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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社会的大环境下，人们
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世界顶级医
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一篇文章，标
题为《每 10 人就有 1 例慢性肾脏
病》，还没引起你的重视吗？这是
2017年世界肾脏大会发布的首个全
球肾脏报告，共包括当时125个国家和
地区的数据。报告显示，全世界每10
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患有肾脏疾病。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肾脏功能，
肾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它的基本
功能是生成尿液，借以清除体内代
谢产物及某些废物、毒物，同时经重
吸收功能保留水分及其他有用物
质，保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此外，
它还分泌多种内分泌激素，对机体
的生命活动起重要调节作用。要评

估肾功能就不得不引入肾小球滤过
率（GFR）这一概念，它是指单位时
间内（每分钟）双肾生成超滤液量，
参考值为 80ml 至 120ml，其为评价
总肾和分肾功能比较敏感的指标。
目前大家所熟知的评估肾功能的检
查有：抽血化验肾功能、尿常规、静
脉肾盂造影（IVP），这些检查对于非
专业人士而言无法简单直观地得到
一个明确结论，而肾动态显像可以
直接得出总肾及分肾GFR值，通过
具体数值简单直观地评价肾功能。

肾动态显像是核医学常用检查
项目，灵敏度高、简便安全、无创，检
查前无需特殊准备，通过注射放射
性药物（99mTc-DTPA）后用 SPECT/
CT扫描，记录药物在双肾的摄取、

分布、排泄情况，根据所得数据计算
肾小球滤过率，同时通过扫描双肾
图像，勾画双肾感兴趣区（ROI），得
出 双 肾 时 间 — 放 射 性 曲 线（肾
图）。对双肾血流灌注、形态、结
构以及是否存在尿路梗阻及梗
阻原因等进行诊断和鉴别，同时
还可对肾移植术后移植肾血流
灌注和功能状态进行评估监测。

最后来说一下肾动态显像的临
床应用，了解双肾大小、形态、位置、
功能及上尿路通畅情况；评估肾动
脉病变及双肾血流情况，协助诊断
肾血管性高血压；监测移植肾血流
灌注和功能情况；肾外伤后，了解血
液运行，观察是否存在漏尿；膀胱输
尿管尿液反流的诊断。

肾功能好不好肾动态显像来把关

老年痴呆症也就是阿尔茨海
默病，是发生于老年或老年前期，
以进行性认识功能障碍和行为异
常为特征的中枢神经系统退性病
变。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全
球65岁以上老年人群的患病率为
4%至7%，在8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
中，患此病的概率为 20%至 30%，
不仅给患者带来痛苦，也给家庭和
社会带来许多问题。那么，您了解
老年痴呆症吗？老年痴呆有哪些
表现呢？

第一：最常见的就是记忆力下
降。比如熟悉的人叫不上名字，近
期的事容易忘记，这跟大脑退行性
病变有着很大的联系。同时，这也
是老年痴呆到来的信号之一。如果
发现家里的老人在一段时间内出现
记忆力下降，或是丢三落四，甚至连
自己都忘了是谁，就要提高警惕了。

第二：认知能力下降。普通人
偶尔会任意放置物品，认知障碍患

者属于无意识，但老年痴呆症患者
会错得更离谱，比如在衣柜里放水
果、将拖鞋放在床上、将袜子放在茶
几上等。

第三：语言交流困难。主要表
现为吐字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无法
正确表达。之所以会出现语言障
碍，跟大脑皮层的语言功能区受损
有联系，这也是老年痴呆症的典型
表现之一。

您身边老人有这些表现吗？如
果有，就一定要警惕起来了。老年
痴呆症虽然可怕，但如果能提前防
范，平时做好三件事，再老不怕“呆”。

第一件事是多动脑。长时间不
用脑，就会导致大脑的活力持续下
降，增加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所
以，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平时一定
要多动脑，大脑越用越灵活。也有
些中老年人觉得自己平时几乎没有
动脑的机会，其实生活中有很多行
为都可以，比如读书、看报、下棋，都

是不错的选择。
第二件事是很多老年期的痴呆

病友属血管性痴呆，要同时注意脑
血管病治疗，比如三高的治疗，戒烟
戒酒。中老年人定期复查调理，合
理膳食，尽量以清淡易消化、营养均
衡的食物为主。子女多关注父母的
血压、血糖和血脂情况，常回家看
看，抽时间多陪伴老人。

第三件事是多社交。很多中老
年人不愿意社交，觉得上了岁数，外
出可能会给别人添麻烦。殊不知，社
交也是锻炼大脑的一个过程，要积极
参加社交活动，多交朋友等，还要适
当做些家务，多和家人、朋友交谈。

当老人判断力变差时，除应及
时就医确诊之外，家人也要留心细
节，及时关注老人的病情变化，避免
走失、跌倒等意外的发生。建议中老
年人平时做好防护措施，这样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延缓老年痴呆的发生或
减轻症状。

做好三件事 再老不怕“呆”

总感觉腹泻、腹痛、便秘，不知
道是什么原因。那你就要注意自己
是不是得了溃疡性结肠炎！

本病可见于任何年龄段，但以
二三十岁人群最为多见，男性稍多
于女性。溃疡性结肠炎又称为慢性
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简称溃
结），是一种原因不明的慢性结肠
炎，病变主要位于结肠的黏膜层，且
以溃疡为主，多累及直肠和远端结
肠，但可向近端扩展，以至遍及整个
结肠，常反复发作。

