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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作为人体的重要器官， 承担着排

毒、调节体液平衡以及多种其他关键功能。

然而，当肾脏出现问题，尤其是肾功能不全

或肾衰竭时， 我们的身体会通过一系列预

警信号来“求救”。 本文将详细介绍这些信

号，并探讨如何识别及应对肾衰竭。

一、肾脏的重要性与功能

肾脏位于腹腔的后部，左右各一，形如

蚕豆。 它们的主要功能包括：

1.

排毒功能： 肾脏通过尿液排出体

内的代谢废物和多余水分， 保持内环境

的清洁。

2.

调节体液平衡： 肾脏通过调节尿液

的量和成分，维持体内的水、电解质和酸碱

平衡。

3.

分泌激素：肾脏分泌多种激素，如红

细胞生成素、肾素等，参与血压调节和红细

胞生成。

4.

维持酸碱平衡： 肾脏通过调节尿液

的酸碱度，保持体内的酸碱平衡。

二、肾衰竭的定义与分类

肾衰竭是指肾脏功能下降或严重受

损，导致代谢紊乱的综合征。 根据病程，肾

衰竭可分为急性肾损伤（

AKI

）和慢性肾衰

竭（

CRF

）两种类型。

1.

急性肾损伤： 短时间内肾功能快速

减退，常见原因有手术、肿瘤、感染、肾毒性

药物等。

2.

慢性肾衰竭： 各种肾脏病持续进展

至后期的共同结局，主要病因包括糖尿病、

高血压、慢性肾炎等。

三、肾脏的“求救信号”

当肾脏出现问题时， 身体会发出一系

列预警信号，提醒我们及时关注。 以下是一

些常见的肾脏“求救信号”：

1.

尿液异常

尿量变化：尿量减少或夜尿增多，可能

是肾脏受损的初步提示。

尿色变化：尿色变深或出现血尿，可能

是尿液中红细胞增多的表现。

尿中出现泡沫：尿液中蛋白质增多，导

致尿液表面张力增大，形成泡沫。

2.

水肿

肾脏无法有效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和

盐分，导致体液在组织间隙中潴留，形成水

肿。 水肿可能出现在眼睑、面部、下肢等部

位，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全身性水肿。

3.

消化系统症状

肾脏功能受损， 身体内的毒素无法有

效排出，会累积在胃肠道中，引起恶心、呕

吐、食欲不振等症状。 这些症状可能与一般

的消化系统疾病相似， 但结合其他肾脏问

题的表现，可以更容易地识别它们。

4.

贫血

肾脏受损时， 造血原料的合成和利用

受到影响，导致红细胞生成减少，出现贫血

症状。 贫血可能表现为面色苍白、乏力、头

晕等症状。

5.

高血压

肾脏在调节血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当肾脏功能受损时，血压可能升高，进

一步加重肾脏负担。 高血压可能表现为头

痛、头晕、心悸等症状。

四、如何识别肾衰竭

除了上述症状外， 还可以通过一些医

学检查来识别肾衰竭：

1.

尿常规检查： 通过检查尿液中的

成分，可以判断是否存在血尿、蛋白尿等

异常。

2.

肾功能检查：通过检测血清肌酐、尿

素氮等指标，可以评估肾脏的滤过功能。

3.

肾脏超声检查： 可以观察肾脏的形

态、大小以及是否存在结石、囊肿等病变。

4.

血液生化检查：可以检测电解质、酸

碱平衡等指标， 了解肾脏在调节内环境方

面的功能。

五、如何应对肾衰竭

一旦确诊为肾衰竭，应及时就医，采取

以下治疗措施：

1.

药物治疗：根据病情，医生可能会开

具利尿剂、降压药、抗生素等药物，以缓解

症状、控制病情进展。

2.

透析治疗： 对于急性肾损伤或慢性

肾衰竭晚期患者， 透析治疗可以帮助清除

体内的废物和毒素，维持生命活动。 透析包括

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两种方式。

3.

肾移植：对于符合条件的肾衰竭患者，

肾移植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 肾移植可以

恢复患者的肾脏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4.

生活方式调整：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有助于

延缓肾衰竭的进展。

六、预防肾衰竭

预防肾衰竭的关键在于保护肾脏健康，

以下是一些预防措施：

1.

定期体检：定期进行尿常规、肾功能等

检查，及时发现肾脏问题。

2.

合理用药：避免滥用药物，特别是肾毒

性药物，如某些抗生素、化疗药等。

3.

