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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病患者在寒冷季节需要特别
关注自身健康问题。因为寒冷天气会对
高血压病患者的血压产生不利影响。本
篇文章中将深入探讨高血压病患者在寒
冷季节应该注意的健康问题，并提供预防
措施，帮助其更好地度过寒冷的冬季。

发病特点
高血压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其

主要特点是血管内压力持续升高。高血
压病患者可出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
心悸和视物模糊等症状。长期高血压病
还容易导致心脏、脑血管、肾脏等重要器
官受损，增加患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
管疾病的风险。因此，高血压病患者需要
定期测量血压，合理控制血压水平。

在寒冷的环境中，人体为了保持体温
而采取各种反应，其中包括血管收缩。寒
冷天气会导致血管狭窄，进而引起血压升
高，这对于高血压病患者来说可能会加重
血压问题。

预防措施
避免疲劳 在寒冷的季节，人们容易

感觉疲劳。对于高血压病患者来说，过度
的疲劳可能会导致血压进一步升高，合理
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控制工作强度，避
免过度劳累非常重要。

戒烟 戒烟对高血压病患者尤为重
要，因为烟草中的尼古丁和其他有害成分
会加重血管疾病，增加罹患心脑血管疾病
的风险。尼古丁是一种强烈的致瘾物质，
它会导致血管收缩和血压升高。对于高
血压病患者来说，吸烟会进一步损害血管
健康，使血压更难控制。

限酒 过量饮酒会对高血压病患者的
健康造成危害，在过量饮酒的情况下，身
体会释放出大量的肾素和儿茶酚胺等物
质，这些物质会导致血管收缩、心率加快，
从而使血压升高。因此，限制饮酒或者戒
酒对于控制血压水平非常重要。

保暖 保持身体的温暖对于高血压病
患者尤为重要。穿着适当的衣物，保持室
内温暖，重视血管扩张和血压控制的重要
性，尤其是在寒冷环境中，要特别注意保
暖工作，避免血管痉挛和血压升高的情
况。

调整用药 高血压病患者应严格按照
医生的建议进行药物治疗，尤其在寒冷季
节可能需要与医生沟通，适时调整药物剂
量或服药时间，以确保血压的稳定。

定期监测血压 高血压病患者在寒冷季节需要更加关注
自己的血压和身体状况。定期测量血压，并记录下来，有助
于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

高血压病患者需要定期就医进行随访和评估，在寒冷季
节，患者及时就诊并与医生沟通以调整治疗方案非常重要。
有时候，可能需要临时调整药物的剂量或者添加一些辅助药
物，以帮助高血压病患者适应寒冷季节的血压变化。高血压
病患者在寒冷季节需要特别关注血压，关注自身健康。

（作者供职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德州医院）

医学检验是运用现代物理化学方
法、手段进行医学诊断的一门学科，主
要研究如何通过实验室技术、医疗仪器
设备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依据。本文
将介绍一些常见的医学检验项目及检
验前准备的相关内容。

常见医学检验项目
血液常规检查是最基本、最常见的

医学检验项目之一，包括红细胞计数、
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浓度、血小板计
数等。这些指标可以反映患者的贫血、
感染、炎症等情况。

生化检查涉及多种生化指标的测
定，如血糖、血脂、肝功能、肾功能等。
这些指标可以帮助医生了解患者的代
谢状况，评估器官功能，对糖尿病、肝
病、肾病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
意义。

免疫学检查包括免疫球蛋白、补
体、自身抗体等项目的测定。这些指标
可以反映患者的免疫功能，帮助医生诊
断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
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微生物学检查包括细菌培养、药敏
试验、病毒检测等。这些检查可以帮助
医生确定病原微生物的种类和药物敏
感性，指导临床抗生素的选择和用药。
病理学检查包括组织活检、细胞学检查
等。这些检查可以提供病变组织的详
细信息，帮助医生对肿瘤、炎症等病症
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检验前准备
对于部分生化检验项目，如测血

