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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 椎 病 是 一 种 常 见 的 疾
病 。 在 中 医 里 ，它 被 称 为“ 项
痹”；而在西医中，则称之为“颈
椎病”。

病因
颈椎退行性改变；慢性劳损

（睡眠姿势、工作姿势、日常生活
习惯不良）；头颈部外伤（颈椎骨

折与脱位，伴有脊髓损伤）；颈椎
先天畸形；颈部受凉。

临床表现
颈椎病最常见的表现是颈

部不适，不论处于哪个位置、姿
势，都能感到颈椎不舒服。这种
疼痛可能是持续的酸疼或钝痛，
也可能是剧烈的刺痛。颈项部
僵硬及颈椎活动受限。

头晕、眼花，可能与颈部神
经受压或血液循环相关。

上臂疼痛。
手指麻木、疼痛，一般是由

颈部神经受压或者神经根损伤
导致。

类型
颈型 最常见，也是大家最

不重视的时期。
神经根型 发病率最高，由

神经根受压引起。
椎动脉型 由椎间盘退变压

迫椎动脉引起供血不足导致。
交感神经型 由颈部交感神

经纤维受压导致。
脊髓型 脊髓受压，四肢活

动受限，下肢发软，走路犹如踩
到棉花，并发症多。

食管受压型 引起严重吞咽
困难。

混合型 几种症状相互存
在，治疗比较复杂，疗效欠佳。

治疗手段
颈椎牵引 神经根型、椎动

脉型、交感神经型、轻度脊髓型
适宜牵引治疗；中、重度脊髓型
不建议牵引治疗。

推拿治疗 用揉法、点法放
松颈项部肌肉，缓解疼痛等不
适。

针灸治疗 包括针刺治疗
（取穴颈项部华佗夹脊穴、风池、
风府、大椎、肩井、合谷、曲池、
外关等）、颈部艾灸治疗（将 3 年
以上的陈艾点燃放到艾灸盒或
温灸器中，一天一次，每次大约
30分钟）。

中药熏蒸治疗 将药物煎煮
后，先以热蒸汽熏治，再取其药
液温洗全身。药方如下：川芎、
丹参、赤芍、三棱、莪术、冰片、
伸筋草、生甘草。

缓解肌肉紧张类药物 包括
盐酸乙哌立松片、消炎止痛类药
物、营养神经类药物等。

如何调护
颈椎病急性发作期以“静”

为主，“动”为辅；慢性期以“动”
为主，颈椎可以前后左右各个方
向活动。

如何预防
枕头不宜过高，以平枕、颈

部小枕为主；低头、仰头或转头
时不宜动作过猛，转头幅度不
能太大；勿长时间低头工作，勤
变换体位；驾车乘车途中避免
急刹车，勿过度劳累，防撞伤、
摔伤；注意颈肩部保暖，避免受
凉。

（作者供职于河南宏力医院）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果糖的消
费量急剧增加，导致肝内脂肪积累、
高甘油三酯血症、高尿酸血症和癌
症的风险大幅上升。不过，其机制
尚未完全阐明。氨基酸代谢在这一
过程中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相
应的证据仍然不足。

为了进一步探究其机制，研究
人员在动物模型中进行了研究。结
果显示，果糖暴露可能干扰氨基酸
代谢相关基因的表达，以及蛋白质
乙酰化修饰，这些可能是导致氨基
酸代谢重编程的重要因素。此外，
研究还发现了一些关键的代谢基因
和毒性代谢物的变化，比如N-乙酰
乙醇胺的积累和尿素循环的干扰。

这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果糖导
致氨基酸代谢紊乱的新见解，并为
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然而，
我们仍需更多的研究来深入了解果
糖暴露对人类健康的长期影响。

大众应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控制果糖的摄入量是关

键。减少高果糖食品和饮料的摄
入，选择低果糖或无果糖的食品，都
可以降低疾病风险。

其次，保持均衡饮食，摄入足够
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素，对于维持
健康的氨基酸代谢也非常重要。

再次，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也
很重要。如果发现自己有果糖相关
的健康问题，比如高甘油三酯血症

或高尿酸血症，及时就医并遵循医
生的建议进行治疗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对于科研人员和政策制
定者来说，进一步研究和制定相应
的政策是必要的，需要更深入地了
解果糖暴露对人类健康的长期影
响，并采取措施来减少人们对其的
暴露。