控制基础疾病：积极治疗高血压、糖尿

病等慢性疾病，防止其损害肾脏。

4.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饮食，适量

运动，戒烟限酒，保持良好的心态。

结语

肾脏的健康对我们的生命至关重要。 通

过了解肾脏的“求救信号”，我们可以及时发

现肾脏问题，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 同时，

通过定期体检、合理用药、控制基础疾病和保

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预防肾衰竭的

发生，保护肾脏健康。 让我们共同关注肾脏健

康，享受健康的生活！

（作者单位：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如何识别并应对肾衰竭

□ 陈娜

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 影响着人

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据统计，约三分之一的

人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会经历失眠问题。 长

期失眠不仅会导致精神萎靡、工作能力下降、

智力减退，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如心

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抑郁症等。

随着医学的进步， 高压氧治疗作为一种

新兴且有效的治疗方法， 正在为长期失眠患

者带来新的希望。

一、失眠的成因与影响

失眠的成因复杂多样， 涵盖了心理、生

理、环境等多个层面。心理压力、焦虑、抑郁等

情绪问题可能扰乱大脑的神经活动， 导致失

眠。不良的生活习惯，如睡前过度使用电子设

备、饮食不规律等，也会干扰生物钟，影响睡

眠质量。 此外，大脑神经递质失衡、内分泌紊

乱以及某些疾病导致的身体不适， 都可能成

为失眠的导火索。

长期失眠不仅影响个体的精神状态，还

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 大脑得不到充分

休息，会引起脑的耗氧量进一步增加，导致大

脑缺氧，进而引发一系列生理和病理变化。因

此，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对于改善失眠患者

的健康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二、高压氧治疗：失眠的新选择

高压氧治疗是指在超过一个大气压的环

境中吸入纯氧或高浓度氧以辅助治疗疾病的

方法。近年来，高压氧治疗在应对失眠问题上

展现出了多重且深入的作用机制， 成为了一

种创新且有前景的治疗选择。

1.�

提高血氧含量和氧分压

当人体处于高压氧环境中， 氧气在血液

中的溶解度大幅增加， 更多的氧气被输送到

大脑及身体各个组织。 充足的氧供有助于恢

复大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功能，增强能量产生，

从而稳定神经细胞的兴奋性， 调整紊乱的睡

眠

-

觉醒节律，使其回归正常的生理节奏。

2.�

改善脑部微循环

失眠可能导致脑部微血管收缩、 血液流

动减缓，而高压氧能够扩张微血管，促进血液

循环，增加脑组织的血液灌注。良好的微循环

有助于清除大脑中的代谢废物和毒素， 为神

经细胞提供更清洁、营养丰富的环境，促进其

功能恢复，进而改善睡眠质量。

3.�

调节神经递质的平衡

高压氧可以影响大脑中多种神经递质的

合成、释放和代谢。 例如，它能促进血清素、

γ-

氨基丁酸等抑制性神经递质的生成，这

些神经递质在诱导睡眠、 维持睡眠深度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高压氧还能调节多巴

胺、去甲肾上腺素等兴奋性神经递质的水平，

使大脑的兴奋与抑制过程达到平衡， 有助于

缓解失眠症状。

4.�

减轻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

长期失眠会导致大脑内氧化应激产物增

加，引发炎症反应，损伤神经细胞。 高压氧具

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 能够清除自由

基，降低炎症因子水平，保护神经细胞免受损

害， 为大脑的正常功能和睡眠调节机制提供

保障。

5.�

促进大脑神经可塑性

高压氧有助于激活神经干细胞， 促进神

经细胞的再生和修复， 增强大脑的神经可塑

性。 这对于改善失眠患者的认知功能和情绪

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三、高压氧治疗失眠的临床效果

根据近年来的临床研究， 以常规治疗为

基础、联用高压氧治疗为辅助手段，可使失眠

患者持续睡眠的时间明显增长， 紊乱的睡眠

节奏得到调整，睡眠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特别

是对于长期神经衰弱的失眠者， 高压氧治疗

能够迅速改善缺氧状态， 提高大脑细胞的代

谢功能，从而缓解失眠症状。

一些患者在接受高压氧治疗后，反馈称睡

眠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 原本入睡困难的患者

可以更快地进入睡眠状态，之前睡眠浅、易醒

的情况也得到了改善。

高压氧治疗不仅延长了深睡眠时间，还改

善了睡眠周期， 使患者能够享受到更加宁静、

安稳的睡眠。

四、高压氧治疗的注意事项

尽管高压氧治疗在失眠治疗中展现出了

显著的效果，但并非适用于所有患者。 对于患

有严重心肺疾病、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活动性

出血等疾病的人群，需要谨慎评估其风险和获

益。 此外，高压氧治疗必须在专业医疗机构中，

由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操作，并根据患者的个

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五、结语

高压氧治疗为长期失眠患者提供了一种

创新且有前景的治疗选择。 通过提高血氧含

量、改善脑部微循环、调节神经递质平衡、减轻

