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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旁血滤，又称为连续肾脏替代疗法，是

一种每天

24

小时或接近

24

小时的长时间、

连续的体外血液净化疗法。 它主要通过模拟

肾小球的滤过功能， 利用机器或病人自身的

血压，使血液流经体外回路中的一个滤器，滤

出大量液体和溶质， 同时补充与血浆液体成

分相似的电解质溶液， 从而达到血液净化的

目的。对于床旁血滤患者来说，液体管理是其

治疗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精准调控液体平衡

对于维护患者的内环境稳定至关重要。

一、液体管理的重要性

床旁血滤患者的液体管理不仅涉及水、

电解质的平衡， 还直接影响到患者的血流动

力学状态。精准调控液体平衡，可以避免低容

量或容量负荷过重， 纠正水电解质及酸碱平

衡失调， 并减少因液体配制或使用错误导致

的电解质、酸碱失衡，以及液体污染导致的感

染等并发症。

二、液体管理的原则

1.

个性化治疗：医护人员应根据患者的

电解质检查结果等实时数据， 灵活调整置换

液的配方和治疗参数。 这种个性化的治疗方

案能够更好地纠正患者的内环境紊乱情况，

提高治疗效果。

2.

精确评估与记录：液体管理需要准确

评估单位时间内患者的液体出入量， 包括外

周输液量、口入量、尿量、引流量、非显性失水

量以及机器超滤量等。 同时，利用

ICU

护理

单每小时甚至更频繁地评估液体平衡， 确保

数据的准确性。

3.

动态调整：在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需

根据患者的实时情况，动态调整置换液、透析

液及超滤液的速度，并及时纠正偏差，以保持

液体的动态平衡。

三、液体管理的具体操作

1.

置换液的配置：置换液的配方需严格

按照医嘱执行，严格校对，确保无菌操作，并

清晰识别各种液体。 常见的置换液配方包括

生理盐水、葡萄糖、氯化钙、硫酸镁和碳酸氢

钠等。

2.

置换液的输入：置换液的输入方式分

为前稀释和后稀释。 前稀释适用于需要大

量超滤和高容量血液滤过的患者， 可以减

少滤器凝血； 后稀释则适用于无特殊需要

的

CRRT

治疗，可以减少置换液量，提高溶

质清除率。

3.

液体平衡的目标：液体平衡的目标是

指单位时间内要求达到的液体平衡计划，可

以分为出超、“

0

”平衡和入超。 通过三步法实现

液体平衡。

四、液体管理的并发症与预防

液体管理不当可能导致低容量或容量负

荷过重，电解质、酸碱失衡，以及感染等并发

症。因此，医护人员需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保

液体配置的正确性和无菌性，同时密切监测患

者的生命体征和液体平衡情况，及时发现并处

理并发症。

综上所述， 床旁血滤患者的液体管理是一

项复杂而精细的工作， 需要医护人员具备高度

的责任心和专业技能。

通过精准调控液体平衡， 可以有效维护患

者的内环境稳定，提高治疗效果，降低并发症风

险，为患者的康复提供有力保障。

（作者单位：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

床旁血滤患者的液体管理

□

陈姣

浅谈超声影像的体检报告及注意事项

□

姚雪儿

超声影像是现代医学中广泛应用的一

种无创检查手段，它利用高频声波（超声波）

在人体内部反射成像，帮助医生了解患者的

身体状况。

体检中的超声报告， 虽然专业术语较

多，但只要我们掌握一些基础知识，就能更

好地理解和应对报告内容。 以下是对超声影

像报告的详细解读，帮助你更好地看懂体检

报告。

一、超声影像报告单的基本构成

一份完整的超声影像报告单通常包含

三部分：

1.

典型图片：这些图片是超声波在人体

内反射形成的图像，用于直观展示被检查部

位的情况。

2.

专业性描述：医生会对图像中的大小、

形态、内部回声、血流情况等进行详细描述。

3.

诊断提示： 医生根据图像和描述，给

出简明扼要的诊断意见。

二、超声影像报告单中的专业术语

1.

