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尿酸引发的痛风预警信号

□王柳

在现代社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

饮食越来越丰富， 而一些因饮食和生活方式不

当引发的健康问题也逐渐显现。痛风，作为一种

常见的代谢性疾病， 其发生与体内尿酸水平升

高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将带大家了解这种疾病，

并及早识别预警信号，做好防范。

一、什么是高尿酸及痛风？

高尿酸血症是指血液中的尿酸浓度超过

了正常值，一般男性超过 420μmol/L，女性超

过 360μmol/L。当血中的尿酸过多时，它会在

关节、软组织以及肾脏中结晶，导致痛风的发

生。 痛风常常以突如其来的关节剧痛为特征，

尤其是大脚趾部位最为常见， 痛感犹如火烧

一般。

尿酸是人体在分解嘌呤物质时产生的废

物。 嘌呤广泛存在于各种食物中，特别是动物

内脏、红肉、海鲜等高嘌呤食物。 而一旦这些

嘌呤代谢过多，尿酸便会在体内积累，形成尿

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和肾脏等部位，从而引

发痛风发作或肾结石等并发症。

二、高尿酸引发痛风的预警信号

关节不适和轻微疼痛： 痛风的初期症状

往往表现为关节的轻微不适， 通常出现在脚

踝、膝关节、指关节等部位。 刚开始可能是感

觉关节有些肿胀或沉重， 活动时会有些不舒

服。 随着尿酸水平不断升高，关节开始出现间

歇性、钝痛或灼痛。 尤其是在夜间，关节处的

疼痛会加重， 很多患者会在晚上突然感到脚

趾或膝盖等部位的剧烈疼痛。 这种痛感可能

会持续数小时或数天， 虽然不如急性发作时

的剧痛强烈，但足以引起患者的注意。

关节红肿和发热：高尿酸血症初期，关节

的红肿是一个常见症状。 这是由于尿酸结晶

在关节中积聚后，引起局部炎症反应，导致关

节周围的组织发红、肿胀和变热。 在高尿酸引

发的急性痛风发作中， 患者常常会伴有低烧

或发热现象。 这是身体在炎症反应时的一种

自然反应，免疫系统启动并向关节部位集中，

导致局部温度上升和全身轻微发热。

肾脏问题的潜在信号： 当体内尿酸水平

升高，肾脏的过滤负担会加重，进而影响尿液

的正常排泄。 长期高尿酸可能导致尿液中出

现尿酸结晶，严重时会形成尿酸性肾结石。 因

此，尿频、尿急、尿痛等排尿问题可能是高尿

酸血症对肾脏产生影响的预警信号。 如果尿

酸结晶在肾脏积累， 可能会引发肾结石的形

成，导致腰部剧烈疼痛。 有些患者可能并不直

接感受到痛风关节的疼痛， 而是通过腰部的

疼痛或不适，间接表现出高尿酸带来的危害。

肿块的出现： 在长期高尿酸未加控制的

情况下，尿酸结晶不仅会沉积在关节处，还可

能在皮肤下形成结节，特别是耳部、肘部、膝

盖等部位。 这些结节在早期可能不引起不适，

但随着病情的加重，它们会逐渐增大，甚至引

发周围组织的压迫和疼痛。 随着痛风发作的

频繁，尿酸盐结晶会在关节中不断沉积，导致

关节处的软骨、骨骼逐渐受损，关节功能逐渐

丧失。 如果未能及时治疗，最终可能会出现关

节畸形，影响正常活动。

饮食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高嘌呤食物是

导致高尿酸的主要因素之一。 红肉、 动物内

脏、海鲜等食物中的嘌呤含量较高，频繁食用

这些食物容易导致尿酸升高。 如果你发现自

己在吃了大量的这些食物后， 关节部位出现

不适或疼痛， 可能是体内尿酸开始升高的信

号。 酒精，特别是啤酒和烈性酒，会影响尿酸

的排泄，导致体内尿酸浓度升高。 尤其是在节

假日聚餐或应酬时，如果饮酒过量，也可能会

引发痛风的症状。

三、如何有效预防痛风？

保持健康饮食： 尽量减少高嘌呤食物的

摄入，避免暴饮暴食。 多摄入低嘌呤食物，如

蔬菜、全谷类食品等，有助于降低尿酸水平。

同时，保持适量的水分摄入，促进尿酸排泄。

适量运动： 规律的运动能够促进新陈代

谢，帮助控制体重，进而有助于尿酸水平的控

制。 避免过度剧烈的运动，因为过度运动可能

加重尿酸的积累。

定期体检： 如果你有痛风的家族史或已

有高尿酸的症状，定期进行尿酸检测，早发现

问题，早采取干预措施。 避免等到症状严重时

才就医。

控制体重： 肥胖是引发高尿酸的一个重

要风险因素。 通过健康的饮食和规律的运动，

保持正常体重，有助于控制尿酸水平，减少痛

风发作的风险。

痛风虽然是一种常见病， 但它并非无法

预防。 通过科学的管理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我

们完全可以将痛风挡在生活之外， 享受更加

健康、舒适的生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

队第九二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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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常识