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以及促进大脑神经可塑

性等多方面的作用机制，高压氧治疗能够显著

改善失眠患者的睡眠质量。

（作者单位：广西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高压氧治疗失眠的临床效果及注意事项

□

徐霞

浅谈病案管理的个人隐私保护措施

□

李依宸

在当今医疗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病案

管理作为医疗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不仅承载

着记录个体健康轨迹的重任，还肩负着保护

患者隐私的神圣使命。

病案，作为患者健康状况的全面记录，从

初诊到复诊，从常规检查到特殊治疗，每一份

病历资料都是医生诊断、治疗及科研的宝贵

依据。 然而，在信息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如何

在利用病案信息提高医疗服务效率的同时，

确保个人隐私不受侵犯，成为了一个亟待解

决的重要课题。

一、病案管理的重要性

病案管理，简而言之，就是对患者的医疗

记录进行系统化、规范化的收集、整理、存储、

检索和利用的过程。 它不仅关乎医疗质量的

提升，更是医疗安全、教学科研、法律证据等

多方面的基石。

1.�

医疗质量与安全：准确的病案信息能

够帮助医生快速了解患者病史，做出正确的

诊断和治疗决策，减少误诊误治，提高医疗质

量。 同时，病案也是医疗纠纷处理的重要依

据，有助于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2.�

教学与科研：通过对大量病案的分析

研究，医学教育工作者能够获取丰富的临床

案例，用于教学培训，提高医学生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科研人员则能从中挖掘出疾病发

生发展的规律，推动医学科学的进步。

3.�

公共卫生管理： 病案数据是公共卫生

监测、疾病防控的重要信息来源。通过对特定

疾病的流行趋势、人群分布等进行分析，可以

为政府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病案管理中的隐私保护挑战

随着医疗信息化的深入发展， 电子病历

系统逐渐普及， 这极大地提高了病案管理的

效率和便捷性。但与此同时，个人信息泄露的

风险也随之增加， 隐私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

挑战。

1.�

数据泄露风险： 电子病历系统中存储

着大量敏感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身份证

号、联系方式、疾病诊断、治疗记录等。

一旦系统遭受黑客攻击或内部人员违规

操作，这些信息就可能被非法获取，导致个人

隐私泄露。

2.�

信息共享的双刃剑： 为了实现医疗资

源的优化配置和跨机构诊疗信息的互联互

通，病案信息共享成为必然趋势。 然而，如何

在促进信息共享的同时， 确保个人隐私不被

不当使用，是当前面临的一大难题。

3.�

患者知情权与隐私权平衡： 患者有权

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和医疗记录， 但过度查

询或不当使用个人健康信息， 又可能侵犯到

患者的隐私权。 如何在保证患者知情权的同

时，合理限制信息访问权限，是病案管理需要

细致考量的问题。

三、强化病案管理中隐私保护的措施

面对病案管理中的隐私保护挑战， 需要

从技术、法律、管理等多方面入手，构建全方

位、多层次的保护体系。

1.�

加强技术防护：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

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等技术手段，确保电子

病历系统的安全性。实施数据脱敏处理，对敏

感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 减少直接识别个人

身份的风险。

2.�

完善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医疗信息保

护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及

信息技术服务商在保护患者隐私方面的责任

和义务。

加大对违法泄露个人信息行为的惩处力

度，提高违法成本。

3.�

强化内部管理： 建立健全病案管理制

度，严格限制信息访问权限，实行分级授权管

理。定期对员工进行隐私保护培训，增强全员

隐私保护意识。 建立隐私泄露应急响应机制，

一旦发生泄露事件，能够迅速响应，减轻损害。

4.�

促进患者参与：增强患者的隐私保护意

识，通过知情同意书、隐私政策说明等方式，明

确告知患者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范围及可能

的风险。 提供便捷的信息查询和更正渠道，保

障患者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5.�

推动技术创新：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

等前沿技术，探索更加安全高效的病案管理方

式。 区块链技术因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

性，为医疗数据的安全存储和共享提供了新的

解决方案。

四、结语

病案管理，作为连接医疗服务与患者隐私

保护的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追求医疗

信息化、智能化的同时，我们必须时刻铭记，技

术的发展应以保护人的尊严和权利为前提。

通过不断优化病案管理流程，强化隐私保

护措施， 我们不仅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

高效的医疗服务，还能在数字时代中筑起一道

坚固的隐私防线， 让健康轨迹的记录更加安

全、可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安心享受医疗进

步带来的福。

（作者单位：广西桂平市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