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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医疗服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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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检查是了解身体健康状况的重
要方法，血液中可以进行几十项的生化
数据评估，各种生理病理指标也是判断
身体健康与否的重要参考依椐。但是要
获得准确的血液检查的结果，有些事情
必须要注意。

1.抽血前三天不要吃过于油腻、高蛋
白食物，避免大量饮酒（因为血液中的酒

精成分会直接影响检验的结果），保持日
常生活规律。

2.抽血前一天要禁食8小时以上，最
好是前一天晚上八点之后不要吃东西，以
免影响第二天空腹血糖等指标的检测。

3.抽血当天要求早上九点之前进行
空腹采血，太晚了，会因体内生理性内分
泌激素的影响，使血糖值失真，影响抽血
结果。

4.抽血时尽量穿宽松的衣服，避免有
压迫手臂的静脉。

5.抽血时要心情放松，避免因为害怕
而造成血管收缩，增加采血的难度，同时
也可避免因为神经血管反射造成晕厥。

6.现场抽完血后，用棉签或止血工具
按压针孔部位 3分钟以上，以压迫止血。
由于个人的情况不同，凝血时间有差异，
有些人需要更久的时间。

7.不要揉针孔部位，以免造成皮下血
肿。如果抽血处有小片青淤，轻微触痛，
请不要慌张，可过24小时后再做热敷，以
促进淤血吸收。一般的小量淤血会在 3
到5天的时候内逐渐吸收而颜色变浅，恢
复正常。

8.抽血后出现晕血症状如：头晕、眼
花、乏力等应立即平卧、饮少量糖水，待
症状缓解后再进行体检。

（检验科：邵倩怡）

抽血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抽血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7月 28日是世界肝炎日，它是已故诺贝尔奖得主巴鲁
克·布隆伯格的诞辰日。为纪念这位乙肝病毒发现者，世界
卫生组织决定从2011年开始将每年的世界肝炎日从5月19
日变更为7月28日。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肝炎这种病。

肝炎是肝脏炎症的统称。通常是指由多种致病因
素——如病毒、细菌、寄生虫、化学毒物、药物、酒精、自身免
疫因素等使肝脏细胞受到破坏，肝脏的功能受到损害，引起
身体一系列不适症状，以及肝功能指标的异常。

肝炎传染吗？肝炎的分类方法有病毒性肝炎、酒精性
肝炎以及药物性肝炎。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肝炎都是具有传
染性的。如药物性肝炎，就不具有传染性，但是病毒性肝炎
却是具有传染性的。病毒性肝炎有甲、乙、丙、丁、戊、庚肝
几种分型，我们常见的是甲乙丙肝：

甲型肝炎主要在发展中国家流行，特别是热带和亚热
带地区呈地方性流行，发达国家仅少数散发病例。农村高
于城市，秋季发病率较高，年龄愈小隐性感染比例愈高，学
龄前儿童发病率最高。多由于日常生活接触传播。

乙型肝炎分布于世界各地，一般呈散发性，无明显季节

性，发展中国家发病率较高农村高于城市，儿童和青少年高
于成年人，其流行因素除血源性传播外，母婴传播及医源性
传播也是重要因素。HBV重叠感染HDV或HCV时临床
症状加重。

丙型肝炎呈全球性分布，除输血、输血浆可造成丙型肝
炎传播外，静脉药瘾及性接触也是重要传播途径。

不同病因的肝炎临床表现各异，常见症状包括：食欲减
退、腹胀、厌油腻食物、恶心、呕吐、易疲倦。

各型肝炎的治疗原则一般是休息、营养为主，辅以适当
药物，避免饮酒、过劳和损害肝脏药物。根据病因采取有效
的治疗方法：比如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肝）就应该包括抗
病毒治疗，酒精性肝炎关键是戒酒，综合其他一些护肝等对
症支持治疗，自身免疫性肝炎关键是调节免疫。

饮食调理：平时的饮食最好是以低脂肪、高蛋白、高维
生素和易于消化的饮食为主，做到定时、定量、有节制。可
以多吃些豆制品、水果、新鲜蔬菜，适当进食糖类、鸡蛋、鱼
类、瘦肉；还应该保证低盐或少盐饮食。此外，补充日常生
活所需热量的食物如水果类、芝麻、花生、大豆，蛋黄、牛奶

等；忌刺激性食物及油腻煎炸之品，如姜、葱、辣
椒、肥肉等。

注意休息和运动相结合：平时注意多休息
保证睡眠质量，同时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如散
步等。 （内科二区：苏文婷）

世界肝炎日 我们来聊聊肝炎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的重要并发症，我国 2型糖尿病患者中合
并慢性肾病的比例可高达64%。糖肾（糖尿病肾病的简称，下同）是
导致肾功能衰竭的常见原因，但在早期阶段通过严格控制血糖与综
合干预，可防止或延缓糖肾的发展。糖肾有以下 4个早期信号可供
糖友参考。

视物模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网、糖肾均属于糖尿病的
小血管并发症，两者高度相关，多数糖肾患者也患有糖网。因此，若
发现糖网，需警惕糖肾的可能。如出现视物模糊，应及早就诊眼科，
行眼底镜检查。