家长必须了解的小儿麻醉知识

□陶品月

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 可能会因为各种

原因需要接受手术治疗， 而麻醉作为手术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家长来说，了解小儿麻

醉的基本知识显得尤为重要。 这不仅可以帮

助家长缓解紧张情绪， 还能更好地配合医护

人员，确保孩子在手术过程中的安全和舒适。

本文将详细介绍小儿麻醉的基本知识， 包括

麻醉的种类、准备工作、风险与副作用以及术

后护理等方面，帮助家长全面了解小儿麻醉。

一、小儿麻醉的种类

小儿麻醉主要分为全身麻醉、 局部麻醉

和区域麻醉三种。

1.全身麻醉：全身麻醉是指通过药物使孩

子失去意识，全身肌肉放松，适用于需要长时

间手术或手术范围较广的情况。 小儿全身麻

醉通常通过静脉注射或吸入麻醉气体的方式

进行。

2.局部麻醉：局部麻醉是指将麻醉药物注

射到手术部位周围，使该部位失去痛觉，适用

于小范围的手术。 局部麻醉一般不影响孩子

的意识，但对于年幼的儿童，有时需要辅以轻

度镇静。

3.区域麻醉：区域麻醉是将麻醉药物注射

到神经周围，使较大区域失去痛觉，如椎管内

麻醉。 区域麻醉在儿童中的应用较少，但在一

些特定手术中也会使用。

二、麻醉前的准备工作

麻醉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 家长需要

配合医务人员做好以下工作：

1.体检与病史了解：医生会详细了解孩子

的健康状况，包括过往病史、过敏史、家族病

史等。 家长需要如实告知孩子的情况，以便医

生制定合适的麻醉方案。

2.禁食禁水：麻醉前一般需要禁食禁水，

以防止麻醉过程中发生呕吐和误吸。 具体禁

食禁水时间由医生根据手术时间来确定，家

长需严格遵守。

3.心理准备：孩子在手术前可能会感到紧

张和害怕，家长应给予孩子充分的心理安慰。

可以通过讲故事、 玩游戏等方式转移孩子的

注意力，让他们以轻松的心态面对手术。

三、麻醉的风险与副作用

虽然现代麻醉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但麻

醉仍然存在一定的风险和副作用。 家长了解

这些风险和副作用， 能够更好地应对可能出

现的问题。

1.麻醉过敏：麻醉药物过敏是麻醉中较为

严重的风险，虽然发生率较低，但一旦发生，

可能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 如皮疹、 呼吸困

难、过敏性休克等。 医生会在术前进行过敏测

试，以降低这一风险。

2.麻醉后恶心呕吐：麻醉后恶心呕吐是常

见的副作用，特别是全身麻醉。 医生会在术后

给予抗呕吐药物，减轻孩子的不适感。

3.呼吸道问题：麻醉过程中，呼吸道可能

出现问题，如气道阻塞、呼吸抑制等。 麻醉医

生会全程监控孩子的呼吸情况，及时处理

问题。

四、术后护理

术后的护理对于孩子的恢复至关重要。

1.观察与监测：术后，孩子会被送往恢复

室，医务人员会对孩子的生命体征进行监测，

如心率、血压、呼吸等。 家长应配合医务人员

的工作，保持冷静，密切关注孩子的情况。

2.饮食恢复：孩子术后饮食恢复需遵循医

生的指导。 一般来说，孩子在麻醉效果完全消

退后，可以先给予少量清水或清淡流质食物，

逐步恢复正常饮食。 家长应避免给孩子食用

刺激性食物，以免影响恢复。

3.休息与活动：术后，孩子需要充分休息，

避免过度活动。 家长应为孩子提供一个安静、

舒适的休息环境，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 同

时，可以适当安排一些轻松的活动，如看书、

画画等，帮助孩子放松身心。

4.伤口护理：如果孩子进行了手术，家长

需要注意伤口的护理。 应保持伤口清洁干燥，

遵医嘱更换敷料，并定期带孩子复诊，检查伤

口愈合情况。 如发现伤口红肿、渗液等异常情

况，应及时联系医生。

五、家长的心理调适

在孩子接受麻醉和手术的过程中， 家长

往往会感到焦虑和担忧。 了解一些心理调适

的方法，可以帮助家长更好地应对这种情绪。

通过阅读相关资料、与医生沟通等方式，家长

可以了解手术和麻醉的基本知识， 消除对未

知的恐惧。 向亲友、其他经历过类似情况的家

长寻求支持和帮助等。

总之， 小儿麻醉虽然有一定的风险和副

作用，但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操作下，风险是可

控的。 家长了解相关知识，积极配合医生的工

作，不仅能有效减少麻醉的风险，还能帮助孩

子更好地度过手术和术后恢复期。 希望本文

的介绍能帮助家长们对小儿麻醉有更全面的

认识，以科学、理性的态度面对孩子的手术和

麻醉。

（作者单位：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在日常生活中， 刀割伤和摔伤是比较常

见的意外伤害。 当我们不小心割伤了自己，或

者摔倒了，这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这不仅关乎

