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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 伤口的出现难以避免。

无论是意外受伤、手术切口还是慢性疾病导

致的皮肤破损，伤口的愈合都是身体恢复的

重要环节。 然而，有时候伤口却迟迟无法愈

合，这不仅给患者带来痛苦，还可能引发感染

和其他并发症。

本文将介绍伤口不愈合的原因、可能引

发的困扰以及专业的护理指南，帮助患者快

速康复。

伤口不愈合的原因

伤口不愈合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主要

包括全身因素和局部因素两个方面：

一、全身因素：

1.

年龄，随着年龄增长，组织中成纤维细

胞的细胞周期明显延长，致使愈合延迟，但是

由于存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因而不能把

这种现象仅仅归咎于年龄。

2.

肥胖，脂肪组织相对无血管，伤口供血

不足，广泛的皮下组织易形成伤口死腔和伤

口血肿，妨碍血氧向伤口释放。 容易为感染

提供病灶。

3.

营养不良，如蛋白质、维生素

A

、维生

素

E

等的缺乏，吸烟、射线等都是影响伤口

愈合的因素。

4.

全身性疾病、基础疾病、化疗药物等因

素导致伤口不能按正常愈合过程愈合。

二、局部因素：

1.

感染：伤口局部存在细菌感染或化脓，

是导致伤口难以愈合的主要原因。 感染会破

坏伤口的正常愈合过程，引发炎症反应，延缓

愈合时间。

2.

伤口局部肉芽陈旧、有异物残留或血

肿，也会导致伤口难以愈合。 此外，伤口周围

的皮肤张力过大，也会影响愈合过程。

3.

血液循环不良： 局部血液循环差、血

供不足，会导致伤口部位营养供应不足，影响

愈合速度。

伤口不愈合的困扰

伤口不愈合不仅会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

痛苦，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并发症，严重影响生

活质量。

1.

感染扩散：细菌通过未愈合的伤口进

入血液循环，可能引发全身性感染，甚至导致

器官功能衰竭。

2.

伤口持续出血：血管受损后未能正常

收缩止血，可能导致贫血和失血性休克。

3.

慢性创面：伤口处微环境改变，细胞

外基质合成减少，胶原纤维产生不足，形成慢

性创面，愈合缓慢且易发生坏死组织积聚。

4.

疼痛加剧：炎症反应增强或神经损伤

导致疼痛加剧，影响睡眠质量和精神状态。

5.

功能障碍：长时间的不适导致肌肉萎

缩或关节僵硬，引起运动受限，影响日常生活

自理能力。

专业护理指南

针对伤口不愈合的问题， 以下是一些专

业的护理指南，帮助患者快速康复：

1.

保持伤口清洁： 定期用温和的肥皂和

温水清洗伤口周围的皮肤， 但避免直接冲洗

伤口。轻轻擦干后，使用无菌纱布或创可贴覆

盖伤口，防止细菌进入。

2.

使用抗生素药膏： 在医生的建议下，

涂抹抗生素药膏如红霉素软膏、 莫匹罗星软

膏等，以减少感染的风险。 但请注意，过度使

用抗生素可能导致耐药性问题。

3.

定期更换敷料：根据伤口情况，定期

更换敷料，保持伤口的清洁和干燥。如果伤口

渗出物较多，可能需要更频繁地更换敷料。

4.

避免过度活动：尽量减少伤口周围的

活动，以免加重伤口或导致伤口裂开。 根据伤

口的位置和严重程度，可能需要在一段时间内

避免某些活动。

5.

观察感染迹象：密切关注伤口是否出现

红肿、疼痛、渗出物增多或发热等感染迹象。 如

果出现这些症状，请立即就医。

6.

遵循医嘱：如果医生建议进行特定的伤

口护理或使用药物，请务必遵循医嘱。 不要自

行更改治疗方案，以免影响伤口愈合。

7.