回声等级：

无回声： 通常表示液体， 如膀胱内的尿

液、孕妇腹中的羊水等。

强回声：常见于骨骼、胆结石、肾结石等

钙化性结构，在图像上呈亮白色。

实质性回声：脏器、肌肉、皮下脂肪等通

常为这种回声。

当某脏器与周围正常器官回声不一致

时，可能表示存在病灶，如肿瘤、肌瘤等。

2.

声影：当超声波遇到结缔组织、钙化、

结石或骨骼等时，由于声阻抗差异，其后方会

出现无回声区，称为声影。

3.

血流情况： 通过彩色多普勒显像，可

以观察血流方向和速度，用红、蓝、绿颜色及

混合色表示。

三、如何解读超声影像报告单

1.

图像解读：

观察图像的颜色、形状和大小，颜色较深

可能表示纤维化或硬化。

注意异常回声区域， 如强回声可能表示

结石或钙化。

2.

诊断结果：

报告单中的诊断结果是医生根据图像和

患者症状做出的初步判断，如肝脏疾病、胆囊

疾病等。

如果诊断结果显示存在疾病， 应及时就

医，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3.

医生建议：

报告单最后通常会有医生的建议， 如需

要进一步检查、治疗或改变生活习惯等。

患者应遵循医生的建议，及时就医，以免

延误病情。

四、超声影像检查的注意事项

1.

检查前准备：

根据检查部位的不同， 可能需要空腹或

憋尿。

穿着方便检查的衣物，如宽松的裤子、半

身裙等。

2.

检查过程：

放松身体，配合医生的操作。

某些检查项目可能需要使用耦合剂， 以便

超声波更好地进入人体。 耦合剂对人体无毒无

害，检查后医生会帮患者擦拭。

3.

检查后：

如有不适，及时向医生反馈。

遵循医生的建议，进行后续检查或治疗。

五、结语

超声影像作为一种无创、 无辐射的检查手

段，在体检和疾病诊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

掌握一些基础知识，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

对超声影像报告单的内容， 及时发现并处理潜

在的健康问题。

因此，在面对超声影像报告时，不必过于担

心或恐慌，保持冷静，遵循医生的建议，是维护

健康的关键。

（作者单位： 湖北省葛洲坝中心医院）

中医内科养生，是一种注重内在调理以

实现健康长寿的养生方式。 中医认为，人的

身体是一个整体，内部环境与外部表现息息

相关，内外平衡才能身体健康。 本文将介绍

中医内科养生的重要性和原则，以及如何通

过饮食、运动、睡眠、情绪等方面进行养生。

一、中医内科养生的重要性

中医认为， 人体的健康源于内在的平

衡，而这种平衡需要长期的调理和养护。 内

科养生是一种内外兼顾的养生方式，既注重

外在的表现，也注重内在的调理，以达到身

心健康的目的。 内科养生不仅有助于预防疾

病，还能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

二、中医内科养生的原则

1.

饮食有节：合理安排饮食，不过度进

食或饥饿，避免暴饮暴食。

2.

饮食有别：根据季节、体质、病情等因

素，选择适宜的饮食，避免生冷、油腻、辛辣等

刺激性食物。

3.

适量运动： 适当运动有助于增强体

质，提高抵抗力，促进气血流通。

4.

睡眠充足： 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保

持睡眠环境安静舒适。

5.

情绪稳定：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过度

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三、饮食养生

1.

合理搭配：食物应多样化，合理搭配，

以保持营养均衡。

2.

健脾养胃：适当食用具有健脾养胃作

用的食物，如山药、红枣、薏米等。

3.

滋阴润燥： 在干燥季节或气候中，适

当食用具有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如梨、藕、

银耳等。

4.

清热解毒：在炎热季节或上火时，适当食

用具有清热解毒作用的食物，如绿豆、菊花等。

四、运动养生

1.

适量运动：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

式，如太极拳、八段锦、慢跑等，适量运动有助

于增强体质。

2.

循序渐进：逐渐增加运动量，避免过

度劳累和损伤。

3.

持之以恒：坚持运动，形成良好的运

动习惯。

五、睡眠养生

1.

规律作息： 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尽

量在晚上

11

点前入睡。

2.