总的来说，果糖暴露对氨基酸
代谢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
要我们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和理
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保
护我们的健康，预防和控制由果糖
暴露引起的相关疾病。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造口手术已成为众多肠道疾
病患者重拾生活质量的重要途
径。本文将从饮食调控到皮肤细
致护理，为造口患者提供一份护理
指南。

精细化饮食管理
造口患者需遵循一套个体化

的饮食原则，既要确保营养均衡，
又要避免对造口造成不必要的刺
激。

均衡膳食。构建以全谷物、优
质蛋白质（比如鱼、禽、豆制品）、丰
富蔬果为基础的饮食结构，确保维
生素、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的全面摄
入。术后初期，尤其要注重高蛋
白、高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以加速
伤口愈合与体力恢复。

避免刺激。远离辛辣、油腻及
易产气的食物，比如辣椒、油炸食
品、洋葱，以减少对肠道及造口的
刺激，预防腹泻或不适。同时，限
制酒精摄入，尤其是含气饮料，维
护肠道的平稳状态。

平衡水分与纤维。保持充足
的水分摄入，不仅能软化粪便，预
防便秘，更对维持体内水平衡至关
重要。对于膳食纤维的摄入，需根
据个人情况调整，适量摄取以调节
肠道功能，但需确保食物细碎易消
化，避免梗阻风险。

皮肤呵护
造口周围皮肤的健康是日常

护理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患者
的舒适度与生活质量。

日常清洁。每日进行至少 2
次的温和清洁，使用温水与柔软布
料或专用清洁液，轻柔擦拭造口及
周围皮肤，避免摩擦损伤。清洁

后，迅速擦干，保持皮肤干燥，预防潮湿引起的皮肤
问题。

护肤产品的个体化选择。根据皮肤状况，选用适
合的护肤产品。对于无褶皱的皮肤，可使用造口护肤
粉与保护膜，形成保护层；而对于有褶皱或不平整的
皮肤，则需借助防漏膏进行精细填补，确保造口袋粘
贴的密封性。

渗漏预防的全方位策略。定期更换造口袋，选用
合适尺寸，确保紧密贴合。更换时，遵循无菌操作原
则，减少感染风险。同时，密切关注底盘与皮肤贴合
情况，一旦发现渗漏，立即处理，避免皮肤受损。

综合观察与定期复诊
细致观察，及时发现异常。每次更换造口袋时，

要细致观察造口黏膜的颜色、形态及周围皮肤状况，
留意有无红肿、破溃、疼痛等现象。同时，关注造口袋
内液体的性质与量，为医生提供准确信息。

定期复诊，守护健康。遵循医生指导，按时复诊，
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复诊计划
应根据个人情况灵活调整，但保持规律性的检查对于
长期健康管理至关重要。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邹平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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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作为人体的支撑框架，
其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
活质量。骨折，作为骨骼健康的
一大威胁，不仅会带来身体上的
痛苦，还可能影响日常生活和工
作。因此，掌握骨折预防的全攻
略，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

均衡饮食 营养全面
骨骼的健康离不开充足的

营养支持。确保在日常饮食中
摄入足够的钙、维生素 D 和其他
重要营养物质，是预防骨折的基
础。钙是骨骼的主要成分，而维
生素 D 则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

和利用。富含钙的食物包括牛
奶、酸奶、豆腐、鱼类等；富含维
生素 D 的食物则包括鱼肝油、蛋
黄、鱼类等。此外，适量摄入蛋
白质、维生素 C 等也有助于骨骼
健康。

适度运动 增强骨骼
运动是增强骨骼强度和稳定

性的有效手段。有氧运动如散
步、跑步、游泳等可以提高心肺功
能，同时也有助于骨骼的健康。
力量训练如举重、俯卧撑等则可
以增加肌肉的力量和骨密度。但
需要注意的是，运动应适度，避免
过度运动导致骨骼疲劳和受伤。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并逐
渐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是预防
骨折的关键。

避免高风险活动 注意安全
某些活动具有较高的骨折

风险，比如高空跳跃、攀岩、滑
雪等。参与这些活动时，应采
取适当的安全措施，比如佩戴
防 护 装 备 、接 受 专 业 指 导 等 。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
安全，避免发生意外伤害。关
注居家安全，清理地面上的障
碍物，安装扶手和防滑垫，以减
少跌倒的风险。

