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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是一种重要的肾脏替代治疗方

法，广泛应用于慢性肾衰竭和尿毒症患者的

治疗中。 尽管血液透析能有效帮助患者排除

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但治疗过程中也可能

引发多种并发症。 了解这些并发症，有助于

患者和家属更好地配合治疗，提高生活质量。

以下是血液透析常见的几种并发症：

1.�

低血压

低血压是血液透析过程中最常见的并发

症之一。 这主要是由于透析过程中大量液体

从体内排出，导致血容量减少。 低血压的症

状包括头晕、乏力、恶心、呕吐等，严重时甚至

可能导致意识丧失。 为了预防低血压，医护

人员会密切监测患者的血压变化，并适当调

整透析参数。

2.�

感染

由于血液透析需要穿刺血管或使用导

管，这增加了感染的风险。感染的症状包括发

热、局部红肿疼痛等。 为了减少感染的发生，

医护人员会严格遵守无菌操作规范， 同时患

者也应注意个人卫生， 保持穿刺部位的清洁

干燥。

3.�

贫血

血液透析会清除体内的红细胞， 因此长

期进行透析的患者容易出现贫血。 贫血的症

状包括疲劳、气短、心悸等。为了纠正贫血，患

者可能需要接受红细胞生成素治疗， 并定期

进行血常规检查。

4.�

骨质疏松和肾性骨病

血液透析会导致钙、磷等矿物质的丢失，

从而增加骨质疏松和肾性骨病的风险。 骨质

疏松的症状包括骨折、身高缩短等。为了预防

这些并发症，患者可能需要服用钙剂、磷结合

剂等药物，并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查。

5.�

肌肉痉挛

肌肉痉挛是血液透析过程中较为常见的并

发症之一，多发生在透析中后期。这主要是由于

超滤过多、过快导致患者血容量相对不足，以及

电解质紊乱有关。 肌肉痉挛的症状包括局部肌

肉疼痛、抽搐等，严重时可能影响透析的顺利进

行。为了缓解肌肉痉挛，医护人员会调整透析参

数，并给予患者适当的药物治疗。

6.

心律失常

血液透析可能对心脏产生一定的影响，

导致心律失常。 这可能是因为透析过程中的

电解质变化或药物副作用引起的。 如果出现

心律失常， 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

处理措施， 如给予抗心律失常药物或调整透

析方案。 同时，患者也应定期进行心电图检查，

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心脏问题。

7.�

透析失衡综合征

透析失衡综合征是由于血液透析使血液中

的毒素和代谢产物快速清除， 而脑组织中的毒

素和代谢产物清除相对较慢， 导致脑组织渗透

压相对升高，引起脑水肿。 患者可出现头痛、恶

心、呕吐、烦躁不安等症状。 为了预防透析失衡

综合征，医护人员会逐步增加透析时间和频率，

使患者逐渐适应透析过程。

总之， 血液透析虽然能有效治疗慢性肾衰

竭和尿毒症等疾病，但也可能引发多种并发症。

患者和家属应充分了解这些并发症， 并积极配

合医护人员的治疗和建议， 以提高治疗效果和

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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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有哪些常见的并发症

□

赵学慧

甲状腺疾病，如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

等，在现代社会中的发病率日益上升。这些疾

病不仅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 还常常带来心

理上的困扰。

然而，通过合理的运动康复，我们可以有

效改善病情，提升生活质量。以下是一些关于

甲状腺疾病运动康复的建议， 帮助你远离疾

病困扰。

一、选择适合的运动方式

甲状腺疾病患者应根据自身情况， 在医

生指导下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散步、打太极

拳、游泳等有氧运动是不错的选择。这些运动

不仅能促进甲状腺血液循环， 还能提高自身

抵抗力，有利于病情的恢复。

散步：作为一种轻松的有氧运动，散步能

够产生多巴胺，使人感到愉悦，同时促进甲状

腺血液循环。

打太极拳： 太极拳不仅可以促进甲状腺

血液循环，还能舒缓身心，缓解甲状腺患者的

紧张情绪。

游泳：游泳是一种水下运动，同样能产生

多巴胺，并促进甲状腺的血液循环。

二、合理安排运动时间和强度

甲状腺疾病患者在运动时， 应合理安排

时间和强度。 上午

6~9

时是心脏病发作的高

峰期，因此最好避开这一时间段进行锻炼，选

择下午或晚上进行。

甲亢患者：在药物治疗期间，应适当减少

运动量， 避免加重高代谢状态。 随着病情好

转，可逐渐增加运动量。

甲减患者：由于基础代谢率较低，适当运

动能促进新陈代谢， 推荐轻度到中等强度的

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骑自行车等。

三、注意运动细节，确保安全

在运动前， 甲状腺疾病患者应做好充分

的准备活动，特别是腰、膝、踝、肩等关节要活

动开。 同时，要合理安排运动量和运动强度，

避免过量运动带来的不适。

监测心率：运动时的心率应保持在“靶心

率”范围内，即（

220-

年龄）

×

（

65%~85%

）。

运动后的放松： 锻炼后要做好放松和整

理活动，如拍打按摩放松、淋浴放松等，以促

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

四、结合其他康复手段，全面调理

运动康复只是甲状腺疾病治疗的一部

分，患者还应结合其他康复手段，如饮食调养、

心理疏导等，进行全面调理。

饮食调养：根据病症的寒热虚实，结合食

物的五味、四气等特性，合理调配饮食，有助于

防病治病。

心理疏导：甲状腺疾病患者常伴随心理压

力，通过心理疏导，如冥想、瑜伽等，可以缓解

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总之， 甲状腺疾病的运动康复是一个全

面、系统的过程。

通过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合理安排运动

时间和强度、注意运动细节以及结合其他康复

手段，我们可以有效改善病情，提升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

: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峰峰

中心卫生院）

甲状腺疾病的运动康复建议

□ 张宏雷

浅谈疼痛管理在骨科护理中的重要性

□

李亚尼

中医针灸在骨伤康复中的作用探析

□

韩品

中医针灸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骨伤康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文将

