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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这种快节

奏的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忽视身体的健康。其

中，血管的健康尤其容易被忽视。血管外科护

理，就是关注血管健康的重要一环。本文将向

大家介绍血管外科护理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

从日常护理做起，关爱我们的血管。

一、了解血管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血管。血管

是人体内运送血液的通道，包括动脉、静脉和

毛细血管三部分。它们在人体内相互连接，形

成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我们的心脏泵血时，血

液通过这些管道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提

供氧气和营养，同时带走代谢废物。如果血管

出现异常，血液无法正常流动，就会引发各种

健康问题。

二、血管外科护理的重要性

血管的健康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

全。血管疾病如高血压、动脉硬化、血栓等，都

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而通过正

确的血管外科护理， 我们可以有效预防和控

制这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日常的饮食、运动、药物管理等，都是维

护血管健康的重要手段。

三、日常护理怎么做

1.

饮食管理：合理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

的基础。 我们要少吃高脂肪、高盐、高糖的食

物，多吃蔬菜水果，保持营养均衡。 特别是要

控制饮酒和吸烟， 这两者都是血管疾病的危

险因素。

2.

定期运动： 运动可以增强心血管功

能，降低血压，减少脂肪堆积。 我们应根据自

己的身体状况， 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 如散

步、慢跑、游泳等，并保持规律的运动习惯。

3.

控制体重：肥胖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

风险因素。我们要保持适当的体重，避免过度

肥胖。

4.

规律作息：良好的睡眠是保持健康的

重要因素。我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避免

熬夜，以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5.

药物管理：如果患有高血压、高血脂

等血管疾病，我们要遵医嘱按时服药，不能随

意停药或改变药量。 同时，也要定期复查，了解

病情变化。

6.

定期体检：定期进行体检，可以及时发

现并处理血管问题。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年龄、性

别、家族病史等因素，选择合适的体检项目。

7.

保持轻松心态：情绪波动可能导致血压

升高，对血管健康不利。 我们要学会调整心态，

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

总之，血管的健康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

而正确的血管外科护理是维护血管健康的重要

手段。通过合理的饮食、运动、药物管理，以及定

期体检和保持良好的心态， 我们可以有效预防

和控制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作者单位： 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

浅谈血管外科护理的重要性

□

刘艳

超声检查报告中有哪些常见术语

□

王峥

超声检查作为一种无创、无痛、无辐射

的医学影像检查手段， 被广泛应用于临床，

帮助医生诊断多种疾病。 然而，面对超声检

查报告上的专业术语，许多患者可能感到困

惑。 本文将分条介绍超声检查报告中常见术

语的含义，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和解读自己

的检查报告。

1.�

回声

“回声”是超声检查中的基础概念，它指

的是超声波在人体组织内传播时，遇到不同

密度的界面（如器官、组织、液体或气体）后

反射回来的声波。 报告中常见的“无回声”、

“等回声”和“强回声”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组

织特性：

无回声：常见于液体区域，如囊肿、胸腔

积液等。

等回声：类似于正常肝脏组织的回声强度。

强回声： 常见于密度较高的组织， 如骨

头、结石、钙化斑等，可能提示脂肪肝、肾结石

等问题。

2.�

形态与边界

形态：描述病变的形状，如圆形、椭圆形、

不规则形等，以及生长方向（如水平位、垂直

位）。 形态的描述有助于医生判断病变的性

质。

边界：指病灶与正常组织的界限，分为清

晰和不清晰。

清晰的边界可能提示良性病变， 而不清

晰的边界则可能意味着恶性或复杂病变。

3.�

血流

“血流”一词在超声报告中常用来描述病

变及正常组织内的血液供应情况。 彩色多普

勒超声能够显示血管分布和血流速度， 从而

评估组织的活性及病变的性质。

4.�

囊性、实性、囊实性

囊性：表示病灶内主要为液体成分，如

囊肿。

实性：表示病灶为实质（固体）成分，常见

于肿瘤、结节等。

囊实性： 表示病灶同时包含液体和实质

成分， 这种混合性病变可能具有特定的临床

意义。

5.�

结节与占位

结节：通常指较小的病灶，直径一般小于

2

厘米。

占位：则指较大的病灶，可能压迫周围组

织或器官，影响其功能。

6.�BI-RADS

分类（以乳腺为例）

BI-RADS

（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是乳

腺超声诊断中常用的分类标准， 通过边缘、形

态、 钙化、 血流等特征将乳腺病变分为不同类

别，从

BI-RADS 0

（无法判断）到

BI-RADS 6

（活

检证实为恶性病变）。

这一分类有助于临床医生评估病变的恶性

风险，制定进一步诊疗计划。

结语

面对超声检查报告中的专业术语， 患者不

必过于紧张。正确理解这些术语的含义，有助于

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同时，保持冷静，

认真听取医生的解释和建议， 遵循医嘱进行进

一步检查或治疗，是维护健康的关键。超声检查

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诊断手段，将在未来的医

疗实践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 山东省淄博市市级机关医院）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并发

