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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是一种慢性肝病，腹水则是肝硬

化的一种常见并发症，它是由于肝脏疾病导

致的体内液体代谢紊乱，使得大量液体积聚

在腹腔中。引发肝硬化腹水的原因多种多样，

包括门静脉压力增高、低白蛋白血症、淋巴

液生成过多、继发性醛固酮增多致肾钠重吸

收增加、以及有效循环血容量不足。随着腹

部的膨胀，肝硬化腹水可能会严重影响患者

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并对身体造成进一步伤

害。应对肝硬化腹水，有很多种治疗方式。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聊一聊肝硬化腹水应当

如何治疗。

基础治疗

卧床休息  肝硬化腹水患者可能会出现

疲乏、虚弱等症状，这是因为体内的蛋白质

被大量的腹水稀释，使得营养物质无法被身

体有效利用。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卧床休

息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可以帮助患者节省体

力，防止身体过度劳累。但这并不意味着患

者应完全禁止活动，适度的身体活动可以提

高身体的抵抗力，防止肌肉萎缩，也有助于

心肺功能的维持。

饮食治疗  饮食治疗的主要目标是限制

盐分的摄入，同时保证足够的营养供给。在

肝硬化腹水的治疗中，控制盐分摄入至关重

要。盐分会引起水分潴留，加重腹水的积累。

因此，患者应将每日食盐摄入量限制在 2 g

以下。同时，由于腹水会稀释血液中的蛋白

质，患者需要摄入高质量的蛋白质，如鱼、

鸡胸肉等，以补充营养。但需注意，在患者

肝肾功能出现衰竭的情况下，蛋白质摄入量

应控制减少摄入。对于有肝性脑病症状的患

者，对蛋白质的摄入也需要进行适当控制。

利尿剂治疗

在治疗肝硬化方面，利尿剂常被用于控

制水分和盐分的平衡，对于改善症状和预防

肝性脑病具有重要作用。利尿剂主要通过增

加尿量和排尿次数来增加钠和水分的排出，

从而降低体内的水和钠含量。这可以有效地

减轻肝脏的水肿状态，减轻门静脉高压，进

而改善肝功能。利尿剂的种类主要包括磺胺

类利尿剂（如呋塞米）、噻嗪类利尿剂（如

氢氯噻嗪）和保钾利尿剂（如螺内酯）等。

在使用利尿剂时，需要注意其可能产生的副

作用和禁忌证。首先，利尿剂可能引起电解

质失衡，如低钾血症、低钠血症等，因此在

使用过程中需要密切监测患者的电解质水

平。其次，部分患者可能对利尿剂产生过敏

反应，如皮疹、呼吸困难等，因此在使用前

应进行过敏测试。最后，利尿剂不宜与其他

药物同时使用，可能导致药物相互作用，影

响疗效。

腹腔穿刺排水  对于腹水积聚过多的肝

硬化患者，临床上常采用腹腔穿刺排腹水

的治疗方法，以减轻其腹胀不适、呼吸困

难等症状，改善生活质量。腹腔穿刺排腹

水是一种微创手术，操作相对简单。缺点

就是由于腹水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频繁

的穿刺排腹水可能导致大量蛋白质的流失，

影响患者的营养状况。此外，过度的腹水

排出可能引起血容量突然减少，导致低血

压甚至休克。因此，医生在进行腹腔穿刺

排腹水时，需严格控制排出的腹水量，根

据患者的体重、血压等情况进行个体化的

调整。此外，在进行腹腔穿刺排腹水的同时，

还应给予患者足够的蛋白质补充，以避免

由于蛋白质流失导致的营养不良。同时，

还应结合药物治疗，如利尿药物，以减少

腹水的再次积聚。

疏通化纤法治疗肝腹水  在肝硬化腹水

的治疗中，疏通化纤法近年来逐渐被证实为

一种有效且安全的新型治疗手段。其优势在

于：（1）简便且免去手术需求：疏通化纤

法消腹水的实施只需服用中成药，不需要进

行手术。（2）效果立竿见影，副作用微乎

其微：服药后短期内即可明显感受到排尿量

的增长，且中成药副作用极小。（3）维持

营养成分：此法在排除腹水的同时，尽可能

地保留了腹水中的营养物质和白蛋白，避免

其流失。（4）效果更为明显：若西药利尿

药效果不显著，那么利用疏通化纤法消腹水

则会拥有较好效果。（5）降低感染风险：

相比传统的腹水抽吸术，疏通化纤法在排除

腹水的过程中，能有效规避感染的风险。（6）

对盐摄入无限制：在应用疏通化纤法消腹水

时，盐的摄入量无需受限。（7）有助于改

善肝肾功能：该方法能助力腹水排出，同时

抑制新腹水的生成。

在日常生活中，骨折是一种常见病。骨

折的发病率较高，其原因在于人体缺乏体育

锻炼，身体素质较弱容易受伤骨折，加上老

年人容易跌倒引发骨折，交通事故引发受伤

骨折等。骨折后，人的肢体关节的正常活动

受到限制，还可能引发各类并发症。一旦发

生骨折，一定要及时加以治疗。那么，骨折

治疗要遵循哪些原则呢？骨折治疗常用的方

法是什么？想知道的话，就阅读收藏本文吧。

什么是骨折

骨折，是指骨骼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发生

