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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结石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小的肾

结石往往没有明显症状，大的肾结石则会引

起肾绞痛，严重时还会导致感染，出现血尿，

甚至会造成永久性肾损伤，对人体健康危害

较大。人体为什么会长肾结石？肾结石有哪

些发病诱因？又该如何预防肾结石？

肾结石从何而来

排尿是人体一种非常重要的新陈代谢方

式。正常情况下，人会每天排出约 1500 ml

的尿液，排出约 30~50 g 人体代谢废物。这

些代谢废物组成成分比较复杂，包括尿酸、

尿素、各种酸性物质（如乳酸、氢离子、草

酸等）和各种盐分（如钙、磷、镁、钾、钠

等）。人体的肾脏能够让尿液中的上述物质

保持一种平衡状态，并最终以液体形式通过

尿液排出体外。

但是，如果日常饮食不足，饮食习惯不

合理，那么身体产出的尿液量会较少，而其

中的酸性物质会与盐性物质结合，形成草酸

钙、磷酸钙、磷酸镁铵等，以上物质会形成

固体结晶，肾结石由此形成。

当肾结石比较微小时，人体不会有太大

的感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微小的结石积

少成多，便会形成个头较大的肾结石。这种

肾结石一般会堵塞输尿管，影响正常排尿。

积聚在肾盂中的结石，还会不断移位摩擦肾

盂黏膜，导致黏膜出血，引起血尿。严重时

还会引起感染，出现肾盂肾炎。

肾结石的 4大诱因

自然环境 相较于我国北方地区，南方

地区的人更容易患肾结石。因为南方地区温

度较高，人体水分消耗快，尿液浓缩，更容

易形成肾结石。从临床实践来看，夏季是肾

结石的高发期，同样与温度有着密切关系。

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原因的背后是生活条

件带来的变化。在生活条件较差，营养难以跟

上的时期，下尿路结石发生的比例较高，即膀

胱结石与尿道结石。如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大

幅提升，日常营养摄入充足，此时的肾结石以

上尿路结石为主，即肾结石与输尿管结石。而

输尿管结石则是因为肾结石向下脱落所致。

饮食 饮食原因比较复杂，具体包括以

下几种：其一，长期高动物蛋白饮食。如日

常饮食喜欢大鱼大肉，长此以往，人体尿液

中的尿酸与钙含量增加，枸橼酸盐减少。前

者会促进结石形成，后者会抑制结石形成，

此消彼长之下，将会加速肾结石形成的速度。

其二，摄入钙类物质较多。由于草酸钙

结石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肾结石，人们会有一

个误区，认为日常摄入大量钙类营养物质，

会导致肾结石出现。事实上，人体每天需要

摄入至少 2500 mg 钙才会导致肾结石。而正

常钙元素含量的摄入，反而有利于排出草酸

盐。所以日常饮食摄入的钙元素，是不会导

致肾结石出现。

其三，饮水原因。日常饮水可以有效稀

释尿液，避免尿液中的物质结晶，减少引发

肾结石的风险。如果长期饮水较少，同样会

诱发肾结石。

泌尿系统异常 当泌尿系统出现问题，

也很容易诱发肾结石。如输尿管畸形或肾脏

畸形将会引起泌尿系统异常，尿液引流不畅，

排尿缓慢，进而导致结石发病概率增加。又

如一些患者因为脊柱畸形或者长期卧床，引

起泌尿系统异常，排尿不畅，同样也是肾结

石的一大诱因。此外，如果人体泌尿系统中

存在慢性感染，也会增加出现肾结石的概率。

如何预防肾结石

针对肾结石的预防，需要采用两种方式。

一种是普遍适用的预防方式，如在日常

生活中，注意多饮水、多运动，增加尿液量，

还能够稀释尿液中的某些成分，可以预防肾结

石形成。一些很小的结晶体，在饮水的同时搭

