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的生活里，隐藏着一位悄无声息

却威力巨大的“隐形糖魔”——糖尿病前期。

这位“糖魔”擅长伪装，常常让人在不知不觉

中踏入它的陷阱。糖尿病前期，对于许多人来

说可能相对陌生，但它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亚临床健康阶段，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和关注。

糖尿病前期的定义

糖尿病前期，顾名思义，是糖尿病发病

前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患者的血

糖水平高于正常范围，但尚未达到糖尿病的

诊断标准。具体来说，糖尿病前期通常是通

过空腹血糖、餐后血糖或糖化血红蛋白的检

测来界定的。空腹血糖在 6.1~6.9 mmol/L 之

间，餐后2小时血糖在7.8~11.1 mmol/L之间，

或糖化血红蛋白在 6.0%~6.4% 之间，即可被

诊断为糖尿病前期。

糖尿病前期的危害

尽管糖尿病前期尚未达到糖尿病的严重

程度，但其潜在的危害却不容忽视。以下是

糖尿病前期可能带来的主要危害：

增加糖尿病风险  糖尿病前期是糖尿病的

重要预警信号。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干预和管理，

患者很可能在短时间内进展为糖尿病。据美国疾

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数据显示，每年约有

5-10%的糖尿病前期患者会发展为2型糖尿病。

心血管并发症  高血糖状态对心血管系

统造成损害，增加患高血压、冠心病、中风

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根据《新英格兰医学

杂志》的一项研究，糖尿病前期患者发生心

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 15%~30%。

肾脏问题  长期高血糖可能损害肾脏功

能，导致微量白蛋白尿等肾脏问题的出现。

研究表明，糖尿病前期患者患上慢性肾病的

风险增加 30%。

神经病变和视网膜病变  高血糖还可能对

神经系统和视网膜造成微妙的影响，虽然这些

变化在糖尿病前期可能不太明显，但长期下来

可能逐渐加重。糖尿病前期患者中大约有10%-

20%会出现轻微的神经病变或视网膜病变。

糖尿病前期的预防要点

鉴于糖尿病前期可能带来的严重危害，

预防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预防糖尿病前期，

调整生活方式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可以遵

循“500111 法则”来规划我们的日常生活。

具体来说，“5”代表每周至少进行 5 天

的运动，且每天的运动时间不少于半小时，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保持活力，同时控制体重

和血糖水平。

“00”则提醒我们有两个重要的饮食习

惯需要改变。第一个“0”表示晚餐后应避免

再进食，这样可以减少夜间血糖的波动，有

助于身体更好地休息。第二个“0”则意味着

我们要坚决避免饮用含糖饮料，因为它们是

血糖升高的主要来源之一。

“111”则包含了三个关于饮食的实用

建议。第一个“1”代表肥胖者每餐应减少 1

两（即 50 克）的主食摄入量，这样可以帮助

控制体重，降低血糖负担。第二个“1”提醒

我们每天蔬菜的摄入量应至少达到 1 斤（即

500 克），蔬菜富含纤维和维生素，对于控制

血糖和预防糖尿病非常有益。最后一个“1”

则建议我们每周最多外出就餐 1 次，因为外

出就餐往往难以控制食物的质量和摄入量，

容易导致血糖的波动。

除了调整生活方式，定期体检也是发现

糖尿病前期的重要途径。通过定期的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等检测，我们可以及时了解自

己的血糖水平，一旦发现血糖升高或处于糖

尿病前期的范围，就可以及时采取措施进行

干预和管理，避免病情进一步发展。因此，

定期体检对于预防和管理糖尿病前期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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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医学领域，医学影像技术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就像医生的“透视眼”，

能够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诊断疾病，为患者的

治疗和康复提供关键支持。那么，医学影像

究竟是如何助力疾病诊断的呢？

医学影像技术的种类及原理

医学影像技术多种多样：X 射线成像利

用其穿透性，可以帮助查看骨骼、胸部等情

况，像观察骨折、肺炎等；CT 扫描通过多

方位 X 射线扫描和计算机重建技术得到断层

图像，能更清晰显示人体内部结构，常用于

检查脑部、腹部等部位病变。MRI 成像基于

磁场和射频脉冲，对软组织分辨力好，常用

于诊断脑神经、关节韧带等疾病。超声成像

利用超声波反射形成图像，无创无辐射，广

泛用于妇产科、心血管科等检查。这些检查

技术各有优势，相辅相成，共同为疾病诊断

提供重要依据。

医学影像在疾病诊断中的优势

早期发现病变  医学影像技术能够在疾

病的早期阶段发现潜在的病变，此时患者可

能尚未出现明显的症状。例如，通过肺部低

剂量 CT 扫描，可以发现早期的肺癌结节，

为患者早期治疗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大

大提高了治愈率和生存率。

准确判断病变位置和范围  医学影像可

以清晰地显示病变在人体内部的具体位置以

及累及的范围。对于肿瘤患者，医生可以通

过 CT 或 MRI 等影像检查明确肿瘤的大小、

位置与周围组织的关系，从而制定更精准的

手术方案或放疗计划。

提供病变特征信息  不同的疾病在医学

影像上往往具有不同的特征表现。例如，脑

出血在 CT 图像上呈现高密度影，而脑梗死

则表现为低密度影。医生可以根据这些影像

特征来初步判断疾病的类型，为进一步的诊

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线索。

动态观察病情变化  在疾病的治疗过程

中，医学影像可以用于动态观察病情的变化，

评估治疗效果。例如，骨折患者在治疗后通

过 X 射线或 CT 复查，可以观察骨折的愈合

情况；肿瘤患者在化疗或放疗后，通过影像

检查可以了解肿瘤是否缩小或消失，从而及

时调整治疗方案。

医学影像诊断的流程

影像检查前准备  患者在进行医学影像检

查前，通常需要进行一些准备工作。例如，腹部

超声检查前需要空腹，以减少胃肠道内气体对图

像的干扰；进行CT或MRI检查时，需要去除患

者身上的金属物品，避免产生伪影影响图像质

量；MRI检查时，金属物品甚至会对患者造成安

全隐患。此外，医生还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和检查目的，对患者进行相关的告知和指导。                

