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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肌骨超声技术诊断风湿病的优势

□

何建宏

冠心病患者的情绪管理

□

沈茂

冠心病可以说是一场心脏与生活方式

的长期对话， 确诊冠心病的患者往往更关

注疾病的治疗，而忽略一个隐形的“幕后推

手”———情绪。焦虑、紧张、恐惧等不良情绪

不仅会加重心脏负担， 而且可能会成为诱

发心绞痛急性发作的导火索。

对于患者和家属而言， 学会如何在日

常生活中进行情绪管理， 无异于为心脏撑

起一把“保护伞”。对此，本文将从科学视角

和实际生活出发， 为大家探讨情绪管理的

关键方法， 帮助各位在对抗疾病的路上走

得更稳。

心脏与情绪：看不见的纽带

心脏不仅是人体的“动力泵”，更是身

体对情绪反应最敏感的器官之一。 当人感

到紧张或愤怒时， 身体就会释放大量肾上

腺素及儿茶酚胺等物质，导致心跳加速、血

压升高。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这种变化便

相当于给脆弱的血管增加额外负担， 可能

诱发心绞痛或心肌缺血。 尤其是长期处于

焦虑状态的人， 体内持续的炎症反应更会

加速动脉硬化进程， 让原本狭窄的血管雪

上加霜。

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并非所有的

情绪都有害。 适度的紧张能帮助人保持警

惕，但问题在于“度”———当焦虑长期占据

主导地位，身体便会持续处于“战或逃”的

应激模式， 这种高负荷状态对心脏康复极

其不利。因此，患者就需要学会区分健康情

绪波动与病理性的情绪失控， 并通过科学

方法来为心灵“减负”。

焦虑的早期信号：从身体到心理的

警示

许多冠心病患者最初并不认为自己存

在情绪问题， 有人将频繁的心悸归因于气

候变化， 有人因睡眠变差而责怪药物副作

用。 但事实上，身体早已发出信号：持续的

手心出汗、肌肉紧绷、难以专注，或是总感

觉“胸口压了块石头”———这些细节都在提

示情绪问题可能已悄悄越界。

而心理层面上的变化更为隐蔽， 部分

患者会过度关注身体症状， 稍有不适就怀

疑病情恶化； 另一些人则因为担心连累家

人而陷入自责。 家属也容易被焦虑的阴影

笼罩，比如过度限制患者活动，或反复提醒

“你不能激动”， 这反而加重了患者的心理

压力。 因此， 及时发现这些信号便至关重

要。 大家可以通过每日花几分钟来记录身

体和情绪状态， 区分哪些是真实的病理症

状，哪些是情绪放大的结果，从而避免陷入

“越怕越糟”的循环。

情绪管理的三大实用技巧

1.用呼吸为心脏降压

深呼吸作为最简单有效的情绪调节工

具，在紧张时，人体的呼吸就会变得短而急

促，进一步加剧缺氧感。 此时便可尝试“478

呼吸法”，即吸气 4 秒，屏息 7 秒，呼气 8

秒。 这一方法旨在通过延长呼气时间激活

副交感神经， 来帮助身体从紧张模式切换

到放松状态。每天练习 2-3 次，尤其在早晨

起床或晚间休息前进行， 便能形成对焦虑

的“条件反射式缓解”。

2.重塑思维：树立正确认知

持续的焦虑往往都源于对疾病的灾难

化想象。“我的心脏随时可能停跳”“再发病

就没救了”，这些念头会像滚雪球般带来更

大的恐慌。此时，大家可以通过现实检验来

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比如说写下这些担忧，

然后逐一回答“发生的概率有多大”“我能

做哪些应对准备”。当患者意识到九成以上

的灾难预判并不会真实发生时， 思维就会

逐渐回归理性轨道。

3.建立日常生活的“情绪安全阀”