夜尿增多——肾小管损伤。近年研究发现，肾小管损伤在糖肾
早期即可出现，可表现为夜尿增多，尿比重下降等。通过检查肾小
管功能，也可早期发现糖肾。

尿中泡沫增多——微量白蛋白尿，早期肾损害的标志。对于早
期糖肾，推荐检测尿蛋白/肌酐比值，这是目前公认发现尿微量白蛋
白最有效的筛查方法。患者需空腹采集清晨首次尿标本。避免在
剧烈运动、感染、发热、怀孕、心力衰竭、超高血糖或血压、尿路感染
等条件下行尿蛋白检测。随着尿蛋白量增多，患者可能会出现尿中
泡沫增多、眼睑及双下肢水肿等症状，此时应及时到医院化验尿
液。此外，对于无症状的糖尿病患者，也应每年进行尿蛋白的筛查
检测，以期达到早发现、早治疗的目的。

血肌酐升高——肾功能异常。部分糖肾患者无尿白蛋白异常，
其肾脏损害表现为肾功能异常。应用血清肌酐估算的肾小球滤过
率是评估肾功能最好的方法。 （干部保健一区：林 晨）

糖尿病肾病的早期4个信号

本报讯（院办：林宇晶）
“典型的心绞痛临床表现是发
作性胸前区压榨性疼痛，持续
时 间 3-5 分 钟 ，很 少 超 过
10-15分钟，休息或含服硝酸
酯类药物后可缓解，心绞痛发
作时，应立即停止活动，就地
平卧，立刻舌下含服硝酸甘油
或速效救心丸，并及时拨打
120，若15分钟后没缓解，可再
服一次……”

听！这里正在进行老年
人常见突发急症急救知识培
训，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脑卒中、心绞痛等是老年
人常见的突发病症，病症发生
时家属等目击者是干等医疗救
援人员到来还是进行一些必要
的急救措施？正确的急救措施
又该如何操作呢？为增长离退
休老干部急救常识，7月5日下
午，我院“健康与您同行”健康
教育公益系列活动第九期走进
福建省住建厅老干处，急危重
症科黄钒医生为近百名老同志
们带来一场生动的急救知识培
训，会议由省住建厅老干处处
长林仙飞主持。

本次培训讲座主要围绕老年人糖尿病低血
糖昏迷、脑血管意外、高血压急症、气道异物梗
塞等常见突发病症进行重点讲解，并提醒老年
人注意日常生活习惯、合理膳食、戒烟戒酒、适
量运动、保持良好心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尽量预防常见病的发生。

讲座现场，黄钒医生就如何科学合理处理
患者的急救常识，作出示范和指导，同时也针对
在急救时的不恰当的处理方法，作出重要的提
醒。老干部们学习热情高涨、认真听讲、不时笔
记，不时提问。

“此次急救知识培训，不仅提高了老同志对
常见急症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使他们掌握了较为
基本的急救知识，进一步提升他们对应急救护的
能力水平，非常有意义。”活动得到省住建厅老干
处领导与现场老同志们的普遍欢迎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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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老人常常受到口腔疾患的困
扰，那么该如何做好老年人的口腔保健
呢？需做到以下几点。

1）保持口腔卫生
老年人应该养成良好的洗漱习惯，

常漱口。老年人要坚持每天早晚用温
水刷牙，特别是晚上，睡前刷牙是保持
口腔清洁的最佳方法。因老年人牙间
隙较大，易残留食物残渣，如不及时清
除，就会发酵变质，腐蚀牙齿，所以睡前
刷牙比晨起后刷牙更为重要。老年人
群应正确选择防龋含氟的牙膏，有效预
防根面龋。漱口比刷牙更要勤，老年人
除了每天早晚刷牙、漱口之外，一日三
餐及吃过食物之后都应用清水漱口，漱
口时要借用水的冲力，尽量将齿缝中夹
带的食物残渣清除。由于老年人牙周
组织萎缩和牙龈的退缩，临床表现为牙
缝较宽，牙齿稀松，在这种情况下光靠
刷牙是不足以保持牙齿的清洁，有条件
的话可以使用牙线、牙间隙刷、甚至冲
牙器进行清洁，能有效去除邻面和根面
的牙菌斑。有牙齿过敏，吃酸、冷热、甜
牙齿疼痛的老人，在刷牙时可使用脱敏
牙膏或氟化钠牙膏以减轻疼痛。

2）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和生
活习惯

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和生活
习惯可有效预防口腔黏膜病变和口腔癌的发生，包
括：不吸烟、饮酒，不嚼槟榔，注意对光辐射的保护，均
衡饮食，不饮过热的饮料，不食过热食品，避免不良刺
激，及时调磨义齿锐利边缘，防止对软组织的摩擦、压
迫和创伤。及时调磨牙齿锐利牙尖，以免反复咬颊、
咬舌。对有烟酒嗜好的老年人，更应加强检查。

3）定期进行口腔检查与及时就医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很有必要，一般半年定期检查

一次为宜。目前大多数国人在有口腔问题的时候都
是先扛着，疼得受不了，影响正常生活了才去就医，这
时候已经把小问题“扛”成大问题，由于经济及教育等
原因，老年人更是如此。这时再治疗要付出更多的时
间、金钱与精力还要忍受更多的痛苦。

4）及时修复缺牙
老年人口腔健康的目标：至少保持 20颗功能牙，

维持最基本的口腔功能状态；或通过最低限度的修
复，尽可能康复口腔功能。因此应及时修复牙列，对
于难以修补的残根、残冠应及时拔除，缺失牙齿应及
时修复，一般在拔牙后 2~3个月进行修复为宜，以便
及早恢复咀嚼功能，有利于消化吸收。戴用义齿的老
年人更应注意保持口腔卫生，睡前应将活动义齿从口
内取出并用牙膏戓义齿清洗液清洗污垢，然后浸入冷
开水中保存。

老年人做好口腔保健，对保持身心健康、延年益
寿、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口腔科：邵旭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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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利用食物模型指导糖友合理膳食医护人员利用食物模型指导糖友合理膳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