影像诊断  医生会在工作站上读取患者

的影像图像，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结合患

者的临床症状、病史等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对于复杂的病例，还需要多位医生进行会诊，

共同讨论诊断结果。诊断报告中会详细描述

影像所见的病变情况，包括病变的位置、大

小、形态、密度（或信号）等特征，并给出

初步的诊断意见和建议。

临床决策  临床医生根据医学影像诊断

报告以及其他相关检查结果，为患者制定进

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诊断明确且病情适宜，

可能会直接进行治疗；如果诊断存在疑问或

需要进一步明确病变性质，可能会建议患者

进行其他检查或进行病理活检等。

医学影像作为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疾病诊断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和手段。它通过

多种技术手段，从不同角度揭示人体内部的奥

秘，帮助医生及时发现病变、准确判断病情，

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医学影像将在未来的医疗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

作用，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医学影像如何助力疾病诊断
▲ 广东省东莞市企石医院影像科  刘承宗

产前护理，是指孕妇在怀孕期间接受的

一系列保健措施和医疗服务，旨在确保孕妇

的身体健康，提供必要的监测和咨询，以保

障胎儿的健康发育和顺利分娩。产前护理对

孕妇和胎儿的健康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产前检查

产前检查是产前护理的核心内容之一，

通过对孕妇的身体状况进行综合评估，以及对

胎儿的发育情况进行监测，来确保孕妇和胎儿

的健康。

产前检查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定

期测量体重和血压有助于监测孕妇的体重增长

和血压变化，及时发现妊娠期高血压等潜在问

题。②通过胎心监护仪监听胎儿的心率，了解

胎儿在宫内的健康状况。胎心监测通常在孕中

晚期进行，特别是在分娩前的几周。孕妇通过

自我监测胎动，可以了解胎儿的活动情况，及

时发现胎儿缺氧等异常情况。③血常规、尿常

规、肝肾功能、血糖、血型、乙肝五项、梅毒、

艾滋等项检查，这些检查有助于评估孕妇的健

康状况，及时发现潜在疾病。

营养指导

合理的饮食结构和营养摄入对孕妇和胎

儿的健康至关重要。产前护理包括向孕妇提

供科学的饮食建议，包括合理的能量摄入、

各种营养素的平衡摄入和适量的运动。孕妇

在怀孕期间需要额外的能量来支持胎儿的生

长发育，但应避免摄入过多的热量，以免导

致体重超标和妊娠期糖尿病等问题。蛋白质

是胎儿生长发育的重要营养素，孕妇应摄入

足够的优质蛋白，如瘦肉、鱼类、鸡蛋等。

此外，孕妇需要补充足够的钙、铁、锌等矿

物质和维生素，以满足胎儿骨骼发育和免疫

系统建设的需要。孕妇还应摄入多样化的食

物，包括蔬菜、水果、全谷类、豆类等，以

保证各种营养素的均衡摄入。

孕期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孕期常见疾病如妊娠期高血压、妊娠糖

尿病等都需要及时的诊断和治疗。产前护理

提供了对这些疾病的筛查和监测，并为孕妇

提供相应的治疗方案。妊娠期高血压是孕妇

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

导致胎盘早剥、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等严重后

果。孕妇应定期监测血压，遵医嘱按时服药，

控制饮食和体重。妊娠糖尿病是孕妇在怀孕

期间出现的血糖升高现象，如果不加以控制，

可能导致胎儿巨大、羊水过多等问题。孕妇

应控制饮食，避免高糖食物，必要时使用胰

岛素进行治疗。孕妇在怀孕期间由于血容量

增加和胎儿生长发育的需要，容易发生贫血。

孕妇应定期检查血常规，及时补充铁质和维

生素 C 等营养素。

心理准备

孕妇在怀孕期间和分娩前会经历一系列

的心理变化，包括焦虑、紧张、恐惧等情绪。

产前护理应关注孕妇的心理状态，提供心理

支持和疏导。孕妇应提前了解分娩的过程和

注意事项，增强对分娩的信心，减轻焦虑和

恐惧。孕妇可以与亲友分享自己的感受，寻

求他们的支持和理解。亲友的关爱和鼓励有

助于孕妇缓解紧张情绪。

物资准备

孕妇和家属应提前准备好分娩后孕妇和

胎儿会用到的衣物用品，包括护理垫、洗漱用

品、尿不湿等。这些物资的准备有助于孕妇在

分娩后更好地照顾自己和宝宝。适度的运动和

充足的休息是孕妇产前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运动有助于维持孕妇的身体活力，而休息则有

助于减轻孕妇的疲劳感，保持身体的平衡状态。

孕妇在怀孕期间应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外阴部、

腹部、大腿内侧等部位的清洁干燥，防止细菌

感染。孕妇应使用温水清洗外阴部，避免使用

刺激性强的清洁产品。

总之，产前护理是孕妇在怀孕期间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全面的产前护理，孕妇

可以确保自己和胎儿的健康，为顺利分娩打

下坚实的基础。

深度解析：孕妇产前护理要点
▲深圳市南山区妇幼保健院产科  李建莉

糖尿病前期：揭秘“隐形糖魔”
▲ 石狮市总医院/石狮市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吴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