戒烟限酒 健康生活
吸烟和酗酒会对骨骼健康产

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吸烟和
酗酒会增加骨折的风险。因此，
戒烟和限制酒精摄入对于预防骨
折非常重要。此外，保持良好的
睡眠质量、减少压力、保持心理健
康等也是维护骨骼健康的重要因
素。

定期体检 及时发现问题
定期进行体检可以帮助早期

发现骨质疏松和其他与骨骼健康
相关的问题。通过骨密度检查和
其他相关检查，可以评估骨骼的
健康状况，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
施。对于已经患有骨质疏松等骨
骼疾病的人群，应遵医嘱进行治
疗和康复锻炼。

特殊人群需特别关注
老年人、儿童及长期卧床

或久坐的人群是骨折的高发人
群。对于老年人来说，除了上
述预防措施外，还应避免单独
外出或进行高风险活动；对于
儿童来说，家长应加强监护和
教育；对于长期卧床或久坐的
人群来说，应定期进行体位改
变和肢体活动以维持骨骼和肌
肉的健康。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德州市
宁津县人民医院）

脂肪瘤是身体浅表处常见的一
种良性肿瘤，其发病率远高于恶性肿
瘤，且多见于人体的躯干、四肢等部
位。虽然脂肪瘤多为良性，但正确的
护理和治疗对于患者的康复至关重
要。在门诊手术室进行脂肪瘤切除
手术时，细致的护理措施不容忽视。

术前准备：细致入微，确保安全
皮肤准备 手术前，患者应保持

手术区域的皮肤清洁，比如有体毛
的，应及时去除，防止术中感染。同
时，要防止皮肤发生损伤及蚊虫叮
咬，确保手术区域的皮肤完整无损。
此外，要确保手术区域皮肤无红肿等
异常情况。

心理准备 虽然脂肪瘤手术多为
门诊手术，但患者仍可能因对手术的
恐惧和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医护
人员应与患者充分沟通，解释手术过
程、预期效果及可能的风险，帮助患
者建立信心，缓解紧张情绪。

饮食调整 术前一日，患者应保
持清淡饮食，避免食用过于油腻、辛
辣或刺激性食物，以免影响手术效果
或增加术后不适。同时，要保持充足
的睡眠，为手术做好身体准备。

术后护理：精心照料，促进恢复
切口护理 术后，患者应保持手

术切口的清洁和干燥，避免沾水或污
染。定期更换敷料，并注意观察切口
是否有红肿、渗液等感染迹象。如有
异常，应及时就医处理。

疼痛管理 术后切口可能会有一
定程度的疼痛或不适，患者可根据医
嘱使用止痛药缓解症状。同时，保持
良好的休息和睡眠也有助于减轻疼
痛。

饮食调养 术后初期，患者应继
续保持清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和高
蛋白食物，以促进切口愈合和身体恢
复。避免食用过于油腻、辛辣或刺激
性食物，以免刺激切口或引起胃肠不适。

适当活动 术后适当活动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和
切口愈合。但患者应避免剧烈运动或提重物等可能
拉伤切口的行为。根据个人恢复情况，逐渐增加活动
量。

心理调适 术后，患者可能会因担心切口愈合、复
发等问题而产生焦虑情绪。家人和医护人员应给予
患者足够的关心和支持，帮助其调整心态，积极面对
术后生活。

定期复查与随访 脂肪瘤切除后，患者应遵医嘱
定期复查和随访，有助于医生及时了解患者的恢复情
况，发现并处理任何潜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有家族
遗传史或多发性脂肪瘤的患者，更应密切关注病情变
化，防止复发或恶变。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聊城市人民医院）

临床生化检验犹如一盏明灯，以
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精确的科技手段，
照亮了人体内部生化世界的每一个
角落。这不仅仅是一场高科技设备
的盛宴，更是对血液、尿液等生物样
本中微观化学变化的深刻洞察与诠
释。本文旨在重构并深化对临床生
化检验的理解，剖析其关键检查项
目、创新解读策略及实践中的细微考
量，为大众搭建一座通往精准医学诊
断的桥梁。

核心检查项目
肝功能评估新视角 肝功能检验

作为肝脏健康的晴雨表，不仅局限于
胆红素家族的审视，更将焦点对准了
转氨酶家族的微妙变化，它们如同肝
脏的哨兵，敏锐地捕捉着任何损伤的
信号。从肝炎的初步排查到肝硬化
的深度剖析，肝功能检验始终站在守
护肝脏健康的第一线。