详细介绍针灸在骨伤康复中的几大作用，帮助

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古老而有效的治疗方法。

一、加速术后恢复

骨科术后，患者常常面临疼痛、肿胀和功

能障碍等问题。 针灸可以通过刺激特定的穴

位，调节身体机能，缓解疼痛，促进血液循环。

例如，膝关节术后的患者通过针灸刺激足三

里、阳陵泉等穴位，能有效减轻疼痛、消肿化

瘀。针灸治疗还可以减少术后止痛药的使用，

降低并发症的风险，促进关节功能的恢复。

二、优化术前状态

针灸不仅可以用于术后康复，还可以在

术前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刺激特定穴位，针灸

可以调节神经系统功能，缓解焦虑情绪，改善

睡眠质量。 术前针灸还可以减少患者对止痛

药物的依赖，降低药物副作用，为患者创造一

个更好的术前状态，有助于手术的顺利进行。

三、缓解疼痛

针灸治疗在缓解疼痛方面具有显著效

果。针灸能够激活人体内的镇痛系统，如促使

人体分泌内啡肽等具有镇痛作用的物质，同

时调节神经传导，抑制痛觉信号的传递。对于

骨折、软组织损伤等骨伤科疾病，针灸治疗能

够有效减轻患者的疼痛感，提高生活质量。

四、促进骨折愈合

针灸在骨折愈合方面也具有显著效果。

针灸能够改善骨折部位的血液循环， 促进局

部组织的营养供应和代谢， 加速骨折愈合的

进程。

此外，针灸还能调节内分泌系统，提高生

长激素和睾酮等促进骨折愈合的激素水平，

有利于骨折部位的修复和重建。

五、调节神经和内分泌系统

针灸治疗能够调节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

统，对于因骨伤引起的紧张、焦虑等情绪问题

具有良好的缓解作用。 针灸还能调节内分泌

系统， 提高钙、 磷等矿物质的吸收和利用效

率，有助于改善骨质疏松的症状。

六、个体化治疗

针灸治疗具有个体化治疗的优势。 根据

患者的具体情况， 针灸医师可以制定个性化的

治疗方案， 精准刺激特定的穴位， 提高治疗效

果。 这种综合调节的方式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整

体健康水平，促进骨伤的全面康复。

综上所述， 中医针灸在骨伤康复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通过加速术后恢复、优化术前状态、缓解疼

痛、促进骨折愈合、调节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以及

个体化治疗等方式， 针灸治疗为患者提供了一

种安全、有效、无创伤性的康复手段。未来，随着

针灸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相信针灸在骨伤

康复中的应用将会更加广泛和深入。

（作者单位

: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

医院

)

在医疗护理的广阔领域中， 骨科护理因

其独特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而显得尤为重要。

骨折、关节置换、脊柱手术等骨科疾病及治疗

过程，往往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疼痛，这不仅影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还可能对康复进程产生

不利影响。因此，疼痛管理在骨科护理中占据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促进患者舒适度与满意度

疼痛是患者最直接、最主观的感受之一。

有效的疼痛管理能够显著减轻患者的痛苦，

提升其在治疗期间的舒适度。 当疼痛得到及

时控制，患者的情绪状态也会更加稳定，有助

于增强对治疗的信心，从而提高整体满意度。

二、加速康复进程

疼痛是限制患者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骨科康复阶段， 适度的活动对于恢复关节

功能、增强肌肉力量至关重要。通过科学的疼

痛管理，患者能够更早地参与康复训练，避免

因长期卧床或疼痛导致的肌肉萎缩、 关节僵

硬等并发症，从而加速康复进程。

三、减少并发症风险

长期或剧烈的疼痛可能引发一系列并发

症，如深静脉血栓、肺部感染、压疮等。这些并

发症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还

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因此，通过积极的疼痛管

理，降低疼痛水平，有助于减少这些并发症的

发生风险，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

四、提高医疗质量与安全

疼痛管理是现代医疗护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 也是衡量医疗质量与安全的重要指标之

一。 骨科护理团队通过制定个性化的疼痛管

理方案，实施多模式镇痛策略，如药物治疗、

物理治疗、心理治疗等，确保患者疼痛得到全

面、有效的控制。这不仅体现了医疗护理的专

业性和人文关怀， 也提高了医疗服务的整体

质量和安全性。

五、促进医患沟通与合作

疼痛管理需要医患双方的密切沟通与合

作。医护人员通过详细询问患者的疼痛感受、评估

疼痛程度，制定并实施个性化的疼痛管理方案；患

者则需积极配合治疗，及时反馈疼痛变化。这种良

好的沟通与合作模式， 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

系，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满意度。

综上所述， 疼痛管理在骨科护理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性。 它不仅关乎患者的舒适度与

满意度，更直接影响到康复进程、并发症风险、

医疗质量与安全以及医患关系。因此，骨科护理

团队应高度重视疼痛管理工作， 不断提升专业

技能和服务水平，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

护理服务。

（作者单位

:�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