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血功能障碍患者的注意事项
▲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医院  范林芬

股骨头为人体的基础负荷所在，股骨
头是否健康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活动能力。
目前，股骨头坏死是导致患者残疾的主要
疾病之一。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股骨
头坏死？临床上对此又有哪些治疗办法
呢？本文为大家详细解答，帮助大家了解
疾病表现、产生原因和治疗方法。

疾病表现
股骨，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腿骨。简

单理解，股骨头即是股骨与髋关节的连接
处。股骨头坏死是一个漫长的病理变化过
程，在发病初期，病灶多位于股骨头的负
重处，受到应力作用的影响，坏死骨的骨
小梁结构会出现显著骨折的症状。导致骨
坏死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股骨头结构发生
转变、关节炎症等。股骨头坏死后患者可
有明显的疼痛感，关节的灵活性以及负重
能力都会有所下降，此时通过有效的治疗
能够迅速缓解疼痛感，甚至能达到临床治
愈的效果。若症状比较严重，患者则需要
通过手术置换人工髋关节来实现恢复行
走、负重能力的目的。

产生原因
激素因素  长期大剂量使用激素类药

物会引起一系列副作用，其中之一是股骨
头坏死。目前临床上众多的股骨头坏死
患者中有大部分患者是这类原因造成的。
这是由于激素类药物会导致机体对于脂
肪的代谢能力出现紊乱，进而会引进胆固
醇、甘油三酯代谢异常，当胆固醇以及甘
油三酯水平过高时则会对小血管的血液
微循环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导致股骨头供
血不足，长此以往则会引起股骨头出现缺
血性坏死。

酒精因素 长时间过量饮酒会导致肝
功能受到影响，进而导致脂代谢异常，引
起高脂血症，此时血液流动速度则会下
降，进而增加了股骨头坏死的发生风险。

创伤因素  股骨颈骨折、股骨头骨折
以及髋关节脱位等创伤都会增加股骨头
坏死的风险。

治疗方法
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主要适用于早期

及中期骨股头坏死患者。早期时，患者疼
痛感明显，通过口服药物可缓解疼痛水平，
也可以采取股骨头钻孔减压术、内收肌松
解术等方式来缓解患者临床症状。若患者
伴有髋关节活动受限时，还可通过功能训
练来改善髋关节功能。中期患者可以通过
理疗以及高压氧等治疗方法来改善临床症
状，同时可辅以股骨头植骨法以及内收肌
肉松解法来进行治疗。

手术治疗  若病变范围较小时，可通
过髓芯减压术来改善病情。如果病灶范围
较小且塌陷程度较轻时，患者可以通过血
管植骨术来改善病情。若为晚期股骨头坏
死时则需要通过全髋关节置换术来恢复患
者的行走及负重功能。如果患者年龄介于
40 ～ 50 岁之间时，在符合相关手术指征
的前提下可采取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如果
患者年龄较大且病情仍在持续进展时则需
要考虑采取人工股骨头置换术进行治疗。

注意事项  确诊得了股骨头坏死以后，
首先要注意预防跌倒。若在此期间出现跌
倒会对患者髋部状态造成较大的影响，甚
至可导致股骨头坏死病情加重。其次要注
意的是不要负重，负重会增加髋部扭伤的
风险，而且会给股骨头造成更大的重力负
荷，可导致病情加重。患者还需要注意的
是，加强对髋部的保护，避免髋关节受伤，
如果髋关节受伤则需要保持卧床休息，避
免加重股骨头坏死病情。患者还要注意的
是，即便得了股骨头坏死，也要适度参与
体育活动以增强体质，提升骨骼的强度。
不过，运动不可过量，且需要加强保护，
避免运动损伤。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经历疼痛。
疼痛是指由于身体部分组织或潜在组织受到
损伤，引起身体对损伤的反应以及消极情感
体验，也是人体对外界刺激自我保护的一种
反应。疼痛是人体对外界刺激最原始的主观
感觉，也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感受。人体头部、
器官、肢体等所有部位和器官组织都可以感
受到疼痛感。如果人们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
感，需要及时前往医院检查治疗。