中断。骨折一般是由于骨骼受到暴力伤害而

导致的。骨折的主要特征包括反常活动、畸

形和骨擦音。多发性骨折较为严重的情况还

会导致患者发生休克，甚至危及患者生命。

当骨骼承受超出自身最大强度的力量后，即

会形成骨折。从临床表现来看，骨折会伴有

局部肿痛、疼痛以及活动障碍。

骨折的治疗原则

骨折治疗通常要遵循如下原则：

复位原则  复位，是治疗骨折的基础。

复位标准有两类，一类是解剖复位，一类是

功能复位。其中，解剖复位是对骨折端进行

复位，实现良好对位，据此促进解剖关系的

正常恢复，确保丝状接合良好。对于关节内

骨折的情况，通常需要实施解剖复位。功能

复位是将骨折端实现良好对线，对分离移位、

上旋转移位进行彻底纠正，保持对线基本良

好，就算骨折端未能实现对解剖关系的正常

恢复，在骨折愈合后，也不会影响患者正常

的肢体功能。

固定原则  骨折愈合以有效固定为关键。

骨折复位之后，骨折的断裂部位严重缺乏稳

定性，极有可能再次移位。对此，要在妥当

的位置有效固定，促进骨折的快速良好愈合。

功能锻炼原则  骨折肢体为恢复其正常

功能，要对之实施针对性较强的功能锻炼，

促进骨折端周围组织恢复血液供应，保持顺

畅的血液循环，促进组织愈合，并有效预防

肌肉萎缩，确保受伤肢体恢复其正常功能。

可选用适用器械促进功能锻炼，增强骨折康

复效果。

骨折的治疗方法

复位原则下的治疗方法  按照复位原则，

治疗骨折通常采用如下方法：

（1）手法复位。手法复位也叫作闭合

复位，该治疗方法是以徒手方式，对骨折关

节、脱位关节实施复位处理，常用的复位方

法包括旋转、拔伸、分骨以及回旋等。一般

情况下，通过手法复位，均能矫正骨折产生

的移位，实现对骨折的有效

治疗。对骨折实施手法复位

治疗时，要注意控制力度，

不能使用暴力，而且要确保

一次复位成功，否则会对骨

折愈合产生不良影响。

（2）切开复位。当无法

对骨折实施手法复位治疗时，

要采用切开复位治疗方法。

当手法复位难以实现良好对

位，或者手法复位难以成功，

或者对于多处骨折进行治疗，

均可实施切开复位治疗。该

治疗方法能取得良好疗效，

促进骨折端形成良好对位和

良好对线，并确保骨折处在

最佳位置恢复，能避免骨折

患者发生关节僵硬的现象。

但对骨折患者实施切开复位，

必须在医院实施治疗，先实

施麻醉，再开展手术干预。

如果骨折部位较深，或者骨折周围存在较多

血管神经，可能对血管神经造成一定损伤。

另外，对骨折实施切开复位后，如果未能选

择适用的固定器材，会影响固定效果，甚至

导致骨折患者不得不实施二次手术，会增加

其痛苦。

固定原则下的治疗方法  按照固定原则，

治疗骨折通常采用如下方法：

（1）内固定。在对骨折实施切开复位

治疗时，一般采用内固定方法。常用固定工

具包括钢板、螺丝钉以及髓内针。完成对骨

折的复位固定之后，要对固定位置进行观察，

判断固定妥善与否，避免对骨折患者实施二

次手术。

（2）外固定。对骨折实施外固定的方

法主要包括如下几种：石膏绷带固定。在特

制纱布绷带上洒熟石膏细粉，快速凝结成形

之后，对骨折患者肢体进行包裹，实现对患

肢的有效固定。该方法维持固定效果的时间

较长，但缺乏弹性，涉及较大的固定范围，

无法有效调节松紧度，容易导致患者出现关

节僵硬的现象；小夹板固定。通常使用竹板、

柳木板等弹性材料制作小夹板，对骨折患肢

进行固定，便于患者锻炼肢体功能，能有效

避免患者出现关节僵硬的情况，能帮助患者

快速恢复肢体功能，但绑扎太紧容易导致压

迫性溃疡和挛缩等并发症。而绑扎太松，则

不利于强化固定效果，还容易引发骨折移位；

外展架固定。该方法能调节，且具有止痛、

消肿的功效，能防止骨折发生分离移位的风

险；侧钉板、螺钉、动力髋、DHS、髓内钉

等固定较为牢靠，可用于置换人工假体的手

术中。

功能锻炼原则下的治疗方法  骨折发生

1 到 2 周时间之内，骨折患者可对肢体关节

开展适当的活动锻炼，消除肿胀，避免患肢

肌肉发生痉挛、萎缩等现象。

骨折发生 2 周之后，骨折患者患肢逐步

消肿，在其疼痛未增加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健肢对患肢形成带动，适当增加活动，促进

关节恢复正常功能。

骨折发生 6 到 8 周时间内，骨折患者可

训练全身关节，促进骨折愈合。骨折患者可

选用合适的康复器械，开展适当的全身锻炼。

对骨折实施药物治疗，一般应考虑骨

折患者的个人情况，选择适用药物。如果

骨折患者感到剧烈疼痛，可服用止痛片，

对疼痛加以缓解。如果骨折患者出现严重

的局部肿胀，可使用消肿药物，通过静脉

注射脱水等对软组织情况加以改善。骨折

患者术后，可服用钙片，促进骨折实现快

速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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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骨折的治疗原则

图 1 骨折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