环境舒适： 保持睡眠环境安静舒适，

避免噪音干扰。

3.

调整心态：睡前放松心情，避免焦虑、

紧张等情绪干扰睡眠。

六、情绪养生

1.

乐观心态： 保持乐观心态， 避免过度焦

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影响。

2.

沟通交流：与他人沟通交流，分享心情，

缓解情绪压力。

3.

培养兴趣： 培养有益的兴趣爱好， 如阅

读、旅游、音乐等，以丰富精神生活。

综上所述， 中医内科养生是一种内外兼顾

的养生方式，通过合理的饮食、适量的运动、充

足的睡眠和稳定的情绪等方面进行调理和养

护，以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 同时，我们还应该

了 解和避免一些影响健康的不良生活习惯和

行为方式。在未来的发展中，随着中医内科养生

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我们相信越来

越多的养生方式将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蓝旗中心

卫生院）

中医内科养生的重要性及原则

□

李伟

骨科创伤的预防措施有哪些

□ 何嘉

骨科创伤是指外界的物理力量作用于人

体的骨骼系统，导致的骨折、脱位、软组织损

伤等疾病。 这些创伤不仅会给患者带来身体

上的痛苦，还可能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 因

此，从日常细节做起，预防骨科创伤显得尤为

重要。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预防措施。

一、保持适量运动，增强骨骼和肌肉力量

适量的运动是预防骨科创伤的有效手

段。 通过运动，可以增强骨骼密度，提高肌肉

的协调性和力量，从而减少跌倒的风险。 适

合的运动包括散步、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瑜

伽等。

这些运动不仅能增强骨骼和肌肉，还能

提高身体的灵活性。

二、保持饮食均衡，摄入足够的营养物质

饮食对于骨骼健康至关重要。 要保证摄

入足够的钙、 维生素

D

和蛋白质等营养物

质。 钙是骨骼的主要组成成分，维生素

D

可

以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 蛋白质则能维持肌

肉和骨骼的正常功能。

富含钙的食物有牛奶、豆制品、海鲜和绿

叶蔬菜等； 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有鱼肝油、

蛋黄和动物肝脏等；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有瘦

肉、鱼类、蛋类和豆类等。通过均衡饮食，可以

有效预防骨质疏松和骨折的发生。

三、改善家庭环境，预防跌倒

家庭环境的安全性对于预防骨科创伤非

常重要。特别是在厨房、浴室等容易跌倒的地

方，要采取防滑措施，如安装扶手、铺设防滑

垫等。

此外，要保持室内光线充足，避免杂物堆

积，以免绊倒。 对于老年人或行动不便者，可

以在家中使用轮椅或助行器等辅助设备，以

减少跌倒的风险。

四、提高安全意识，避免意外伤害

在日常生活中，要提高安全意识，注意潜

在的危险因素。 例如， 避免在湿滑的地面行

走，避免在楼梯上奔跑，注意避免与尖锐或重

物碰撞等。同时，在使用电动工具、刀具等时，

要遵守操作规程，防止意外发生。 此外，对于

儿童和青少年，要加强安全教育，提高他们的

自我保护能力。

五、定期进行体检和骨密度检查

定期进行体检和骨密度检查可以及时发

现骨科疾病的隐患， 采取相应的预防和治疗

措施。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绝经后的女性以

及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的人群， 更要定期进

行骨密度检查，以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如

果在运动或日常生活中受伤，要及时就医，进行

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六、保持正确的坐姿和站姿

正确的坐姿和站姿对于骨骼健康至关重

要。 坐着时要保持脊柱挺直，肩膀放松，眼睛平

视前方；站立时要保持身体直立，双肩平行，腹

部收紧，膝盖微微弯曲。

这样可以减轻脊柱和关节的压力， 预防脊

柱侧弯、颈椎病等疾病的发生。

综上所述， 预防骨科创伤需要从日常细节

做起。 通过保持适量运动、饮食均衡、改善家庭

环境、提高安全意识、定期进行体检和骨密度检

查以及保持正确的坐姿和站姿等措施， 我们可

以有效减少骨科创伤的发生， 保护自己的骨骼

健康。

（作者单位：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