伤情的轻重，更关系到及时有效的处理，避免

伤情加重或引发其他并发症。 本文将从刀割

伤和摔伤的应急处理步骤出发， 给大家普及

一下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做出正确反应， 确保

伤者的安全。

一、刀割伤的应急处理步骤

1、止血:首先，如果出血不严重，可以用干

净的纱布、纸巾或衣物轻轻按压伤口，利用压

迫来促进止血。 如果出血较为严重，可以使用

更大的压力， 必要时可直接用清洁的布料或

急救包中的敷料将伤口包裹起来， 并加以持

续压迫。 千万不要轻易揭开敷料，以免影响止

血效果。

2、清洁伤口:刀割伤往往会携带细菌，清

洁伤口是防止感染的关键步骤。 用干净的水

或者生理盐水轻轻冲洗伤口， 清除伤口中的

污物和碎片。 如果没有生理盐水，可以使用清

水， 但避免使用含有刺激性化学成分的清洁

剂（如酒精、碘伏等），这些可能对伤口产生刺

激，延长愈合时间。 冲洗后，轻轻拍干伤口周

围的皮肤。

3、包扎伤口:伤口清洁后，应尽量保持伤

口的清洁和封闭，防止细菌感染。 此时可以使

用无菌纱布或创可贴来包扎伤口， 若伤口较

大或较深， 则可以使用纱布垫和绷带进行包

扎，确保包扎稳固，但不要过紧，以免影响血

液流通。 如果伤口较深，或者你无法确认是否

伤到深层组织（如神经或肌肉），最好及时前

往医院就诊， 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进一

步处理。

4、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在处理刀割伤的应

急步骤后， 若伤势较重， 尤其是出血无法止

住、伤口较深或者伤及重要部位（如手指、面

部等），应该尽早去医院就诊。 医生会根据伤

情决定是否需要缝合或其他专业治疗。 刀割

伤可能导致的细菌感染或破伤风等问题，也

是必须特别留意的。

二、摔伤的应急处理步骤

1、检查伤势:摔伤后，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检查伤者的伤势。 最重要的是判断摔伤的部

位，是否出现明显的骨折、脱臼或软组织损伤

（如扭伤、拉伤等）。 如果伤者失去意识或出现

严重的头部、颈部、背部疼痛，应尽量避免移

动伤者，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寻求专业帮助。 对

于一般的摔伤，首先要查看伤者的疼痛部位，

看看是否有肿胀、瘀血或变形等异常情况。 如

果伤者的疼痛点位于关节处、四肢、背部等地

方，尤其要特别小心，以防止骨折或脱臼。

2、冷敷:可以使用冰袋、冰块（用毛巾包

裹），或者冷却凝胶包进行冷敷。 冷敷时要注

意， 不要将冰袋直接接触皮肤， 以免冻伤皮

肤。 每次冷敷的时间不宜过长， 一般每次

15-20 分钟为宜， 每隔一段时间可以重复冷

敷，帮助减轻肿胀和疼痛。

3、固定伤部:如有可能，应将伤者安置在

一个舒适的姿势，保持伤肢的稳定。 避免在没

有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自行尝试整复或复位，

尤其是在骨折或脱臼的情况下。

4、就医检查:摔伤处理完初步的冷敷和固

定后，若伤势较重或疑似骨折、脱臼时，应该

尽早就医。 尤其是摔伤后出现剧烈疼痛、肿胀

不退、活动受限等症状时，及时就医能够确保

尽早诊断，采取专业的治疗手段，避免延

误病情。

三、注意事项与预防措施

1、避免自我诊断和盲目处理:虽然许多刀

割伤和摔伤看似没有大碍， 但一些内伤往往

难以通过肉眼判断，尤其是骨折、内脏损伤等

情况，因此最好不要擅自进行处理。 若伤情较

重，及时送医是最安全的选择。

2、学会急救知识:急救知识是每个人都应

掌握的技能。 刀割伤和摔伤等常见的伤害并

不难应对，但若没有急救知识，可能会错过最

佳治疗时机。 了解基本的止血、包扎、冷敷、固

定等急救手段， 能够有效应对日常生活中的

紧急情况。

3、防范意外伤害:预防胜于治疗。 减少刀

具、锐器的使用时机，避免滑倒摔伤等常见事

故，注意安全，防患未然，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尤其在厨房、浴室、运动场所等易发生意外的

地方，做好防护措施，避免伤害发生。

总之， 刀割伤和摔伤是我们生活中常见

的意外伤害， 虽然看似简单， 但如果处理不

当，可能带来不必要的并发症。 掌握正确的应

急处理方法，不仅可以缓解伤痛，还能在关键

时刻挽救生命。 希望大家能对刀割伤和摔伤

的处理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遇到意外时能够

保持冷静， 科学应对，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

全。 （作者单位：桂林旅游学院）

刀割伤和摔伤的应急处理步骤

□毛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