规律的生活节奏本身就能提供安全

感。 在平常，建议患者可以制定包含轻量

运动（如散步）、兴趣爱好和社交互动的每

日计划。 不过需特别注意的是，活动选择

应以“适度愉悦”为标准———比如养花、听

音乐或整理旧照片，而非强制自己完成高

强度任务。 家属也可以协助创造稳定的生

活节律，如固定用餐时间、共同参与放松

活动， 通过可预测的环境来降低焦虑

触发点。

综上所述， 冠心病的治疗从来不只是

药物与手术的故事， 它更是一场关于如何

与身心和谐共处的修行。 通过科学的情绪

管理方法， 患者不仅能降低冠心病急性发

作的风险，更能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在这

个过程中，有意识地观察情绪、接纳脆弱、

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也是每个人都可习

得的能力。记住，心脏的健康不仅需要精心

的医疗呵护， 更需要一颗懂得自我关爱的

从容之心———这种力量， 终将成为抵御疾

病最温暖的铠甲。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

院心血管内科）

从古至今， 风湿病一直对患者造成困

扰，可能会引起患者出现关节疼痛、晨僵、关

节肿胀、关节活动障碍等一系列症状，不但损

害着身体健康， 也明显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

量。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医学者拥有更

多手段来探寻风湿病的奥秘， 其中肌骨超声

是非常重要的检查方式，不但能够有效筛查、

诊断风湿病，还可以评估患者的治疗效果，为

后续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指导依据。那么，到

底什么是风湿病呢？ 为什么风湿病患者要做

肌骨超声呢？ 接下来就给大家科普一些相关

知识，希望为大家提供帮助。

什么是风湿病？

风湿病不是特定的某种疾病，而是某一

类疾病的总称， 具体是指由于多种原因累及

软骨、韧带、滑囊、滑膜、肌腱、肌肉等软组织

和骨关节的疾病， 可能会引起患者出现肌肉

疼痛、关节疼痛等一系列症状。风湿病可能会

在任何年轻段的人群中发作， 但中青年女性

是其主要的发作群体。 风湿病的发作机制较

为复杂，可能与免疫、环境、遗传等多种因素

有关。 多数风湿病患者在规范治疗后都能够

获得良好的预后，但如果没有及时治疗，任由

疾病发展，可能会导致关节功能丧失、关节畸

形等不良后果。

什么是肌骨超声？

肌骨超声属于超声检查的常见类型之

一。超声检查是现代医学中常用的检查方式，

运用了超声波的物理特性， 对患者的局部区

域进行扫描，获取回声信息，并将回声信息上

传至计算机系统，进行一系列处理、加工后转

换成图像式信息。顾名思义，肌骨超声就是使

用超声对患者肌肉、骨骼进行检查的方式，对

于风湿病患者而言， 肌骨超声的使用也是非

常重要的。

肌骨超声诊断风湿病的优势

1.高分辨率

肌骨超声图像的分辨率较高，便于医生

观察患者的患病区域。 肌骨超声能够将软组

织结构清晰地显示出来，包括韧带、肌腱、关

节滑膜等组织，对于风湿病的敏感性较高，可

以让医生准确发现病变部位， 并对病变部位

实施评估。

2.动态观察

相比于其他检查方式， 肌骨超声能够

实现对患病部位的动态观察。 在肌骨超声

检查中， 医生能够对关节活动过程实施动

态、实时的观察，从而更准确地了解患者的

病情， 有助于帮助患者制定出个性化的治

疗方案。

3.早期发现

风湿病的早发现、 早治疗是非常关键

的，其中最基本的病理改变就是滑膜炎。但是

在风湿病早期， 很多患者的滑膜炎表现较为

隐匿，很容易被误诊为滑囊炎或腱鞘炎，而肌

骨超声能够对关节部位进行排查， 尽早发现

滑膜炎表现，从而诊断风湿病。

4.无创性

在医院检查中，很多检查方式都会给患

者造成一定创伤。 比如在注射造影剂时需要

对血管进行穿刺， 或者在病理检查时可能需

要进行穿刺活检， 而超声检查属于完全无创

的检查，患者无痛苦、无创伤，相比于其他检

查更容易被接受。

5.重复性

风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患者需要接受

较长时间的治疗， 而治疗期间可以通过肌骨

超声来评估治疗效果。 肌骨超声运用了超声

波的物理特性， 不会对患者造成任何电离辐

射， 即使在短时间内反复接受检查也不会对

身体造成伤害，可重复性更强。

肌骨超声在风湿病的应用方向

1.早期诊断

在肌骨超声检查过程中，即使患者没有

出现明显的症状，仍然可以发现关节积液、关

节滑膜增厚等情况， 这些都是风湿病的早期

症状， 尽早诊断并干预治疗能够有效延缓病

情的发展，避免患者出现更多不良症状。

2.评估病情

肌骨超声能够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

不同风湿病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各不相同，

而在肌骨超声检查中医生可以定量评估关节

积液和滑膜厚度， 反映出患者的病情严重程

度，并为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3.监测疗效

在风湿病的治疗过程中，患者可以定期

前往医院接受复诊， 通过肌骨超声来监测治

疗效果，医生可以动态评估病情的变化趋势，

如果治疗效果不佳还可以及时更换治疗

方案。

4.判断预后

肌骨超声还能够对风湿病患者的预后

进行判断。在患者康复过程中，医生可以通过

肌骨超声对患者的生活方式和康复措施实施

指导，促进患者顺利康复。

综上所述，肌骨超声是诊断风湿病的重

要措施，希望患者能够积极配合诊疗，早

日康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

队第九二三医院）

在重症监护室（ICU）这个与死神激

烈博弈的战场，有一件堪称“秘密武器”

