 适度的康复运动可以

促进血液流动， 减少静脉血栓的发生风险，

是预防此类并发症的重要措施。

2、减少疼痛感：适度的运动可以增加身

体的耐受力和疼痛阈值，从而减轻骨折后的

疼痛感。 通过康复运动，患者可以逐步适应

骨折部位的愈合过程，并在恢复过程中减少

不适感。 这种疼痛的缓解不仅有助于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还能增强他们积极参与康复

运动的信心和动力。

五、提高生活质量

1、恢复日常生活能力：康复运动的最终

目标之一是帮助患者恢复日常生活的能力，

包括行走、穿衣、饮食等基本功能。 通过循序

渐进的康复训练，患者可以逐步恢复这些能

力，重新独立进行日常活动。 这不仅有助于

提高患者的自理能力，还能减轻家属和护理

人员的负担。

2、促进社交互动：骨折后，许多患者因

为行动不便而减少了社交活动，导致孤独感

和社交隔离。 通过康复运动的逐步恢复，患

者可以重新参与社交活动，增强与他人的互

动。 这种积极的社交关系有助于改善患者的

心理状态，同时促进整体康复进程。

六、降低再次受伤的风险

1、提高身体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康复运

动不仅可以恢复受伤部位的功能，还能提高

全身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通过增加肌肉力

量、改善平衡和协调性，患者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更好地应对各种运动和活动，降低再次

受伤的风险。

2、增强骨骼健康：骨折后，康复运动可以

增强骨骼的健康，特别是通过负重训练和耐

力训练，增强骨密度。 这对于防止骨质疏松

和未来的骨折风险有着积极的作用。 此外，

健康的骨骼也意味着更好的支持和保护，进

一步降低受伤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骨折后的康复运动有利于恢

复身体功能、减少并发症、改善心理状态和

提高生活质量。 尽管在康复过程中可能会遇

到一些挑战和不适，但科学合理的康复计划

和积极的态度可以帮助患者顺利度过这一

阶段，最终实现全面康复。 通过专业康复师

或医生的指导下，坚持进行康复运动，患者

可以更快、更好地恢复健康，重新回归正常

的生活。

�（作者单位：广西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生儿脐带护理的正确步骤

□

黄文敏

新生儿的脐带护理是婴儿出生后最关键

的护理任务之一。脐带连接着胎儿和母体，负

责传输营养和氧气，但在出生后，脐带就失去

了它的功能， 需要进行正确的护理以防止感

染，促进愈合。本文将介绍新生儿脐带护理的

正确步骤， 以帮助新手父母在家中进行有效

的脐带护理。

一、脐带护理的基本原则

1、保持清洁：脐带护理最重要的原则就

是保持清洁。 新生儿的脐带残端是细菌容易

滋生的地方， 如果护理不当， 可能会引起感

染。 因此，在接触脐带前，一定要确保双手清

洁，避免携带细菌。 在护理过程中，不要使用

未经消毒的物品接触脐带部位。

2、保持干燥：脐带残端需要保持干燥以

促进其自然脱落。 湿润的环境会延长脐带愈

合的时间，甚至引发感染。 因此，避免用水直

接清洗脐带残端， 可以选择用干净的棉签或

纱布轻轻擦拭。

3、避免摩擦：脐带的残端十分脆弱，容易

受到摩擦而引发不适或出血。因此，在为婴儿

穿衣服时，选择柔软宽松的衣物，避免脐带区

域受到过多的摩擦。

二、脐带护理的具体步骤

1、每日清洁：新生儿的脐带护理需要每

天进行例行清洁， 以防止细菌在脐带残端的

积聚。清洁时，首先用温水和中性肥皂清洗双

手，确保手部卫生。 接着，用经过消毒的棉签

或棉球轻轻擦拭脐带残端周围的皮肤， 清除

可能存在的污垢或分泌物。 擦拭时动作要轻

柔， 避免用力过大， 以免刺激皮肤或损伤脐

带。清洁过程中，若发现脐带周围有分泌物附

着，应尽快清理干净，并保持该区域的干燥。

2、消毒处理：每次清洁完脐带部位后，可

以使用医用酒精或医生推荐的消毒液进行轻

柔涂抹，以确保脐带根部的卫生。涂抹消毒液

时，应注意避免直接滴在脐带上，而是用消毒

后的棉签蘸取适量酒精， 轻轻擦拭脐带根部

周围的皮肤。消毒处理时应避免频繁操作，因

为过度的消毒可能会使皮肤干燥或刺激皮

肤。 通常情况下， 每天进行一次消毒处理即

可， 家长应根据医生的建议合理掌握消毒的

频率和方式。

3、观察愈合情况：正常情况下，脐带会在

出生后的 1-2周内逐渐干燥并自然脱落。 在

此期间，家长应留意脐带根部的颜色变化，确

保其呈现出健康的粉红色。 如果发现脐带根

部出现异常的红肿、流脓或散发异味等情况，

应立即寻求医生的帮助。 家长可以每天在清

洁和消毒后，仔细检查脐带的状态，并记录下

愈合的进展情况。

三、常见问题及应对方法

1、脐带脱落时间延长：虽然大多数新生

儿的脐带会在出生后的 1-2 周内自然脱落，

但个体差异可能导致这一过程的时间有所延

长。 有些婴儿的脐带可能需要 3 周甚至更长

时间才能完全脱落。 如果脐带脱落的时间较

长但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症状，如红肿、流脓或

异味，家长无需过度担心，可以继续按照正常

的护理步骤进行操作。在这种情况下，家长需

要保持耐心， 同时继续保持脐带部位的清洁

和干燥。如果对脐带的脱落时间有任何疑虑，

建议咨询医生， 确认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的

护理措施。

2、脐带部位出血：在脐带脱落后，有些婴

儿的脐带根部可能会出现少量的出血， 这是

由于脐带脱落时局部皮肤受到轻微刺激所

致，通常不必过度担心。家长可以使用消毒后

的棉签轻轻按压出血部位，帮助止血。按压时

动作应轻柔，避免过度用力导致皮肤受损。如

果出血量较大或持续时间较长， 建议立即就

医，以防止可能存在的感染或其他潜在问题。

及时的处理和正确的护理可以有效预防严重

情况的发生。

3、脐带部位出现异味或脓液：如果发现

脐带部位散发出异味或出现脓液， 通常预示

着脐带部位可能发生了感染。在这种情况下，

家长应立即停止使用任何家庭护理措施，并

尽快带婴儿去医院就诊。 医生会根据具体情

况为婴儿提供适当的治疗措施， 可能包括局

部或全身使用抗生素。 家长在发现异常情况

后，应避免自行处理或拖延就医，以防感染进

一步加重。 早期的诊断和治疗有利于婴儿的

健康恢复。

综上所述， 新生儿脐带护理虽然看似简

单，但却需要父母们细致耐心地进行。在护理

过程中，保持清洁、干燥和避免摩擦是防止感

染的关键。此外，家长应随时观察脐带的愈合

情况，遇到异常及时就医。 在正确的护理下，

婴儿的脐带将会顺利愈合， 为其健康成长打

下良好的基础。

�（作者单位：广西贵港市人民医院）

血液传播疾病的预防与控制

□ 覃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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