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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亚楠

本报讯 近年来，人们对肾脏病
的关注逐渐增多。今年 3月 14日
是第19个“世界肾脏日”，今年的主
题是全民肾脏健康，推进公平的医
疗服务和优化的药物治疗实践。

我国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中
国慢性肾脏病患者已达1.4亿，慢性
肾脏病近年已呈年轻化趋势，是因
疾病死亡的第五大病因，被称为沉
默的“杀手”。3月13日，市第二人
民医院肾病科副主任李松强带大
家了解肾脏病的诱因、危害和日常
预防措施。

当心肾脏病 严重可致命

“肾脏为成对的扁豆状器官，
红褐色，位于腹膜后脊柱两旁浅窝
中。”李松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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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素，同时经重吸收功能保
留水分及其他有用物质，以达到调
节水、电解质平衡及维护酸碱平衡。

肾脏同时还有内分泌功能，可
以生成肾素、促红细胞生成素、前
列腺素、活性维生素D3、激肽等，是
机体部分内分泌激素的降解场所
和肾外激素的靶器官。

大家常见的肾脏病有急性肾
炎、慢性肾炎、急性肾衰、慢性肾

衰、间质性肾炎、遗传性性肾病等。
肾脏病发生的前兆症状有身

体水肿、尿中有泡沫、血尿、夜尿增
多、不明原因乏力、血压升高、不明
原因的食欲减退、恶心呕吐等。

“当心肾脏病，严重可致命。”
李松强提醒，如果出现上述症状，
建议患者尽快到医院检查。

运动过度会导致肾脏病

近日，36岁市民刘先生在健身
房运动过度引发了一场“惊魂风
波”。刘先生介绍，他连续两天到
健身房过量运动，出现浓茶色尿，
伴有发热、全身肌肉疼痛的症状。

刘先生到医院化验尿常规提
示蛋白尿，医生考虑他患有“横纹
肌溶解症”，建议他住院治疗。化
验显示，刘先生的肌酸激酶达到5
万U/L，伴有肝功能损害，医生为其
进行紧急血液透析、保肝、补液、碱
化尿液等治疗，患者目前肌酸激
酶、肝功能已恢复正常。

李松强解释，横纹肌溶解症通
常发生在与肢体运动相关的骨骼
肌，由于各种原因所致横纹肌（骨
骼肌）破坏或崩解，引起大量肌红
蛋白、肌酸激酶等细胞内成分进入
细胞外液及血液循环，从而导致人
体内环境紊乱，引起急性肾损伤的
临床综合征。

“过度运动时，人体血液会重
新分配，使其主要供应肌肉，引起
肾脏血管收缩。”李松强说，运动时
伴随大量出汗，导致血容量减少，
肾脏处于缺血状态，肾小球滤过率
下降，进一步加重肾脏损伤，导致
肾功能衰竭，“大家一定要坚持科
学合理、适度、有效的健身。”

这些坏习惯伤肾

肾脏病高危人群主要是糖尿
病患者、高血压患者、高尿酸患者、
肠道感染的免疫力低下人群以及
长期服用止痛药、抗生素、中药等
肾毒性药物者，且多发于 65 岁以
上老人，或有慢性肾脏病家族史的
人群。

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紫癜、
系统性血管炎、肝炎、类风湿性关
节炎等免疫性疾病的人也易得肾
脏病。李松强补充，习惯憋尿者也
是肾脏病的高危人群。

那么，哪些习惯会导致肾脏
病？李松强说，长期久坐、缺乏运
动、加班熬夜、大吃大喝、吸烟、饮
酒、喝浓茶等都对肾脏不利。

李松强建议，大家可以通过改
变生活中的不良习惯避免肾脏病
的发生，如不要经常憋尿、吸烟、喝
酒、过量运动、暴饮暴食、经常熬
夜、滥用药物等。

今年3月14日是第19个“世界肾脏日”

医生：警惕沉默的“杀手”

□记者 王亚楠

本报讯“医生，我肚子胀得难
受，大便排不出。”近日，42岁市民曹
女士前往市第一人民医院优越路院
区消化内科求助。5年来，曹女士经
常出现腹胀、便秘的情况，这些症状
时重时轻，经常早上不饿，中午饭后
症状明显，同时还伴有打嗝、消化不
良、嘴苦等。

春节后，曹女士腹胀、便秘症状
愈加明显，还经常出现大便干结的
情况，最严重时5天才能排出大便。
该科室坐诊医生杨牧青先后对曹女
士进行了常规的腹部查体、胃肠镜
检查、腹部肝胆胰脾彩超，最终确定
其患有慢性胆囊炎，这也是便秘、腹
胀的诱因。

据了解，10年前，曹女士体检时
就发现自己患有慢性胆囊炎，当时
因为胆囊里没有长结石，且没有明
显的腹痛、发热、黄疸等急性症状，

所以医生建议不需要手术干预。近
5年，她没有再进行体检，一直把腹
部不适当消化不良、胃肠动力差去
治疗，但症状一直反复未见好。

目前，曹女士谨遵医嘱服药后，
便秘症状得到改善，排便变得顺畅，
腹胀也改善了很多。

“慢性胆囊炎是一个消化系统
的慢性疾病，曹女士的不适症状加
重，可能与她过年期间大吃大喝有
关。”3 月 13 日，该科室主任米彩锋
说，治疗慢性胆囊炎是一个相对漫
长的过程，一方面需要清淡饮食，避
免过量油腻食物摄入，另一方面还
需要配合利胆药物规律治疗，2至3
个月症状会慢慢改善。但是，胆囊
功能需要更长时间的恢复。