补充营养：保持良好的营养状况有助于

伤口愈合。 多吃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

的食物，如瘦肉、鱼、蔬菜和水果。 如果患者因

病吃不下食物，需要静脉补充营养液。

8.

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饮酒都可能影响

伤口愈合，因此应尽量避免。

总之，伤口不愈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通过专业的护理指南和医生的指导，患者

可以更好地管理伤口，促进愈合，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

如果遇到伤口不愈合的情况，请及时就医，

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作者单位： 四川省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在现代社会，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

活节奏的加快，糖尿病的发病率日益攀升，成

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 而在糖尿病的

众 多 并 发 症 中 ， 糖 尿 病 肾 病（

Diabetic

Nephropathy

，

DN

）以其早期症状不明显、进展

迅速的特点，被称为“沉默的威胁”。

本文将深入探讨糖尿病肾病的相关知

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和预防这一疾病。

一、什么是糖尿病肾病？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病

变并发症之一，无论是

1

型还是

2

型糖尿病，

都有可能导致肾功能损害。 数据显示，

30%-

40%

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肾功能损害，而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约有

5%

的人在确诊糖尿病

时已经存在糖尿病肾病。

二、糖尿病肾病的发生机制

糖尿病肾病的发生与高血糖长期作用下

引发的代谢紊乱、 血流动力学改变以及慢性

炎症密切相关。 具体来说，其发生机制包括：

1.

高糖毒性： 长期高血糖可直接损伤肾

小球内皮细胞和基底膜，导致其增厚和硬化。

2.

高血流动力学压力： 糖尿病患者常有

高血压， 进一步增加肾小球的过滤负担，

导致肾小球硬化。

3.

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炎性因子和

自由基的积累加剧了肾脏损伤。

三、糖尿病肾病的分期及表现

根据肾脏损伤的程度，糖尿病肾病可

分为五期：

1. I

期：糖尿病初期，无明显表现，检

查可见肾小球滤过率（

GFR

）升高。

2. II

期：临床前期，仍无明显不适，尿

常规可能发现微量白蛋白尿。

3. III

期：早期肾病，蛋白尿明显，尿泡

沫增多，伴或不伴下肢水肿，血压可轻度

增高。

4. IV

期：临床肾病，血压升高，贫血，

水肿加重，血肌酐升高，肾功能开始减退。

5. V

期：尿毒症期，血压升高，贫血加

重，尿量减少或无尿，全身乏力，恶心呕

吐，严重时需透析治疗。

四、糖尿病肾病的筛查与诊断

由于糖尿病肾病早期症状不明显，因

此早期筛查和诊断至关重要。 常用的筛查

和诊断方法包括：

1.

尿白蛋白排泄率（

UAE

）：筛查早期糖

尿病肾病的首选指标。

2.

血清肌酐和估 算 肾 小 球 滤 过 率

（

eGFR

）：用于判断肾功能。

3.

尿常规和尿沉渣检查： 观察蛋白尿和

其他异常。

4.

肾脏超声：了解肾脏大小和结构变化。

五、糖尿病肾病的治疗

糖尿病肾病的治疗需要综合管理， 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1.

控制血糖：保持

HbA1c

在目标范围（通

常小于

7%

），避免高血糖对肾脏的长期损害。

2.

控制血压：使用

RAAS

抑制剂（如

A－

CEI/ARB

类药物）控制血压，目标范围通常为

130/80 mmHg

以下。

3.

饮食管理：限制盐分摄入，控制蛋白质

摄入量（每公斤体重

0.8 g/

天），避免肾脏负担

过重。

4.

药物治疗：根据病情，可能需要使用降

脂药、降尿酸药等。

5.