糖、测血脂等检查，需要空腹进行。在
检验前一晚应避免过度饮食，检验当天
早晨应保持空腹状态。对于一些特定
项目，如肝功能检查，建议保持清淡饮
食至少3天。

一些药物可能会影响检验结果，因
此在检验前应告知医生正在服用的药
物，以便医生决定是否需要调整药物剂
量或停止用药。例如，某些药物可能会
影响肝功能检查的结果。

在检验前一天晚上保持良好的睡
眠和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和情绪波动。
在检验当天早上应避免剧烈运动和食
用刺激性食物。

在检验前需要准备好相关的证件和资料，如身份证、
医保卡等。同时，不同的检验项目可能需要不同的标本容
器，采用不同的采集方法。

注意事项
在接受医学检验前，应向医生详细描述自己的病史和

症状，以便医生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检验方案。同
时，应遵守医生的建议和指导，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

在选择医院时，应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避免因不规
范的检验操作而导致结果的偏差和不准确。

在接受医学检验后，应妥善保存好检验报告，以便在
需要时进行复查或咨询医生。同时，应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和信息安全。

如果发现自己的健康状况出现异常或不适症状加重，应
及时就医并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同时，应注意保持良
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淄博市中心医院）

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
起的慢性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
传播。结核病的症状包括咳嗽、
咯痰、发热、盗汗、消瘦等。结核
病会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及时诊断
和治疗非常重要。

传播途径与预防措施
传播途径 结核病主要通过

飞沫传播，患者咳嗽、打喷嚏时，
带有结核杆菌的飞沫会散播到空
气中，健康人吸入这些飞沫后就
有可能感染结核病。

预防措施 首先，避免与患者
近距离接触。其次，保持室内空
气流通，定期开窗通风。再次，注
意个人卫生，勤洗手，避免用手触
摸口鼻眼等部位。最后，加强营

养，增强身体免疫力，也是预防结
核病的重要措施。

诊断与治疗方法
诊断方法 结核病的诊断主要

依靠临床症状、影像学检查和实验
室检查。如果发现有咳嗽、咯痰、
发热等症状，并且持续时间较长，
应立即就医，进行相关检查。

治疗方法 结核病的治疗主
要采用药物治疗，常用药物包括
利福平、异烟肼等。治疗过程中
需要注意药物不良反应，如肝肾
功能损害、皮疹等。同时，患者需
要定期复查，以便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

患者生活调适
心理调适 结核病患者容易

出现焦虑、恐惧等心理问题。因

此，患者需要保持积极的心态，配
合医生的治疗和建议。同时，家
属和社会也应该给予患者更多的
关心。

饮食调适 结核病患者需要
保持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蛋白
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避
免辛辣、油腻等刺激性食物。同
时，患者需要避免吸烟和饮酒。

休息与运动 结核病患者需
要充分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在
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进
行运动锻炼，如散步、太极拳等。
但要注意避免剧烈运动和过度劳
累。

家庭护理 家属在照顾结核
病患者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卫生，

加强营养支持，定期复查和调整
治疗方案，遵医嘱服药等。

社会支持 社会应该加强对
结核病防治的宣传和教育，提高
公众对结核病的认识和重视程
度。同时，政府和社会组织应该
为结核病患者提供更多的医疗保
障和支持服务。

康复期注意事项
定期复查 结核病患者在康

复期间需要定期进行复查，以便
及时了解病情变化和调整治疗方
案。

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在康复
期间，患者需要保持健康的生活
方式，如均衡饮食、适当运动、戒
烟限酒等。

预防再次感染 患者在康复

期间需要注意预防再次感染结核
病，如避免与患者接触、注意个人
卫生等。

心理调适 患者在康复期间
需要保持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中的挑战和困难。同时，社会和
家庭也应该给予患者更多的关心
和支持。

总之，结核病是一种危害严
重的传染病，但只要及时诊断和
治疗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患者
在治疗期间需要配合医生的治疗
和建议；在康复期间需要注意保
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心态，社会
和家庭要给予患者更多的关心和
支持。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菏泽市
郓城县人民医院）