米彩锋解释，慢性胆囊炎系胆
囊慢性病变，大多数合并胆囊结石，
少数为非胆石性慢性胆囊炎，但慢
性胆囊炎合并有胆囊结石的患者，
一大部分会到普外科就医并行胆囊

切除术，而另外一部分没有合并胆
囊结石的患者会因为其所致的腹
胀、消化不良、便秘等症状来消化内
科就诊。

患胆囊炎时，人体分泌的胆汁会
因为胆囊的炎症淤滞在胆囊之中，胆
囊排出胆汁受限，而胆汁对于油脂类
食物消化相当重要，这样就造成了患
者所说的腹胀、消化不良、便秘。

米彩锋提醒，胆囊炎患者出现
便秘症状时，要注意合理饮食，不可
暴饮暴食，少吃油腻食物，减少胆固
醇过高的食物摄入，特别是动物肝
脏等食物尽量少吃。应该多吃新鲜
水果、蔬菜，补充维生素以及微量元
素。此外，坚持适当的户外活动或
参加体育运动，也可以促进肠胃蠕
动，缓解便秘症状。另外，患者可以
遵医嘱服用消炎利胆的药物，也有
助于大便排出。便秘严重的患者，
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加用益生菌和调
节肠道动力的药物。

便秘困扰5年 诱因竟是慢性胆囊炎

□记者 魏应钦 通讯员 郭傲寒

本报讯 近日，58岁的李女士出现了
胸闷、心慌症状，后在市二院被诊断为房
颤伴快速心室率。该院心内科医务人员
为其实施立体定位下经导管心脏射频消
融术，消融时长仅45分钟。

李女士最近感到心脏不舒服，并出
现了胸闷、心慌症状，持续3个小时无法
缓解，去医院行心电图检查提示房颤，服
药后虽然稍有缓解，但半月后症状再次
出现。她赶紧来到市二院心血管内科门
诊求助，心电图提示房颤伴快速心室率，
随后她被收住于心血管内科三病区。

房颤是一种室上性快速性心律失
常，该病发作时，心房各部分会呈现一种
快速而紊乱的颤动，“激动频率”甚至能
高达350次/分至600次/分，导致心房无
法进行规律的收缩和舒张活动，严重时
甚至会出现心力衰竭。另外，房颤还容
易导致心房内血栓形成，血栓脱落后，随
着血流游走进入脑动脉，堵塞血管，引起
中风、致残，甚至危及生命。心内科三病
区主任张领表示，房颤是持续进展性疾
病，由于患者长期的耐受，心慌、胸闷的
症状反而好转，很容易误认为病情好转
而放松警惕，但其实这部分患者恰恰是
非常危险的，需要及时治疗。初发房颤，
可以采取药物保守治疗，但仅靠药物无
法根除房颤，还需定期进行抽血检查，终
身服用抗凝药。对于李女士这种有反复
发作症状的阵发性房颤患者，导管射频
消融可作为房颤首选治疗方式。

经CT扫描确认患者左心耳及左心房
无明显异常后，3月8日，心内科三病区副
主任李新峰独立为李女士实施立体定位
下经导管心脏射频消融术。手术取得圆
满成功，消融时长仅45分钟（普遍为1.5小
时左右），总手术时长仅80分钟（普遍为2
至3小时）。该手术一次直接完成，操作
几近完美，在缩短手术时间的同时，还能
大大降低患者术后房颤复发的概率。

张领介绍说，与外科手术相比，射频
消融术的皮肤切口只有2毫米大小，手术
时间短，术后患者卧床12小时左右即可
下床活动；与药物治疗相比，射频消融术
的患者预后佳，可避免长期服用抗心律
失常药物，减少脑卒中等并发症的发生。

45分钟完成房颤射频消融

市二院心内科
上演“救心”加速度

□记者 魏应钦 通讯员 曹非凡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新技术（新项
目）的规范管理，提高医疗质量，为患者
提供更优质的诊疗服务，3月 11日下午，
宝丰县医疗健康集团人民医院召开2023
年新技术（新项目）年终总结汇报暨2024
年新技术（新项目）申报会议。该院领导
班子成员、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委员
会成员、医学伦理委员会成员、各科室主
任及新技术汇报人参会。

此次汇报包含了来自 30 个科室的
55个新技术，各项目负责人围绕科室新
技术的开展情况、安全性、有效性、社会
效益、推广应用价值等方面，通过PPT进
行逐一汇报。评委们认真听取汇报，结
合项目的安全性、合理性、突破点和应用
价值等方面进行点评打分。

该院党委书记、院长郭首学对新技
术新项目取得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表示，各科室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明
确开展新技术新项目的价值和意义，对
照科室发展现状，精准定位新技术开展
方向，填补院内、县内空白，有力促进医
院的内涵建设，更好地服务患者。

宝丰县医疗健康集团
人民医院召开新技术
（新项目）年终总结汇报会

3月14日，市民向医生咨询
肾脏病相关知识。

当天是第 19 个“世界肾脏
日”，为提高广大市民对肾脏疾
病的认识和关注，做到科学防
治、合理用药，市第一人民医院
未来路院区肾脏病风湿免疫科
二病区开展义诊活动，免费提
供肾脏疾病防治宣传及咨询、
测量血压、血糖及尿酸筛查等
服务。 本报记者 王亚楠 摄

守护肾脏健康

世界肾脏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