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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作为慢性肾衰竭

患者维持生命的重要手段 ， 其
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稳定的

血管通路 。 动静脉内瘘作为最
常用的血管通路 ， 被形象地称
为血液透析患者的 “生命线 ”。
然而 ， 内瘘闭塞作为内瘘常见
的并发症之一 ， 严重影响了透
析效果 ， 甚至威胁患者的生命
安全。

内瘘闭塞的原因
内瘘闭塞的发生原因多种

多样 ， 主要包括血栓形成 、 血
管狭窄、 压迫、 感染等。 其中，
血栓形成是最常见的原因 ， 可
能与术后护理不当 、 穿刺技术
不佳 、 患者自身血管条件差等
因素有关 。 此外 ， 患者血压控
制不稳定 、 高脂血症等全身性
疾病也可能增加内瘘闭塞的风

险。

内瘘闭塞的护理措施
1.密切观察与监测 术后

24 小时内 ， 应密切观察伤口有
无渗血、 红肿及血管搏动情况，
特别注意有无血管震颤和杂音。
一旦发现血管震颤减弱或消失，
应高度怀疑血栓形成 ， 并及时
通知医生处理 。 同时 ， 患者应

每日自行检测内瘘有无震颤或

血管杂音， 发现问题立即就医。
2.保持局部清洁 保持内瘘

局部清洁是预防感染的关键 。
血液透析前 ， 患者应保持穿刺
部位的清洁干燥 ； 透析后 ， 穿
刺部位应避免当日接触水 ， 以
防感染。 定期更换敷料， 避免敷
料过紧压迫血管。

3.避免压迫与负重 内瘘侧

手臂应避免测量血压 、 输液 、
输血及提重物等操作 ， 以减少
内瘘受压和血栓形成的风险 。
睡觉时 ， 尽量不压迫内瘘侧手
臂， 可将软枕垫于术肢下方， 以
促进静脉血流， 减轻肿胀。

4.合理用药与锻炼 遵医嘱

用药， 特别是抗凝药物， 以预防
血栓形成。 同时， 术后适当进行
内瘘锻炼， 如简单握拳运动、 轻
揉皮球等 ， 有助于促进血管充
盈 ， 减少血栓形成。 但需注意，
锻炼应循序渐进 ， 避免过度用
力导致血肿。

5.及时处理并发症 一旦发

现内瘘闭塞的征兆 ， 如震颤消
失、 血管杂音减弱或消失， 应立
即就医 。 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
采取溶栓 、 球囊扩张或手术重
建等措施， 以恢复内瘘通畅。

注意事项
1.饮食与体重控制 血液透

析患者应保持饮食清淡 ， 避免
摄入过多盐分和水分， 以免加重
肾脏负担 。 同时 ， 合理控制体
重， 避免过度肥胖导致血管压力
增大， 影响内瘘通畅。

2.定期复查与随访 定期复

查血液流动情况 ， 监测内瘘功
能状态。 遵医嘱进行血液透析治
疗， 不随意更改透析方案。 如有
任何不适， 应及时就医咨询。

3.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 血

液透析患者往往面临较大的心

理压力， 存在焦虑情绪。 家属和
医护人员应给予患者足够的关

爱和支持 ， 帮助患者树立战胜
疾病的信心。 同时， 加强健康教
育， 提高患者对内瘘护理重要性
的认识， 增强自我管理能力。

综上所述， 动静脉内瘘作为
血液透析患者的生命线， 其护理
和维护至关重要 。 通过上述措
施， 可以有效预防内瘘闭塞的发
生。 同时， 患者及其家属应加强
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 提高对内
瘘护理重要性的认识， 共同维护
患者的生命质量和透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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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这一日益普遍的代谢性疾
病， 正悄然影响着全球数亿人的生活质
量。 它不仅关乎血糖的高低， 更深刻影
响着患者的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 糖尿
病的日常管理， 如同一场持久战， 需要
医护人员科学指导， 需要患者、 家属的

共同努力。

均衡膳食， 科学搭配
饮食控制为糖尿病管理提供了基

石， 合理饮食既有助于病人血糖水平的
平稳， 又可防止或推迟并发症。

饮食原则要坚持低脂低糖高蛋白饮

食原则， 少吃高热量高脂肪高糖的食
品， 比如油炸食品、 甜点和含糖饮料。
同时要加大蔬菜、 全谷物、 瘦肉、 豆制
品等含纤维、 维生素及矿物质丰富的食
品的比重， 促进肠道蠕动及控制血糖波
动。 病人可以根据个人体质、 疾病和活
动量等因素制定个性化饮食计划。 推荐
每一餐的主食都是粗粮， 比如燕麦、 糙
米和玉米， 这些食物中含有丰富的膳食
纤维， 可以减缓血糖升高的速度。

要重视食物烹饪方式的选择， 尽可
能多地选用蒸、 煮、 焖等少油少盐烹饪
方式， 切忌油炸、 煎炒等高油高盐烹饪
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 糖尿病患者也不
是不可以吃水果， 而应该选择低糖水
果， 比如苹果、 柚子和草莓， 两餐间要
适当吃， 以免血糖剧烈上升。