龋齿，是生活中常见的一
种口腔疾病。它会导致牙齿
疼痛，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修复和治
疗，还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牙髓
炎、根尖周病等问题。那么，
如何有效地预防和治疗龋齿
呢？

龋齿的成因与预防
龋 齿 主 要 是 由 于 口 腔

中的细菌分解食物残渣产
生 酸 性 物 质 ，这 些 酸 性 物
质长期作用在牙齿上导致
牙 齿 硬 组 织 脱 矿 、软 化 而
形 成 的 。 因 此 ，预 防 龋 齿
的关键在于减少口腔中的
细菌数量和酸性物质的形
成。

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
惯 每天刷牙两次，每次刷牙
时间不少于3分钟，同时要使
用牙线清洁牙缝。

控制糖分摄入 减少糖分
摄入可以降低口腔中的酸性
物质的形成。建议选择低糖
或无糖食品，避免饭后立即吃
甜食。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 定期
进行口腔检查可以早期发现
龋齿，及时治疗，防止龋齿进
一步发展。

局部用氟 使用含氟牙
膏、氟化物漱口液等可以增强
牙齿的抗酸性，预防龋齿。

牙体修复治疗龋齿
对于已经形成的龋齿，如

何进行有效治疗呢？牙体牙
髓修复是一种常用的治疗方
法。

清理龋洞 首先需要将龋
洞周围的腐质组织清理干净，
以减轻疼痛和防止感染。

填充材料 清理完成后，
可以使用树脂、玻璃离子等材
料进行填充，以恢复牙齿的外
形和功能。

保护牙齿 为了保护牙齿
不受外界刺激的影响，可以在
填充材料表面涂上一层保护
剂。

定期复查 完成修复后，
需要定期进行复查，以确保填
充材料不会脱落或牙齿不会
再次发生龋齿。

护牙知识普及
牙齿是消化系统的重要

部分，它们帮助咀嚼食物，以
便人体消化和吸收。同时，
牙齿还影响人们的发音和面
部美观。

定期口腔检查 每年至少
进行一次口腔检查，以确保口
腔健康。口腔检查可以及早
发现龋齿、牙周病等口腔问
题，并及时进行治疗。

保持口腔湿润 保持口
腔湿润可以减少口腔中的细
菌数量。在干燥的环境中，
唾液分泌减少，细菌容易繁
殖。因此，多喝水、使用加湿
器等方法可以帮助保持口腔
湿润。

正确刷牙 正确的刷牙方
法可以有效地清洁牙齿和牙
龈。使用软毛牙刷，每次刷牙
时间不少于3分钟，同时要清
洁牙龈和舌头。

避免过度使用牙签 过度
使用牙签可能导致牙龈损伤
和牙齿松动。如果需要清洁
牙缝，可以使用牙线或牙缝
刷。

避免吸烟和过量饮酒 吸
烟和过量饮酒都会对口腔健
康产生负面影响，增加患龋
齿、牙周病等疾病的风险。

均衡饮食 均衡饮食可以
提供牙齿所需的营养物质，如
钙、磷等。同时，减少糖分摄
入可以降低口腔中的酸性物
质的形成，预防龋齿。

总之，保持口腔健康需要
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
饮食习惯。通过定期进行口
腔检查、正确刷牙、保持口腔
湿润等方法，可以有效地预防
和治疗口腔问题，保护人们的
牙齿健康。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淄博
市张店区第二人民医院）

骨骼是人体重要的支撑结
构，负责保护内脏器官、维持姿势
和实现运动功能。当遭受创伤
时，骨骼可能会出现骨折、脱位等
问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随着交通事故的不时出现，
再加上人们日益关注体育运动和
健身，创伤骨科在医学领域中变
得越来越重要。

创伤骨科的基本原理是通过
严谨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来帮助
恢复受伤患者的肢体功能和生活
质量。该领域涉及骨折、软组织
损伤、关节脱位等各种骨骼损伤
类型。医生会使用影像学技术如
X 射线和 CT 扫描来确定损伤的
程度和位置。根据损伤的性质和

