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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是血液在血管内部异常凝结所形成

的固态块状物质，它不仅影响血液循环，还可

能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

了解血栓形成的机制和预防措施， 对于

维护血管健康至关重要。

一、血栓形成的机制

血栓形成涉及多个因素，主要包括：

1.

血液成分改变：血小板增多、红细胞增

多或血液中凝血因子增多， 都会促进血液的

高凝状态。

2.

血流改变：血液流速减缓会增加血栓

形成的风险。长时间的静坐不动、长期的卧床

休养或下肢静脉曲张等情况， 都可能减缓血

液流速，使血液淤积，形成血栓。

3.

血管壁改变：血管内皮受损是血栓形

成的重要因素。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及吸

烟等不良习惯，都可能损害血管内壁，使其变

得粗糙不平，为血小板的黏附提供了温床。动

脉硬化也可以引起管壁变化，如斑块破裂、内

皮细胞受损，进一步促进血栓形成。

二、血栓的危害

血栓的危害不容小觑， 它可以发生在动

脉和静脉中，并引发不同的并发症：

1.

深静脉血栓（

DVT

）：主要侵袭下肢静

脉，阻塞血液回流，导致腿部肿胀、疼痛及皮

肤发红等症状。若未能及时干预，可能引发肺

栓塞。

2.

肺栓塞：当深静脉血栓脱落并随血液

漂流至肺部时，会触发肺栓塞，这是一种危及

生命的紧急情况，症状包括突发性呼吸困难、

胸痛、心跳加速，甚至晕厥与猝死。

3.

脑卒中（中风）：若血栓在脑部动脉内

形成，将引发脑卒中，导致脑细胞因缺氧而死

亡，可能留下偏瘫、语言障碍、视力下降等后

遗症。

4.

心肌梗死：冠状动脉血栓会阻断心脏

的血液供应，导致心肌梗死，患者会出现剧烈

的胸痛、胸闷及冷汗淋漓等症状。

三、血栓的预防措施

预防血栓， 需要从生活方式和医疗干预

两方面入手：

1.

合理饮食：避免高脂肪、高胆固醇的

食物，饮食要清淡，多食用能增强纤溶活性

的食物，如洋葱、大蒜和生姜，以降低血液粘

稠度。

2.

适当运动：适量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游

泳及骑行，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液黏稠度。

避免长时间静坐， 应每隔一段时间起身活动一

下。

3.

控制原发病：高血压患者要严格控制血

压，高血脂患者要降低血脂浓度，遵医嘱用药，

不可擅自停药，定期进行复查。

4.

合理用药： 对于存在血栓风险的患者，

医生可能会建议服用抗凝药物，如华法林钠、阿

司匹林等，预防血栓形成。 务必遵医嘱服药，切

勿擅自停药或调整剂量。

通过了解血栓的形成机制和危害， 采取合

理的预防措施， 我们可以显著降低血栓发生的

风险，维护血管健康，享受美好的生活。

（作者单位：河北以岭医院）

血栓形成的机制与预防措施

□

乔正坤

内科患者由于疾病的不同， 身体机能

和代谢状态会受到显著影响， 因此科学合

理的营养管理对于改善其预后、 促进康复

至关重要。 以下是关于内科护理中营养管

理的几个关键点， 旨在为患者提供科学合

理的饮食建议。

一、评估患者营养状况

在实施营养管理前， 首先要对患者的营

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这包括体重、身高、

BMI

、体脂率、肌肉量

等指标，以及实验室检查如血清白蛋白、前白

蛋白、转铁蛋白等。这些指标有助于了解患者

的营养需求，为后续的营养管理提供依据。

二、制定个性化营养方案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如病情、年龄、性

别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营养方案。 例如，对

于消化道功能障碍的患者， 可采用肠内营养

支持；对于无法经口进食的患者，可采用肠外

营养支持。

糖尿病患者： 需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

入量，以维持血糖的稳定。

肾病患者：需要限制蛋白质、钠和钾的摄

入，避免加重肾脏负担。

心血管疾病患者： 应尽量减少饱和脂肪

和胆固醇的摄入， 增加膳食纤维和不饱和脂

肪酸的摄入，以促进心脏健康。

三、平衡膳食，注重营养全面性

平衡膳食是指在保证能量供给的基础

上，均衡摄入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

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对于内科患者而言，膳

食中应尽量选择优质蛋白，如瘦肉、鱼类、蛋

类和豆制品等，提供足够的蛋白质支持。

碳水化合物应主要来自全谷物和蔬菜，

而不是精制糖类，以避免血糖波动。脂肪的摄

入应主要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 如橄榄油和

鱼油，以减少对心血管的负担。

四、少食多餐，注重食物搭配

内科患者的进食频率和食物搭配也非常

重要。

建议少食多餐，每天

4-5

餐，避免一次

性摄入过多食物，导致消化负担加重。食物搭

配上，应避免单一饮食，尽量选择多种食物，

以满足身体对不同营养素的需求。

可以将粗粮、 肉类、 蔬菜和水果合理搭

配，保证营养的全面摄取。

五、监测与调整营养方案

在营养管理过程中，需要定期监测患者的

营养状况、生化指标和体重等，以及时了解营

养管理的效果。

根据监测结果，适时调整营养方案，以满

足患者的营养需求。

同时， 还需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及

时发现并处理与营养管理相关的并发症。

综上所述，内科护理中的营养管理是一个

综合性的过程，需要医护人员根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并在操作过程中不断

监测和调整。

通过科学合理的饮食建议，内科患者可以

有效改善病情，增强体质，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馆陶县人民医院）

内科护理中的营养管理

□

吴建星

妇科肿瘤是女性常见的健康问题， 包括

子宫肌瘤、卵巢癌、宫颈癌等。 早期发现和治

疗妇科肿瘤对于预防并发症、 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介绍妇科肿瘤的早期发现与治疗