适度锻炼， 增强体质
在糖尿病管理中， 运动又是一个很

重要的方法。 适量锻炼能促进人体新陈
代谢， 加快葡萄糖利用与转化， 使血糖
水平下降。 与此同时， 锻炼可以强化心
肺功能， 增强身体免疫力， 防止及改善
糖尿病并发症。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 要
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进行锻炼， 比如散
步、 慢跑、 游泳、 骑车、 练太极拳。 这
类锻炼强度中等， 容易坚持， 身体负担
轻。 锻炼前要做足够的热身活动以免造
成运动损伤。 在锻炼期间， 要注意体察
身体情况， 如果有心慌、 头昏、 胸闷等
不舒服的情况， 要马上停止锻炼， 求助。

综合管理和健康指导
糖尿病管理不只是一个饮食与运动

问题， 还要兼顾药物治疗、 心理调适、
定期监控等诸多方面。 在用药上， 病人
要严格遵守医嘱， 及时按剂量用药， 不
论口服降糖药或注射胰岛素治疗， 均要
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同时要注意药物副
作用及相互作用， 切忌自行停药或更换
药物。 对应用胰岛素的病人来说， 也需
要掌握适当的注射方法与技术， 才能保
证有效地吸收与应用药物。

在糖尿病管理中， 心理调适同样是
不容忽视的环节， 糖尿病这一慢性疾病
常给病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与负担，
所以， 病人要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 要
学会释放压力和调节自己的心情。

定期监测也对评价糖尿病控制效果

具有重要意义。 病人要定期检查血糖、
尿糖、 血压、 血脂， 以便及时掌握疾病
的变化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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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的
日常管理与健康指南警惕胃溃疡癌变要注意这些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胃这个“勤劳的磨坊”， 默默
承担着消化食物的重任。 但有时候， 它也会闹点小情绪，
比如胃溃疡这个“磨坊里的小捣蛋鬼”。 虽然胃溃疡听起
来挺让人头疼的， 但只要我们及时关注、 科学治疗， 它一
般都能乖乖听话。 不过， 要是对它掉以轻心， 胃溃疡这个
小捣蛋鬼可是有可能“黑化”， 变成胃癌这个大魔王的！
那么， 哪些情况下我们得特别警惕胃溃疡癌变的可能呢？
且听我细细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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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脉内瘘

胃溃疡久治不愈
成了“钉子户”

如果患者的胃溃疡像个顽固

的 “钉子户”， 治疗了好久就是不
走， 反反复复， 那就要格外小心
了。 正常情况下， 胃溃疡经过正
规治疗， 大多能在几个月内愈合。
如果超过一定时间还赖着不走，
甚至病情越来越严重， 这就可能
是癌变的小火苗在悄悄燃烧了。

疼痛性质突然“变脸”
像川剧变脸一样快

胃溃疡的疼痛通常有个规

律， 比如饭后痛， 吃点药就能缓
解。 但如果有一天， 这疼痛突然
变得不规律了， 或者以前吃药就
管用， 现在吃了药还是疼得直不
起腰， 那就得注意了， 这可能是
胃溃疡在悄悄变脸， 往癌变的方
向 “一路狂奔”。

体重莫名下降
成了“减肥达人”

没刻意节食， 也没加大运动

量， 体重却像滑梯一样嗖嗖往下
滑，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胃溃疡
癌变时， 由于癌细胞作祟， 身体
吸收营养的能力大打折扣， 人就
会不自觉地消瘦下去。 如果你突
然发现自己衣服尺码变大了， 别
急着高兴， 先去医院查查吧。

大便颜色不对劲
像调色盘一样多彩

正常情况下， 大便应该是黄
褐色的， 但如果胃溃疡癌变， 大
便可能会变成黑色或者带血， 就
像调色盘上的颜色一样丰富多

彩。 这是因为癌变可能导致消化
道出血 ， 血液经过消化系统的
“加工”， 就变成了这些不寻常的
颜色。

胃口变差
吃啥都不香

胃溃疡癌变后， 胃的功能会
受到严重影响， 你可能发现自己
以前爱吃的美食， 现在吃起来味
同嚼蜡。 这是因为癌细胞在胃里

捣乱， 影响了正常的消化功能。
如果你发现自己逐渐对美食失去

了热情， 还是早点去看医生吧。

摸到腹部有包块
像是藏了个小秘密

胃溃疡癌变到晚期， 有时候
能在腹部摸到硬硬的包块， 这可
不是你偷偷练出了 “腹肌”， 而
是癌细胞在肚子里搞 “建设 ”，
把肚子撑起来了。 一旦发现这个
情况 ， 可千万别当成是意外收
获， 赶紧去医院才是正道。

总之， 胃溃疡虽然常见， 但
也不能掉以轻心。 如果它开始跟
你玩起变脸游戏， 或者让你的身
体出现上述这些 “奇怪信号 ”，
那就得赶紧拉起警报， 去医院做
个详细检查。 毕竟， 我们的身体
可不是用来开玩笑的 ， 照顾好
它， 它才能更好地陪伴我们走过
每一个春夏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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