常见分类
以疼痛的持续时间为依据进行分类，疼

痛可以分为慢性疼痛和急性疼痛。以疼痛的
传导途径和发生部位为依据进行分类，疼痛
也可以分为神经痛、假性痛、牵涉痛、内脏痛、
躯体痛和皮肤痛。

急性疼痛  急性疼痛是指疼痛的持续时间
较短，有比较明显的开始和结束时间。急性
疼痛通常是身体对损伤发出的报警信号，身
体可以在受到损伤的部位第一时间做出防御
反应，防止受到进一步损伤。急性疼痛的强
度由于损伤范围和部位不同而变化，使用止
疼药或其他止疼方法可以有效缓解急性疼痛。

慢性疼痛  慢性疼痛是指疼痛持续时间在
30 d 以上，可以表现为自发性疼痛、痛觉敏
感度提高和痛阈下降。很多因素都可能引起
慢性疼痛，比如糖尿病、肿瘤、神经损伤、
炎症等。

神经痛  神经痛是指由于神经损伤导致出
现疼痛的情况。神经痛通常表现为刺痛、剧
烈疼痛或灼痛等。

假性痛  假性痛是指身体受到损伤的部位
已经得到治疗或修复，但是仍然感觉到疼痛
的现象。例如，胳膊骨折的患者在完全痊愈
之后仍然会感觉到骨头痛，可能是由于骨折
期间长期疼痛导致大脑皮层出现刺激，导致
假性疼痛的情况。

牵涉痛  牵涉痛通常发生在身体内部，主
要是指由于内脏器官受损出现疼痛，疼痛感
传入脊髓，在内脏器官疼痛的同时引发体表
部位出现疼痛感。例如，冠心病患者在心绞
痛发作时，左前臂或左肩膀也会出现疼痛感。

内脏痛  内脏痛是指由于内脏受损或内脏

病变引发的疼痛感。通常来说，内脏痛的持
续时间较长，可能会出现绞痛、灼烧痛或钝痛。

躯体痛  躯体痛是指人体的关节、筋膜、
肌腱或肌肉等部位出现的疼痛感。由于疼痛
部位的差异，不同组织对痛感的敏感度不同，
骨头部位对疼痛的敏感度最高。

皮肤痛  皮肤痛是最常见的一种疼痛类
型。在受到外界伤害时，以皮肤痛为第一反
应，在皮肤痛之后短时间内会出现组织疼痛。
比如在切菜时不小心将手切伤，第一反应就
是皮肤痛。

等级划分

从医学角度来讲，医生会将疼痛根据等
级进行划分，从而判断疼痛的强度。0 级疼痛
代表患者没有任何疼痛感，与正常生活无异。

1~3级疼痛 这代表患者存在轻微疼痛感，
大部分人都可以忍受，并且能够正常睡眠，
生活质量不会因此下降。例如，自己用力锤
几下胳膊，疼痛感大约为 2 级疼痛。

4~6 级疼痛 这代表患者存在适中的疼痛
感，只有少部分忍耐能力强的人能够忍受，
大部分人都无法忍受，需要服用一些止疼药
或者采取一些止疼措施进行止疼，并且无法
正常睡眠，生活质量相对下降。例如。用力
拉扯头发、脚踝扭伤、切菜时不小心切到手等，
这些疼痛感约为 4~6 级疼痛。

7~9 级疼痛 这代表患者存在较为严重的
疼痛感，无法自主缓解，需要止疼药进行止
疼处理，并且可能会出现呕吐、恶心或头晕
等神经紊乱症状。由于疼痛可能需要改变体
位进行缓解，比如女性分娩宫缩时可达到 8
级疼痛。

10 级疼痛 这是疼痛的最高等级，患者存
在剧烈疼痛感，需强效止疼药进行止疼处理，
情绪也会随之改变。例如，癌症引发的神经
痛或带状疱疹引发的神经痛，最高可达到 10
级疼痛。