溃疡性结肠炎的症状主要有以
下几种：

1.腹泻。常为首发症状，容易反
复发作或持续不愈，呈黏液便及脓
血便，轻者每日3至4次，重者数十
次，或腹泻与便秘交替出现。这是
由于肠黏膜充血、水肿、出血和溃疡
所造成的。腹泻的次数取决于病变
的轻重和广泛程度。腹泻严重时甚
至可出现水和电解质紊乱的情况。
病变局限于直肠时，鲜血附于粪便
的表面。

2.腹痛。70%以上的患者有腹
痛，多为痉挛性疼痛，病变常在左侧
腹和下腹部，直肠的病变可致里急
后重（想要排便却排不出来），有腹
痛→便意→排便→缓解的特点。

3.便秘。大便秘结，4至5日排
便一次，粪便如羊屎样，甚至不吃泻
药都不能通便。

4.全身症状：包括腹胀、消瘦、
乏力、肠鸣、失眠、多梦、怕冷等症状。

5.其他症状：偶尔主要表现为
关节炎、肝功能障碍和皮肤病变，发
热不常见。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进行治疗：
1.一般治疗
主要是卧床休息和全身支持治

疗，包括液体和电解质平衡，尤其要
注意及时地进行钾的补充。此外，
要及时进行蛋白质的补充。

2.药物治疗
主要选用的药物为柳氮磺胺吡

啶水杨酸制剂，当处于急性发作期
时，可以选用激素静脉滴注，必要时
使用生物制剂治疗。

3.手术治疗
主要方法为：结直肠全切除、回

肠造口术、回直肠吻合术等。要注
意的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结肠炎，治
疗方式也不同。如果病情过于严重
的话，可以选择手术的方法来治疗，
包括结直肠全切除、回肠造口术，这
些手术可以提高疾病的治愈率。但是
手术会有创伤，所以一定要注意慎重
选择医院，并且在手术后注意加强护
理，不可过度劳累。

4.其他治疗
可采用中医中药治疗，同时应

注意饮食清淡以及生活习惯良好。
中药的治疗方法也很好，一般选择
一些清热、解毒、祛湿类的药物，这
类药物对身体恢复有帮助。中药治
疗方法见效比较慢，患者要长期服
用才会有好的效果，如果半途停止
服用药物，就会影响到药效。

最后，发现溃疡性结肠炎后要
尽早医治，防止疾病对身体造成严
重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做
好护理工作。

出现腹泻、腹痛可能是溃疡性结肠炎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流
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
也是一种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
的疾病。其主要通过空气中的飞
沫、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或与被污
染物品的接触传播。其典型的临
床症状是：急起高热、全身疼痛、
显著乏力和轻度呼吸道症状。一
般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期，所引
起的并发症和死亡现象非常严
重，潜伏期一般为 1至 7天，多数
为2至4天，主要影响鼻、喉、支气
管，偶尔影响肺部。其感染通常
持续约一周，特征是突发高热、肌
肉酸痛、头痛和严重不适、干咳、
喉痛和鼻炎。多数染病者在一至
两周内康复，无需进行医学治疗，
若出现高热不退或其他并发症，
需尽快就医。流感对于幼儿、老
年人和患有其他严重病症者，感
染可根据内在情况导致严重的并
发症、肺炎和死亡。流感病毒可
分为甲（A）、乙（B）、丙（C）三种类
型，甲型病毒经常发生抗原变异，
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极易发生大
范围流行。在甲型流感病毒的众
多 亚 型 中 ，甲 型 H1N1 和 甲 型
H3N2亚型容易在人间传播。流
感病毒在世界上所有地方传播，
与甲型和乙型流感病例相比，丙
型流感病例发生较少。

如何预防流感
一般预防
1.控制传染源
流感为乙类法定报告的传染

病，应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隔离病人是减少传播的有
效途径，隔离期为1周。

公共场所可用1%漂白粉澄清
液或3%过氧乙酸喷洒，也可用食
醋熏蒸。

2.切断传播途径
1.流行期间避免集会，不参加

集体娱乐活动，老幼病残易感者
少去公共场所，注意通风，必要时
对公共场所进行消毒。

2.医护人员戴口罩、洗手，防
交叉感染。

3.患者用具及分泌物要彻底
消毒。

疫苗预防
预防该病或减轻症状的最有

效方法是接种疫苗。安全有效疫
苗的存在和使用已有60多年。流
感疫苗可在健康成人中预防70%
到90%的流感特定疾病。在老年
人中，疫苗可减少多达 60%的严
重疾病和并发症以及 80%的死
亡。

接种疫苗对具有流感并发症
高风险的人士以及与高危个人同
住或为其进行护理的人士尤为重
要。

药物治疗
主要是对症治疗，包括解热

止痛和防治继发细菌感染。用于
易感人群可能感染而未发病者，
金刚烷胺口服，100mg/次，2 次/
日，10 至 14 天；奥司他韦胶囊口
服，75mg/次，2 次/日，共 5 日，对
甲型流感有一定预防作用，对乙
型流感无效。

你了解
流行性感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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