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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血液净化专家姚国明：

做透析也可追寻“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戴虹红
通讯员 徐尤佳

77 岁的张大妈已经做
了两年血透。日前，她因
血管通路堵塞，导致无法
正常做透析，被送往杭州
市中医院丁桥院区做了急
诊手术。出现此次险情，
原因是她没有按时检查内
瘘，导致血栓形成。

张大妈告诉记者，原
以为按时做透析就可以安
然度日，没想到关于透析，
需要了解的还有很多。

出院复查时，她向杭
州市中医院肾病科副主任
医师姚国明细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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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透析？通俗地说，就是

肾脏功能衰竭，需要用人工的方法来

替代它排毒排水的能力。”姚国明介

绍，广义上的透析也叫血液净化，把

血液里的毒素净化干净，如遇被毒蛇

咬伤、被马蜂蛰伤引起的多脏器衰竭

这类情况，会借助透析、血液灌流、血

液滤过等血液净化方式来治疗，这部

分患者大多数只是短期内需要透析。

狭义的透析，最常见的就是针对

糖尿病肾病、慢性肾小球肾炎或是高

血压引起的肾病，当肾功能衰竭，通

过内科保守治疗无法再维持生命安

全，出现心衰、肺水肿等并发症情况，

这时就需要透析。

一般情况下，血液透析一周至少

需要 2-3 次。为了不耽误工作，很多

年轻血透患者选择晚上透析，4 个小

时睡一觉，不影响第二天正常上班。

姚国明建议，夜间透析适合身体状态

较好的患者，如果状态不是特别好，

可能会有一定影响。

透析是不是越早做越好？做了

透析以后肌酐为什么没有下降？尿

毒症、肾脏病终末期发生不安腿，非

常影响生活跟睡眠，有什么好的治疗

方法吗？针对患者提出较为集中的

几个问题，姚国明一一进行解析。

针对第一个问题，姚国明表示，

要视情况而定。太早做，对生活影响

越早，但如果太晚，等并发症变得严

重，已影响到其它器官时，做了透析

也可能导致生活质量迅速下降，所以

要结合患者具体情况给出医疗建议。

至于肌酐为何没有下降，姚国明

解释，透析本身是一个相对平稳、持

续交换的过程，人体代谢废物的排泄

与生成，需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透

析以后肌酐水平可能没有明显下降，

但可以帮患者清除多余的代谢废物。

而不安腿，顾名思义，其典型特

点是患者感觉腿无处安放，甚至感到

腿部有蚂蚁爬动。原因可能跟尿毒

症的毒素有关，可通过高通量或特殊

的透析滤过、血液灌流增加毒素的清

除，或使用药物以缓解症状。当然，

也可能存在其它原因，比如营养元素

的缺乏、贫血等，需要具体就诊判断。

并非只有肾病患者需要做透析并非只有肾病患者需要做透析

“相较于到医院做血透，腹膜透

析可以让患者在家自主进行。”姚国

明表示，离医院较远、时间难以调配

的患者，可居家或在工作单位保证干

净的环境下进行，每次操作时间在

15-30 分钟，或者利用自动化腹膜透

析机。

总的来讲，血透、腹透治疗效果

区别不大。血透对水分的清除来说，

效率会比腹透高一些。腹透能避免

一些交叉感染、传染病发生概率，保

护残余肾功能相对较优。如果没有

心血管并发症、出血并发症等，两种

透析方式安全性差不多。

相对来说，到医院做血透，对患

者本身的要求没有腹透高，因为由医

护人员进行专业操作。而腹透需要

一定操作，且对环境的卫生情况有要

求，如果操作不当可能引起腹膜炎。

姚国明表示，腹透、血透是可以

转换的，不存在对立关系，目的都是

为了让患者更好地生活。

过去，人们总认为一旦做了透析

就寸步不能离家，而现在，不少夏天

去北方避暑、冬天到海南晒暖的老年

肾病患者开始进入“旅游透析”模

式。

姚国明表示，患者只需要提前联

系好旅游目的地愿意接收的医院，准

备好相关资料，明确时间和做透析的

次数，就可以放心追寻“诗和远方”。

一些选择自驾游的腹膜透析患者，会

把车作为透析治疗室，保持环境干

净、操作规范即可。

血透和腹透并非对立关系

老年患者
务必注意生活细节

姚国明告诉记者，从他目

前接触的患者来看，以老年人

居多，这部分人尤其要注意平

时的生活细节。

首先，保持规律作息，注

意休息、按时用药、定期复查

等。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当

保持良好心态，避免过于焦

虑。同时，保证充足睡眠时

间，根据自身情况适当进行运

动，但要注意不能过度运动。

平时，不能提太重的物品，最

好穿袖口相对较为宽松的衣

服。

其次，饮食方面定时定量

用餐，保证摄入足够的热卡和

蛋白质，如瘦肉、鸡蛋、鱼肉

等，避免低蛋白血症。同时要

吃得清淡，不吃高盐、高钾食

物，如酱菜、腊肉、香蕉等，以

免增加心脏负担。

另外，控制水分的摄入非

常重要。大部分老年血透病

人没有尿，因此，两次血透之

间尽量不要喝太多水，防止心

脏负担太重，甚至引起心衰等

并发症。

姚国明还提醒，透析患者

一定要按时触摸内瘘。动静

脉内瘘是血液透析患者的生

命线，要遵医嘱，学会触摸自

己的内瘘，血压不能太低，过

低会导致内瘘产生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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