肾功能监测的全面审视 肾脏作
为体内毒素的清理站，其功能的评估
依赖于尿素、肌酐、尿酸等指标的精
准测量。这些指标如同肾脏健康的
指示灯，一旦亮起，便预示着可能的
肾功能受损，为急慢性肾炎、肾衰竭
等疾病的早期发现提供了关键线索。

血脂管理的精细化策略 在“富

贵病”频发的今天，血脂检验显得尤
为重要。通过对总胆固醇、甘油三
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等指标的精细监测，我们
能够更早地发现血脂异常，实施个体
化干预，有效遏制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风险。

电解质平衡的微妙调控 钾、钠、
氯、钙、镁等电解质如同人体细胞内
的微小调节器，其平衡状态直接关系
到机体的正常运转。电解质检验作
为评估人体健康状态的重要窗口，为
我们揭示了电解质失衡背后的种种
健康隐患。

心肌健康与糖代谢的深度剖析
心肌酶谱检验与血糖及糖代谢检验

分别为心脏健康与糖尿病管理提供
了科学依据。前者如同心脏的守护
者，快速捕捉心肌梗死的蛛丝马迹；
后者则是糖尿病防控的指南针，精准
指导治疗方案的调整与优化。

如何解读结果
临床生化检验的结果解读，绝非

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一场融合了医
学智慧与临床经验的深度对话。它
要求我们不仅要熟悉各项指标的正
常范围与临床意义，更要具备综合分
析能力，将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其
他检查结果乃至生活习惯等因素纳
入考量范畴，从而做出更加准确、全
面的诊断与评估。（作者供职于山东
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医院）

肺纤维化是指肺组织受
到损伤后，成纤维细胞过度增
殖和细胞外基质过度沉积，导
致肺组织结构和功能发生改
变的病理过程。这一过程不
仅影响肺部的正常呼吸功能，
还可能引发呼吸衰竭等严重
后果。因此，预防肺纤维化，
对于保护呼吸道健康、维持生
命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措施
呼吸道疾病是肺纤维化

的重要诱因之一，预防感冒、
肺炎等呼吸道疾病，对于防止
肺纤维化至关重要。注射流
感和肺炎疫苗，是预防呼吸道
感染的有效手段。要保持室
内空气清新，经常开窗通风，
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或污染
严重的环境中。

生活习惯
戒烟限酒。吸烟是引起

肺纤维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戒
烟对于预防肺纤维化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限制酒精摄
入，避免免疫系统功能降低。

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
维生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物，
比如新鲜水果、蔬菜、鱼类等，
有助于提高身体免疫力，抵抗
疾病侵袭。

充足休息。保证充足的
睡眠和规律的作息，有助于身
体各系统功能的恢复和增强。

加强体育锻炼
适量的体育锻炼，比如慢

跑、游泳、骑自行车等有氧运
动，有助于提高心肺功能，增
强呼吸系统的免疫力和抵抗
力。但在进行室外运动时，应
选择空气质量好的时间进行，
避免吸入过多有害物质。

注意环境
尽量避免在空气污染严

重的环境中长时间停留，比如
在 雾 霾 天 气 应 减 少 户 外 活
动。使用空气净化器等设备，
保持室内空气清新。避免接
触粉尘等有害物质，如工作需
要，应做好防护措施。

定期体检与监测
定期进行体检，尤其是

胸部 CT（计算机层析成像）
检查，有助于早期发现肺纤
维化等肺部疾病。对于已确
诊为肺纤维化的患者，应遵
医嘱进行规范治疗，并定期
复查，以评估病情变化和治
疗效果。

预防肺纤维化，从呼吸道
保护开始，是维护肺部健康、
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通过
避免感染、保持健康的生活习
惯、加强体育锻炼等措施，我
们可以有效降低肺纤维化的
发生风险，保护我们的肺部健
康。同时，对于已确诊为肺纤
维化的患者，应积极进行治疗
和康复锻炼，以延缓病情进
展、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淄博
市临淄区妇幼保健院）

骨折预防攻略
□王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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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肺纤维化
从呼吸道保护开始

□崔冬梅

解读临床生化检验
□张雪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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