配运动，可以促进结晶体的排出，避免小的肾

结石变成大的肾结石。运动以垂直运动为主，

如跳绳和打篮球等，更有利于肾结石排出。

在饮食方面，保持荤素合理搭配，营养全面，

减少动物高蛋白摄入，都可以有效预防肾结石。

二是针对性预防，可结合结石的成分提

升肾结石预防的针对性。如针对典型的尿酸

结石，在饮食方面，注意避免吃一些高嘌呤

食物等。

总之，肾结石的形成以及发病诱因均较

为复杂，我们需要了解肾结石的形成过程，

认识到肾结石发病的典型诱因，采取有效的

预防方法，才能提升肾结石的预防效果。

肾结石的四大诱因
▲ 来宾市兴宾区人民医院  莫昆

儿童颅内肿瘤大多数指大脑内的良性或

恶性肿瘤，一般常见的包括脑膜瘤、髓母细胞

瘤等。儿童如果颅内出现肿瘤，一般会伴有恶

心呕吐、头痛、平衡障碍等现象，如果不能

及时有效治疗，很有可能出现癫痫发作症状，

而会随着年龄增长发病率也会逐渐增多。

儿童颅内肿瘤的病因

儿童的脑肿瘤病因不够明确，受到电离

辐射和遗传因素的影响会增加患脑肿瘤的风

险。一般儿童脑肿瘤病因是由颅内细胞突变

不受控制所致，具体病因尚不清楚。

儿童颅内肿瘤的主要类型

结合肿瘤组织的来源不同可分为几大

类，其中神经胶质瘤包括髓母细胞瘤、神经

母细胞瘤、星形细胞瘤、少突神经胶质瘤等，

还有松果体瘤、垂体瘤、神经鞘瘤和脑膜瘤。

而先天性肿瘤一般包括颅咽管瘤、表皮样瘤、

皮样瘤、畸胎瘤、脊索瘤、错构瘤等，此外

还有脉络丛乳头状瘤、血管性肿瘤、原发性

肉瘤以及转移性肿瘤等，位于颅骨的还包括

颅骨肿瘤。

儿童颅内肿瘤的主要症状

大多数情况下，儿童颅内肿瘤初期会伴

有恶心、头痛、视力减退等症状。如果肿瘤

体积不是很大，伴随着体位的更改，经常会

出现轻微头痛。受到病情的影响，疼痛会持

续时间较久。

而随着肿瘤体积的不断增大，就会出现

颅内压升高，这种情况持续以后，可能会引

起呕吐、恶心，还会直接影响患儿食欲，导

致食欲下降。颅内肿瘤导致颅内压增高的同

时，还会影响视神经，出现视神经盘水肿，

严重时会伴有视神经严重萎缩，给视力造成

严重影响，不仅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还有

其他可能性症状出现，如癫痫发作。根据不

同部位的肿瘤，还有些患儿可能出现走路不

稳、性早熟等情况。

儿童颅内肿瘤的治疗

儿童颅脑肿瘤可通过手术、化疗或放疗

的方式进行治疗，可结合不同情况选择更加

合适的治疗方案。开颅手术可最大可能将肿

瘤全部切除，以缓解颅内高压。药物化疗一

般在术后开展，从而达到预防复发、巩固治

疗的目的。

术后居家护理要点

术后饮食情况需要根据患儿吞咽功能决

定，吞咽功能正常的患儿，可以进食富含营

养、易消化的食物。吞咽功能存在问题的患

儿，则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为患儿进行鼻饲。

肢体活动功能障碍的患儿，还需要早日

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功能康复。出现头痛、呕吐、

精神状态不佳等情况，要及时回医院就诊。

在创伤护理方面，监护人需要时刻保持

创伤四周的清洁，定期进行消毒换药，避免

创伤组织引发细菌感染。

在心理护理上，患儿术后会因疼痛出现

暴躁易怒的情况，家长需要多观察和安慰儿

童情绪，尽量帮助其处于稳定状态。

儿童颅内肿瘤的预防

对于儿童患者来说，应格外注意避免不

必要的电离辐射。日常生活中，需要及时留

意儿童脑肿瘤的相关症状，一旦出现异常问

题，应及时就医。对于有相关脑肿瘤遗传史

的家庭，更要特别留意儿童脑肿瘤的相关症

状，及时进行相关检查。与此同时，对于患

有脑肿瘤的儿童患者来说，定期进行随访并

保持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有助于防治疾病复

发，提高生活质量。

近年来，我国胃癌发病率逐年升高，其