生活管理：适量运动、减重、戒烟酒、注

意碳水化合物与热量、脂肪的平衡摄入、补充维

生素等。

六、预防与随访

预防糖尿病肾病的关键在于早期干预和综

合管理。 糖尿病患者应定期进行肾功能检查，包

括尿常规、尿蛋白肌酐比、血肌酐等，每年至少筛

查一次。 同时，根据病情进行随访，低、中风险期

每年随访

1

次，高风险期每年随访

2

次，极高风

险期每年随访

3

次及

4

次以上。

七、结语

糖尿病肾病作为一种“沉默的威胁”，对糖尿

病患者的生命和生活质量构成极大威胁。

然而，通过早期筛查、综合管理和科学治疗，

大部分患者可以延缓其进展甚至避免终末期肾

病的发生。

因此，糖尿病患者应提高健康意识，定期监

测肾功能，及时就医，携手医生科学管理，守护健

康肾脏。

让我们共同努力，提高认识，为自己和家人

的健康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青龙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伤口不愈合的专业护理指南

□

贺彩蓉

超声作为一种无创、 无放射性的医学影

像检查方法，广泛应用于腹部疾病的诊断。它

通过高频声波与人体组织相互作用产生的回

声信号，经过计算机处理后形成图像，可以清

晰地显示腹部器官的形态、大小、位置以及是

否存在异常病变。 本文将详细介绍超声在腹

部疾病诊断中的价值，包括其原理、适应症、

检查过程、优缺点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

一、腹部超声检查的原理

腹部超声检查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超声波

在体内的传播和反射生成图像。 具体过程包

括以下几个步骤：

1.

超声波发射与接收：超声探头内的压

电晶体发射高频声波， 声波在体内遇到不同

密度的组织时会发生反射和折射。

2.

回波成像：反射回来的声波被探头接

收，并转化为电信号。

3.

图像显示： 计算机处理这些信号，生

成实时的腹部器官图像， 供医生进行分析和

诊断。

二、腹部超声检查的适应症

腹部超声检查适用于评估多种腹部疾病

和病症，包括但不限于：

1.

肝脏疾病：如脂肪肝、肝硬化、肝肿

瘤、肝脓肿等。

2.

胆道系统疾病：如胆结石、胆囊炎、胆

管扩张、胆管肿瘤等。

3.

胰腺疾病：如胰腺炎、胰腺肿瘤、胰管

扩张等。

4.

脾脏疾病：如脾肿大、脾囊肿、脾肿瘤等。

5.

肾脏和泌尿系统疾病： 如肾结石、肾

囊肿、肾肿瘤、肾积水、膀胱肿瘤等。

6.

腹腔内血管疾病： 如腹主动脉瘤、门

静脉高压等。

7.

腹腔内肿瘤：如原发性或转移性腹腔

内肿瘤。

8.

其他腹部病症：如腹腔积液、阑尾炎、

肠梗阻等。

三、腹部超声检查的过程

腹部超声检查过程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

筛查和早期诊断：腹部超声检查因其

无创性和高灵敏度， 广泛应用于多种腹部疾

病的筛查和早期诊断。例如，通过超声可以早

期发现肝脏肿瘤、胆结石、肾囊肿等病变，及

早进行治疗，提高治愈率。

2.

疾病监测和随访： 对于慢性疾病患

者， 腹部超声检查是监测病情变化和评估治

疗效果的重要手段。通过定期超声检查，可以

动态观察疾病进展， 如肝硬化患者的肝脏变

化、肾病患者的肾功能情况等，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

3.

急性病症的诊断：腹部超声在急性病症

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如急性阑尾炎、急性胆

囊炎、肠梗阻等。 超声检查可以快速提供诊断

信息，辅助医生进行紧急处理和手术决策。

4.

辅助介入治疗：腹部超声在介入治疗

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如超声引导下的肝脏穿

刺活检、肾囊肿抽吸术、腹腔积液引流等。

5.

儿科应用：腹部超声在儿科中的应用也

非常重要。 儿童腹部疾病如先天性肾积水、肠

套叠、肝母细胞瘤等都可以通过超声检查早期

发现和诊断，减少辐射暴露，保护儿童健康。

四、腹部超声检查的优缺点

优点：

1.