方法，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和应对这一疾病。

一、早期发现妇科肿瘤的重要性

妇科肿瘤的早期发现对于预防并发症和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早期肿

瘤通常症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而一旦症状

出现，往往已经发展到中晚期，治疗难度和费

用都会增加。因此，定期进行妇科检查是早期

发现妇科肿瘤的关键。

二、妇科肿瘤的检查方法

妇科肿瘤的检查方法包括妇科检查、

B

超、

CT

、

MRI

等。 其中，妇科检查是最基本的

检查方法，医生通过触摸子宫和附件区，可以

初步判断是否存在异常。

B

超是常用的检查方法， 可以观察肿瘤

的大小、形态、位置等，对肿瘤的诊断和分期

具有重要意义。

CT

和

MRI

则主要用于评估

肿瘤的扩散范围和深度。

三、妇科肿瘤的治疗方法

妇科肿瘤的治疗方法包括手术、 放疗和

化疗等。 根据肿瘤的性质、大小、扩散范围等

因素，医生会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

1.�

手术治疗： 手术是治疗妇科肿瘤的首

选方法，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妇科肿瘤。手术方

法包括子宫切除术、附件切除术、肿瘤切除术

等。 对于恶性肿瘤，手术范围可能会扩大，包

括淋巴结清扫等。

2.�

放疗： 放疗是治疗妇科肿瘤的辅助方

法之一， 适用于手术无法完全切除的肿瘤或

放疗敏感的肿瘤。放疗可以控制肿瘤的生长，

减少复发的风险。

3.�

化疗： 化疗是治疗妇科恶性肿瘤的常

用方法， 适用于无法手术或手术风险较大的

患者。化疗药物可以杀死癌细胞，控制病情的

发展。

四、妇科肿瘤患者的注意事项

妇科肿瘤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以

下几点：

1.�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合理饮食、适

量运动、保持充足的睡眠是保持身体健康的

重要因素。 患者应避免过度劳累，保持良好

的心态。

2.�

定期复查：妇科肿瘤患者在治疗后需要

定期进行复查，了解病情的恢复情况。 医生会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复查计划，患者应按

时进行复查。

3.�

合理用药：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需要使用

药物时，应遵医嘱，合理用药。 不要随意更改药

物剂量或停药，以免影响治疗效果。

总之，妇科肿瘤的早期发现与治疗对于预

防并发症、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

义。 患者应定期进行妇科检查，了解自己的健

康状况。

同时，患者应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

用药，以便更好地应对妇科肿瘤这一疾病。

（作者单位：河北省迁安燕山医院）

妇科肿瘤的早期发现与治疗

□ 白光

血清药物浓度如何影响药效

□

陈霞

在医学领域， 血清药物浓度是一项重要

的临床指标，它不仅直接关系到药物的疗效，

还影响着患者的安全和健康。 了解血清药物

浓度如何影响药效，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使用

药物，避免不必要的副作用。

血清药物浓度， 指的是药物进入人体后

在血液中的总浓度。 这一指标能够反映药物

在体内的代谢情况和分布状态， 从而帮助我

们评估药物的疗效及其潜在毒性。

药物进入血液后， 通过血液循环分布到

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发挥其药理作用。血药浓

度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药物在体内的作用强

度和作用时间。

当血药浓度处于正常范围时， 药物能够

发挥正常的治疗作用， 达到预期的疗效。 例

如，降压药物在适当的血药浓度下，能够有效

降低血压，保持血压的稳定。而抗生素在适当

的浓度下，能够抑制或杀灭细菌，治疗感染。

在这种情况下，血药浓度与药物疗效成正比，

既保证了疗效，又减少了副作用的发生。

然而，血药浓度并非越高越好。过高的血

药浓度不仅会增加药物的疗效， 同时也会带

来一系列的不良反应和毒性作用。例如，降压

药物如果用量过大，导致血药浓度过高，可能

会使血压降得过低，出现脑供血不足、头晕等

症状。同样，阿司匹林在血药浓度过高的情况

下，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如鼻出血、牙龈出血

等。对于一些化疗药物，过高的血药浓度甚至

可能引发严重的毒副作用，如恶心、呕吐、脱

发、骨髓抑制等，严重时甚至危及患者生命。

因此，在药物治疗过程中，选择合适的血

药浓度至关重要。 这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

况，如年龄、体重、肝肾功能等，以及药物的性

质、半衰期等因素，综合考虑，制定个性化的

用药方案。

同时，患者在使用药物时，应严格遵循医

嘱，按时按量服药，避免自行增减剂量或更改

用药方式，以免导致血药浓度的异常波动，影

响疗效和安全性。

为了监测血药浓度， 临床上常采用血清药

物浓度测定的方法。 这一方法通过分析血液样

本中特定药物的含量， 了解药物在体内的代谢

情况及其与疾病之间的关系， 为调整用药方案

提供依据。

常用的测定方法包括高效液相色谱法、气

相色谱法等，这些方法具有灵敏度高、准确性好

的优点，能够为临床用药提供可靠的指导。

总之， 血清药物浓度是影响药效的重要因

素之一。了解并合理控制血药浓度，有助于发挥

药物的最佳疗效，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提高患

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