他慢性胃病患者也越来越多，给公众的整体

健康水平造成了严重影响。随着临床诊治手

段的进步，胃病患者的临床预后和生活质量

得到极大改善，而在胃病的诊治过程中，内

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什么是无痛胃镜

无痛胃镜指在检查前先经静脉注射进行

麻醉，让患者在麻醉状态下接受胃镜检查。

此种方法的优势是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舒适

度，并可减轻患者因胃镜检查的不适引起的

生命体征波动，保障患者的安全，促进胃镜

检查顺利进行。在胃镜检查结束后，会将患

者送至麻醉复苏室，患者完全清醒且无异常

表现后即可离开。

胃镜检查的适用人群

胃镜检查的适用人群包括：上消化道不

适者，如有胃酸、胃胀、胃痛、恶心呕吐、

早饱以及食欲减退者；进行胃及十二指肠造

影未发现病变或无法对病变性质进行定性

者；不明原因的上消化道出血者，如有呕血

症状，或大便常规检查潜血为阳性者，或黑

便患者；急诊出血患者，此类患者需在出血

后的 24~48 h 内进行胃镜检查以明确出血部

位，并可直接进行镜下止血治疗；接受胃及

十二指肠部位手术治疗患者的术后随访；上

消化道内疑似有异物者；肝硬化患者；有消

化道恶性肿瘤家族史者；长期服用对消化道

有刺激性药物者，如长期服用司阿匹林或氯

吡格雷；长期在胃癌高发区居住的人群。

无痛胃镜的禁忌人群

无痛胃镜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群，以下人

群不适宜做无痛胃镜：肥胖及患有呼吸睡眠

暂停综合征者；孕妇；心肺功能不正常；恶

性心律失常患者；近期有发热、咳嗽、上呼

吸道感染；电解质紊乱等。

肥胖和呼吸睡眠暂停的患者麻醉后会加

重气道梗阻，从而影响供氧。此外，麻醉药

物可能透过胎盘对胎儿造成伤害，因此孕妇

也不适用。

胃镜前的准备工作

胃镜前需按照要求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胃镜检查前至少禁食超过6小时，在最后一次

进餐时，应注意清淡饮食。对于患有高血压或

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需要规律用药者，在检查当

日的凌晨可用少量水送服。正在接受抗凝治疗

的患者，胃镜检查前需要遵从医嘱停用抗凝药

物。如果服用华法林或氯吡格雷，停药时间至

少为 3 天；如果服用阿司匹林，停药时间至

少为 7 天以上。需要注意的是，受检者还需

自备葡萄糖水或随身携带一些糖果，以便因禁

食饮时间过长出现低血糖时，可以及时应对。

此外，女性接受胃镜检查时应避开月经期。

无痛胃镜检查后的注意事项

受检者受麻醉剂的影响，短时间内的反

应力及判断力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在检查

结束后不要自己驾车、进行高空作业或操作

机械设备。

在检查结束 2 小时后，如果无异常情况

可饮用少量温水。胃镜检查结束后当日，进

餐时应注意选择质地柔软、好吸收、易消化

的食物，不要食用辛辣刺激性食物，也不要

食用比较油腻的食物，更不要食用质地较硬

的食物，避免刺激消化道，引起消化道出血。

胃镜检查结束后当日不要吸烟、饮酒，

这些行为都会加重麻醉剂的不良反应，且会

对胃肠道产生刺激，引起不适。

如果胃镜检查后出现了呕吐、发热或腹

部剧烈疼痛等情况，需马上到医院就诊。

你了解儿童颅内肿瘤吗？
▲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何静

关于无痛胃镜那些事儿
▲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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