无创性：腹部超声检查无需穿刺或放

射线，对人体无害，适合所有年龄段患者。

2.

实时成像：超声检查可以提供实时动

态图像，帮助医生及时发现病变和评估功能。

3.

安全性高：超声波无辐射，对人体无害，

特别适合孕妇、儿童和需要多次检查的患者。

4.

操作简便：超声设备便携、操作简便，

可以在床旁进行检查，特别适用于危重患者。

缺点：

1.

图像质量受限：超声图像质量受患者

体型、胃肠气体等因素影响，对于肥胖患者或

有大量气体干扰的情况，图像质量可能下降。

2.

依赖操作者经验：超声检查的结果和

诊断准确性与操作者的经验和技术水平密切

相关。

3.

难以评估深部结构：对于腹部深部结

构或包膜较厚的器官，超声波穿透力有限，图

像清晰度较差。

五、腹部超声检查的临床价值

1.

早期发现潜在疾病：腹部超声作为一

种无创检查方法， 能够早期发现潜在的腹部

脏器病变，为及时治疗创造条件。

2.

辅助临床诊断： 通过腹部超声检查，

医生可以直观地了解患者腹部脏器的状态，

为进一步诊断提供依据。 它可以帮助医生准

确判断病因、病变范围和严重程度，从而制定

出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案。

3.

动态监测病情：腹部超声可以动态监

测病情变化， 有助于评估治疗效果和调整治

疗方案。 对于需要持续观察的慢性疾病或复

杂病例， 定期进行腹部超声检查可以及时发

现病情变化，避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4.

筛查高危人群： 对于某些高危人群，

如慢性肝病患者、长期吸烟者等，定期进行腹

部超声检查有助于发现潜在的腹部脏器病

变，降低疾病风险。

5.

无创无痛检查：腹部超声检查是一种

非侵入性的检查方式， 不会给患者带来创伤

和痛苦。相较于其他有创检查方法，如穿刺活

检、内窥镜等，腹部超声具有更高的患者接受

度和舒适度。

6.

无辐射安全：腹部超声检查不涉及放

射性物质的使用，因此不会产生辐射危害。这

对于孕妇和儿童等特殊人群尤为重要， 可以

避免因辐射暴露而带来的潜在风险。

六、腹部超声检查的未来发展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腹部超声检查在临床

中的应用前景广阔。 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

1.

三维超声：三维超声技术可以提供更直

观和详细的腹部器官图像，有助于复杂病变的

诊断和手术规划。

2.

对比增强超声：通过注射对比剂，增强

超声图像的对比度，提高对病变的检出率和诊

断准确性。

3.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在超声图像的

自动分析和诊断中具有巨大潜力，可以提高诊

断效率和准确性。

4.

实时动态监测技术：通过实时动态监测

技术的改进，实现实时动态观察腹部脏器的功

能和血流状态，为评估脏器功能和病情变化提

供更多信息。

5.

便携式超声设备：随着便携式电子技术

的发展，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加轻便、易于携带

的超声设备， 使得腹部超声检查更加方便快

捷，适应更多临床应用场景，如家庭医疗、远程

医疗等。

6.

多模态影像融合技术：将腹部超声与其

他影像学检查方法（如

CT

、

MRI

等）进行多模态

影像融合，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提高疾病诊断

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七、结语

腹部超声检查是一种安全、无创、操作简

便的影像学诊断方法，在筛查、诊断和监测腹

部疾病中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腹部超声检查，

我们可以详细了解腹腔内器官的结构和功能，

早期发现和诊断多种腹部病变，指导临床治疗

和随访。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腹部超声检查

在临床中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为提高医

疗质量和患者生活质量提供重要支持。

（作者单位： 河北省廊坊市中医医院）

超声在腹部疾病诊断中的适应症及优缺点

□ 王军辉

糖尿病肾病，你了解多少

□

李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