症之一， 其诊断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指标，以

确保准确性和及时性。 以下是糖尿病肾病诊

断标准的详细解析，旨在帮助公众更好地理

解这一疾病。

一、糖尿病病史

患者需有明确的糖尿病病史。 长期血

糖控制不佳是导致糖尿病肾病发生的主要

原因。 因此，对于已确诊糖尿病的患者，应

定期进行肾脏相关检查， 以便及时发现肾

脏损害。

二、尿蛋白检测

尿蛋白排泄率是诊断糖尿病肾病的关

键指标。 正常情况下，尿白蛋白排泄率应小

于

20μg/min

。 如果尿白蛋白排泄率在

20-

200μg/min

之间持续存在， 或大于

200μg/

min

， 或在

3-6

个月内连续出现

3

次尿白蛋

白排泄率高于

30mg/g

， 则可诊断为糖尿病

肾病。

三、眼底检查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与糖尿病肾病同属微

血管病变，常同期发生。 因此，眼底检查发现

视网膜病变可辅助诊断糖尿病肾病。 如果糖

尿病患者出现视网膜病变， 并伴随任何一期

的慢性肾脏病，则考虑诊断为糖尿病肾病。

四、肾功能评估

随着病情进展，糖尿病肾病患者的肾功

能会逐渐受损。 血肌酐、尿素氮水平的升高

以及肾小球滤过率的下降都是肾功能受损

的表现。 尤其是肾小球滤过率低于

60mL/

min/1.73m2

时，可诊断为糖尿病肾病。 肾小

球滤过率的下降可能是糖尿病肾病的早期

表现之一。

五、肾脏病理学检查

肾脏病理学检查是诊断糖尿病肾病的金

标准之一。 通过肾脏活检可以观察肾脏组织

的病理变化，如肾小球硬化、肾小管间质纤维

化等，从而明确诊断。

六、排除其他原因的肾脏疾病

在诊断糖尿病肾病时， 还需要排除其他

原因引起的肾脏损害，如高血压、肾小球肾炎

等。 以下情况可能提示肾脏疾病由非糖尿病

原因引起：

1.

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若糖尿病患者

没有视网膜病变的迹象，但出现肾脏问题，可

能非糖尿病引起。

2.

肾小球滤过率异常：若肾小球滤过率

异常低或迅速恶化，可能指向其他肾病原因。

3.

蛋白尿急剧增多： 蛋白尿急剧增多或有

肾病综合征可能表明存在除糖尿病外的其他肾

脏疾病。

4.

顽固性高血压： 难以控制的高血压可能

是其他肾病的征兆。

5.

尿沉渣异常： 尿沉渣中的异常细胞或成

分可能提示非糖尿病性肾病。

6.

其他系统性疾病：如自身免疫性疾病、感

染性疾病等，也可能是导致肾脏病变的原因。

综上所述， 糖尿病肾病的诊断标准涉及多

个方面，包括糖尿病病史、尿蛋白检测、眼底检

查、肾功能评估、肾脏病理学检查以及排除其他

原因的肾脏疾病。对于已确诊糖尿病的患者，应

定期进行相关检查， 以便及时发现并治疗糖尿

病肾病，维护肾脏健康。

（作者单位：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糖尿病肾病的诊断标准是什么

□

王淮淮

焦虑症的自我调节和应对策略

□ 田红艳

焦虑症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障碍，表现为

过度担忧、紧张不安、害怕和恐惧等情绪。 在

现代社会中，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压力的

增大，越来越多的人受到焦虑症的困扰。 了

解焦虑症的自我调节和应对策略对于提高生

活质量和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一、认识焦虑症

焦虑症并非一种单一的心理疾病，而是

包括广泛性焦虑障碍、社交恐惧症、惊恐发作

等多种形式。 焦虑症患者常常对未来事件产

生过度担忧，并伴随着身体上的症状，如心跳

加速、出汗、颤抖等。 要有效应对焦虑症，首

先需要了解并接受自己的焦虑情绪。

二、自我调节策略

1.

呼吸练习：深呼吸是缓解焦虑的有效

方法。通过放慢呼吸节奏，可以降低身体的紧

张程度。尝试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深呼吸

数次，每次持续

5-10

秒。

2.

放松训练：渐进性肌肉松弛法和冥想

等放松训练有助于减轻焦虑情绪。 通过放松

身体的各个部位，逐步达到内心的平静。

3.

保持积极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挑

战，关注自己的优点和成就，有助于提高自信

心和减轻焦虑感。

4.

规律作息： 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有

助于调整身体的生物钟，从而减轻焦虑情绪。

5.

寻求支持：与亲朋好友分享自己的感

受，寻求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有助于缓解焦虑

情绪。

三、应对策略

1.

认知行为疗法：通过调整不合理的思

维模式和行为习惯，降低焦虑情绪。认知行为

疗法可以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应对策略，以

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2.

药物治疗：在医生建议下，适量服用

抗焦虑药物，如抗抑郁药、抗焦虑药等，有助

于缓解焦虑症状。

但需注意， 药物治疗应在专业医生指导

下进行，避免药物滥用和依赖。

3.

生活方式调整：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如均衡饮食、适量运动、避免过度使用咖

啡因等刺激性物质，有助于降低焦虑情绪。

4.

寻求专业帮助：当自我调节和应对策略

无法有效缓解焦虑症状时， 应及时寻求专业心

理咨询或治疗。 心理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

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逐步走出

焦虑的困扰。

总之， 了解焦虑症的自我调节和应对策略

对于提高个人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我

们应该学会调整心态、放松身心、规律作息、锻

炼身体和培养兴趣爱好等自我调节策略， 并在

必要时寻求专业帮助。

通过积极的应对和治疗， 我们可以逐步摆

脱焦虑症的困扰，让我们共同努力，提高心理素

质，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

（作者单位：河北省霸州市中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