患者的特殊情况，医生将选择合
适的治疗方法，包括保守治疗或
手术修复，康复治疗帮助患者恢
复功能和活动能力。

创伤骨科的治疗方法主要有
如下几种。

保守治疗是指通过非手术手
段来治疗创伤骨科病人。该方法
通常适用于轻度骨折或软组织损
伤的患者，或者对于某些特殊情
况下不宜进行手术的患者。

保证合适的休息时间和活动
量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医生会
制定一个适当的活动计划，以便
促进康复，同时避免进一步损伤。

使用支具或石膏固定 对于
某些骨折病例，医生可能会使用

外固定器、支具或石膏来固定骨
骼，以促进愈合。

物理治疗师会利用各种手
段，如按摩、热敷、冷敷和运动疗
法，来促进康复和恢复功能。

手术治疗是创伤骨科中常见
的治疗方式，适用于严重骨折、关
节脱位和严重软组织损伤等病
例。手术治疗的方法有很多。

骨内固定术 是一种通过使
用金属板、钉子或螺钉将骨折部
位稳定起来的手术方法。它可以
有效地修复骨折并促进骨骼的愈
合。

关节镜手术 该手术通过使
用一种称为关节镜的工具，可以
在不开放整个关节的情况下进行

手术。这种手术方法对于修复关
节软组织损伤非常有效，并且可
以减少手术创伤和恢复时间。

软组织修复术 某些创伤骨
科病例可能涉及软组织损伤，如
肌腱断裂或韧带损伤。软组织修
复术可以通过缝合、移植或重建
软组织来解决这些问题。

康复治疗在创伤骨科的治疗
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
通常是在手术或保守治疗之后进
行的，旨在促进患者的功能恢复
和生活质量提升。

物理治疗 物理治疗是创伤
骨科康复治疗中最常见的方法之
一。通过运用热疗、冷疗、电疗、
按摩等手段，促进血液循环、减轻

疼痛、增加关节灵活性和肌肉力
量。

运动疗法 运动疗法是创伤
骨科康复治疗的关键部分。通过
进行特定的运动和锻炼，可以帮
助患者恢复受损的骨骼、关节和
肌肉功能。运动疗法的种类包括
主动运动、被动运动、抗阻力训练
等。

功能训练 功能训练是为了
帮助患者恢复日常生活中的功能
能力。通过进行平衡训练、步态
训练、协调训练等，可以提高患者
的行走能力、坐立能力和其他活
动能力。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济宁市
第二人民医院）

呼吸是人类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过程，它涉及身体的供氧和排毒。
呼吸道作为这一过程的要道，它的
健康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
本文将揭示呼吸道的工作原理，探
讨常见的呼吸道问题，并提供实用
的保健建议，帮助您维护健康的呼
吸道。

呼吸道起始于鼻腔，经过咽喉、
气管、支气管，进入肺部。当人们吸
气时，空气通过鼻腔进入，经过滤、加
温和湿润后，进入肺部进行气体交
换。呼气时，二氧化碳从肺部排出，
经过呼吸道排出体外。这一过程中，
呼吸道不仅承担着气体传输的任务，
还具有防御、清洁和调节功能。

常见的呼吸道问题
感冒 感冒病毒通过呼吸道感

染人体，引发鼻塞、流涕、咳嗽等症
状。一般情况下，感冒可在一周左
右自愈，但也可能引发并发症，如支
气管炎、肺炎等。

鼻炎 鼻炎是指鼻腔黏膜的炎
症，常见症状包括鼻塞、流涕、打喷嚏
等。鼻炎可由过敏、感染等多种原因

引起，严重时可能影响生活质量。
哮喘 哮喘是一种慢性呼吸道

疾病，以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
为特征。患者可能出现反复发作的
喘息、气急、胸闷等症状，严重时可
能危及生命。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是一种具有气流阻塞特征
的慢性支气管炎和（或）肺气肿，可
能发展为肺心病和呼吸衰竭的常见
慢性疾病。与有害气体及有害颗粒
的异常炎症反应有关，致残率和病
死率很高。