总之，疼痛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我
们要客观看待。如果疼痛特别严重，已经影
响到正常生活，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诊
断，避免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

股骨头坏死的治疗方法
▲ 四川省夹江县中医医院   张涛

疼痛的分类和等级
▲ 四川省自贡市中医医院   查刚

凝血功能异常主要指的是由诸多因素
如血小板减少、血管壁异常、药物因素以
及凝血因子缺乏等诱发血液凝固障碍，从
而导致出血的比较异常的一种表现。通常
情况下，凝血功能障碍患者发病后，在临
床上表现为月经量过多、皮下瘀斑、牙龈
出血以及鼻出血等症状，严重的情况下，
还会导致休克、内脏出血等，且往往合并
发生其他疾病如产科急症、白血病、重症
胰腺炎、感染以及严重肝病等。经积极治
疗后，大部分患者可以获得较好的预后。

一般来说，凝血功能障碍患者发病后，
可出现诸多并发症如多脏器功能衰竭、感
染等。尤其是感染，随着出血时间的延长，
可诱发机体贫血，降低免疫功能，并且导
致细菌病毒感染。患儿生长障碍也是发生
率较高的一种并发症，若患儿的发病阶段为
儿童期，随着贫血时间的延长，可诱发一
连串并发症如免疫力降低、生长发育缓慢、

智力减退、精神萎靡、无法集中注意力、异
食癖、食欲下降、容易疲劳以及体力较差等。
同时，还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即心脏、
肾脏、肝脏以及肺等器官发生内脏出血，
可导致器官功能衰竭或者障碍，诱发弥漫
性血管内凝血，从而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

治疗方法
对于凝血功能障碍患者，临床上有多种

多样的治疗方法，包括一般治疗、药物治疗
以及放疗等。

一般治疗 该治疗包括保暖、开放静脉
通路以及监测等，可密切监测患者的尿量、
皮肤触感、体温、心率、血压以及意识状态
变化情况。医生可建立静脉通道，通过静脉
滴注的方法对血容量进行补充，可以确保给
药的及时性。若患者在锐器刺伤、车祸等作
用下导致大出血，则需要及时进行压迫止血，
待纠正凝血功能后再行手术治疗。

药物治疗 因为个体存在着差异性，在
非处方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医生要充分考虑
到患者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治疗药物。一
般药物治疗由两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对因治
疗和对症治疗。前者可以选用白血病治疗药
物、免疫性疾病治疗药物、肝脏疾病治疗药
物等。后者则可以选择止血药物、铁剂口服
对贫血进行纠正等。

若患者合并其他肿瘤或者白血病，应该
及时进行化疗。

注意事项
一般来说，凝血功能障碍患者发病后，

其注意事项有以下几点。
缓解负面情绪 凝血功能障碍可影响患

者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所以大部分患者会
出现负面情绪如恐慌、焦虑等。家属要充
分认识到社会支持的重要性，多多陪伴，
给予积极的心理疏导和安慰，让患者感受

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有助于保持积极、
健康的心态。

合理安排日常饮食 患者要避免食用生
冷的食物，比如鱼骨、炒货类等，可以降
低口腔出血的风险。尽量避免食用油炸、
刺激性强以及辛辣的食物，比如炸鸡、烧
烤以及辣椒等，预防上火导致胃肠出血或
者鼻出血，并且多食用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在满足机体营养需求的基础上，还能保持
大便通畅，预防便秘。

避免劳累过度 患者要确保充足的睡
眠，多进食燕麦、杂粮以及芹菜等粗纤维
食物，多饮水，排便时避免用力过度，预
防出血。

预防出血 在日常的生活中，要预防皮
肤出血，洗澡时尽量避免使用过冷或过热
的水，避免对身体进行大力揉搓，并且在
选择牙刷时，应该以软毛牙刷为主，预防
牙龈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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