的医疗技术， 正悄然为危重症患者的生

命保驾护航， 它就是连续性肾脏替代治

疗（CRRT）。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CRRT

或许是一个陌生的专业术语， 但在 ICU

医生的手中， 它却能发挥扭转乾坤的强

大力量，一次次将患者从生死边缘拉回。

CRRT 的工作原理：精准净化血液

人体的肾脏犹如一座高效运转的

“净化工厂 ”，承担着过滤血液 、清除代

谢废物、调节水和电解质平衡以及维持

酸碱稳定等重要职责 。 然而，当患者遭

受严重创伤、感染、休克、急性肾损伤等

重大打击时， 肾脏功能往往不堪重负，

陷入“罢工 ”状态。 此时，CRRT 挺身而

出，模拟肾脏的工作机制 ，通过体外循

环装置 ，缓慢而持续地对患者血液进行

净化处理。

具体来说，CRRT 利用特殊的滤器，

基于对流、弥散和吸附等原理，将血液中

的水分、代谢废物、毒素以及多余的电解

质等物质清除出去， 同时补充人体所需

的物质，从而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 与

传统的间歇性血液透析相比 ，CRRT 的

显著特点在于其“连续性”。 它能够在较

长时间内（通常持续 24 小时或更长），以

缓慢、平稳的方式对血液进行净化，更接

近人体肾脏的生理工作模式， 减少了对

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使患者的身体

能够更好地适应治疗过程。

CRRT 的适用病症 ： 多领域的生

命守护

1 .急性肾损伤 ：这是 CRRT 最常见

的应用领域之一。 急性肾损伤可由多种

原因引起，如严重感染、药物中毒 、大面

积烧伤等。 当肾脏功能突然受损 ，无法

有效清除体内的代谢废物和多余水分

时，CRRT 能够及时介入 ， 帮助患者度

过肾脏功能恢复的关键时期。 据统计 ，

在急性肾损伤患者中，接受 CRRT 治疗

的患者生存率明显高于未接受治疗的

患者。

2.重症感染与脓毒症：重症感染和脓

毒症患者体内会产生大量的炎症介质，

这些炎症介质如同“失控的野马 ”，在全

身循环中引发过度的炎症反应， 导致多

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MODS）。 CRRT

可以通过吸附和滤过的方式， 清除血液

中的炎症介质，调节机体的免疫反应，减

轻炎症对器官的损伤， 为患者的救治争

取宝贵时间。

3.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ARDS 患者的肺部会出现严重的渗出和

水肿，导致呼吸功能衰竭。 CRRT 通过对

液体平衡的精确调节， 能够减轻肺间质

水肿，改善肺部的气体交换功能，同时清

除体内的炎症介质，缓解全身炎症反应，

对 ARDS 患者的呼吸功能支持起到重要

作用。

4.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

MODS 是危重症患者常见且严重的并发

症 ， 涉及多个器官系统的功能障碍 。

CRRT 能够针对 MODS 患者复杂的病理

生理变化，从多个方面进行干预，如清除

毒素、调节酸碱平衡、维持水电解质稳定

等，为各器官功能的恢复创造有利条件。

CRRT 的治疗优势：全方位呵护患者

1. 血流动力学稳定： 由于 CRRT 是

缓慢、持续地进行血液净化，对患者的血

流动力学影响极小。 这对于那些血流动

力学不稳定的危重症患者， 如严重心力

衰竭、休克患者来说，尤为重要。 它能够

在不加重心脏负担的情况下， 实现对体

内环境的有效调节。

2.精准的液体管理：危重症患者往往

存在复杂的液体平衡问题， 过多或过少

的液体都会对患者的病情产生不利影

响。 CRRT 能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精

确地控制液体的出入量， 实现精准的液

体管理， 有助于维持患者的循环稳定和

器官灌注。

3. 清除炎症介质 ： 如前文所述 ，

CRRT 在清除血液中的炎症介质方面具

有独特优势。 通过调节免疫反应，它能够

减轻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降低多器官

功能障碍的发生风险， 提高患者的救治

成功率。

4. 营养支持与代谢调节： 在 CRRT

治疗过程中，可以根据患者的营养需求，

补充适量的营养物质， 同时清除代谢废

物，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为患者的康

复提供良好的代谢基础。

CRRT 作为重症监护室里的秘密武

器，以其精妙的工作原理、广泛的适用病

症和显著的治疗优势， 在危重症患者的

救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为那

些生命垂危的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 ，让

我们看到了现代医学科技在守护生命过

程中的无限可能。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相信 CRRT 将不断完善和发展， 为更多

危重症患者点亮生命之光。

（作者单位：广西医学科学院·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CRRT 技术解析：在重症监护室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 林沙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