保护呼吸道
注意保暖 在寒冷的季节或天

气变化时，要注意保暖，特别是保护
好头部、颈部和胸部等容易受凉的
部位，避免感冒等呼吸道疾病的发
生。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定期开窗
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避免长
时间待在封闭的环境中，以减少病
毒和细菌的传播。

增强免疫力 保持良好的作息
习惯，合理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

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适当进行体
育锻炼，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

避免接触传染源 在呼吸道疾病
高发季节，尽量减少去人群密集的场
所。如需前往，请佩戴口罩以降低感
染风险。同时，注意个人卫生，勤洗
手，避免用手触摸口鼻眼等部位。

积极治疗呼吸道疾病 一旦出
现呼吸道症状，如咳嗽、鼻塞、流涕
等，应及时就医。遵医嘱按时服药，
切勿自行滥用抗生素等药物。同
时，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配合治
疗，有助于疾病的康复。

总之，呼吸道的健康对人们的
生活至关重要。通过了解呼吸道的
工作原理和常见问题，可以采取相
应的保健措施来维护呼吸道的健
康。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保暖、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增强免疫力、避免
接触传染源并积极治疗呼吸道疾
病。通过这些方法，可以保持健康
的呼吸道，有效地预防呼吸道疾病
的发生和发展。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聊城市人
民医院）

公共卫生是一个集合了医学、社
会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领域。其主
要目标是预防疾病、延长寿命、提高
生活质量，以及促进和保护社区健
康。本文将探讨公共卫生领域中预
防胜于治疗的重要性。

在医学领域，预防与治疗是相
互关联的两个重要环节。治疗是在
疾病发生后采取措施来缓解或治愈
疾病，而预防则是通过一系列措施
来降低疾病发生的风险。预防不仅
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病率，还可以减
轻医疗系统的负担，降低医疗成本，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预防疾病可以有效地减少人群
患病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从而降低
疾病的总体负担。通过采取预防措
施，如接种疫苗、推广健康的生活方
式和加强环境卫生等，可以降低传
染病的传播率，减少慢性疾病的发
生风险，从而减轻医疗卫生系统的
压力。

预防措施可以帮助人们保持健
康，减少疾病的痛苦和不便，提高生

活质量。通过健康教育，帮助大家调
整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好地管理自己
的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从而能够
更好地享受生活。

相比于治疗疾病，预防措施通
常更为经济有效。通过预防疾病的
发生，可以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避
免不必要的医疗费用支出。

疫苗接种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
的方法之一。通过接种疫苗，可以
使人体产生免疫力，从而降低患病
的风险。例如，麻疹、流感等传染病
的疫苗接种可以大大降低疾病的传
播和发生。

健康教育是预防疾病的重要手
段，通过向公众提供正确的健康信
息和知识，可以帮助人们养成健康
的生活习惯，如合理饮食、适量运
动、戒烟限酒等。健康教育还可以
提高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和防范意
识，促进自我保健和疾病预防。

改善环境卫生和职业健康条件
可以预防一些与环境和职业相关的
疾病。例如，加强饮用水卫生、食品

安全管理、空气质量监测等可以减
少水源性疾病和食源性疾病的发
生。同时，确保工作场所的安全和
健康，减少职业暴露，可以预防职业
相关疾病的发生。

建立有效的疾病监测系统，及
时发现和报告疾病的发生和传播情
况，有助于采取针对性的防控措
施。对于传染病，及时隔离和追踪
接触者可以有效遏制疾病的扩散。

尽管预防胜于治疗的重要性已
经得到广泛认可，但一些人可能缺
乏对预防措施的认识和重视，存在
健康行为改变困难，同时也不能忽
视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公共卫生领域中预防胜于治疗
的重要性不容忽视。通过采取有效
的预防措施，可以降低疾病的发生和
传播，提高生活质量，节约医疗成
本。因此，应该重视预防工作，加强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共同努力创造一
个健康的社会环境。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邹城市妇
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