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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疗是利用放射线，如 X 射线、

γ 射线、中子束或重离子等对肿瘤进行局

部治疗的一种方法。它通过破坏癌细胞的

DNA，阻止其分裂和繁殖，从而达到控制

和消除肿瘤的目的。

放疗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和消除肿瘤，

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放疗在

癌症治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许

多早期癌症，放疗可以作为根治性治疗手

段；对于晚期癌症，放疗可以有效缓解症

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放疗前的准备
放疗前的准备工作是确保治疗顺利进

行的关键。主要包括医生咨询和评估、放

疗计划的制定以及心理准备和情绪调整。

医生咨询和评估 在放疗前，患者需

要与医生进行详细的咨询和评估，了解放

疗的适应证、禁忌证、可能的不良反应以

及预期效果。

放疗计划的制定 放疗计划的制定需

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包括肿瘤的大小、

位置、类型以及患者的身体状况等因素，

由医生进行个性化设计。

心理准备和情绪调整 放疗可能会给

患者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因此，患者需

要做好心理准备，学会调整情绪，以积极

的态度面对治疗。

放疗的注意事项
在放疗过程中，患者需要注意遵守治

疗计划、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皮肤

护理、避免感染以及合理使用药物。

遵守治疗计划 遵守治疗计划是确保

放疗效果的关键。患者需要按照医生的

指导，按时进行放疗，不可随意更改治

疗方案。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放疗期间，

患者需要保持均衡的饮食，多吃富含蛋白

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以增强身体

抵抗力。适当的休息和锻炼可以帮助患者

缓解疲劳，提高身体素质，有助于放疗的

顺利进行。

注意皮肤护理 在放疗期间，患者应

避免使用含有酒精、香料等刺激性物质的

护肤品，以免刺激皮肤。保持皮肤清洁和

干燥可以预防感染，减少皮肤不适。

避免感染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可有

效预防感染，患者应勤洗手、勤洗澡，保

持口腔清洁。患者应尽量避免去人群密集

的地方，减少与病原体的接触机会。

合理使用药物 放疗辅助药物可以帮

助缓解放疗的不良反应，患者应严格按照

医生的指导使用。任何药物都有可能产生

不良反应，患者在使用药物时应注意观察

身体反应，如有不适，应及时与医生沟通。

放疗后的护理和监测
放疗结束后，患者仍需进行定期复查

和随访，注意身体变化和症状，及时与医

生沟通。

定期复查和随访 定期进行复查和随

访有助于医生了解病情的变化，及时调整

治疗方案。

注意身体变化和症状 患者应密切关

注身体的变化和症状，如有异常，应及时

就医。

及时与医生沟通 患者应与医生保持

良好的沟通，及时反馈身体状况和治疗反

应，以便医生作出相应的调整。

放疗是癌症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不

过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困难，患者需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相

信自己能够战胜疾病。更为重要的是，患

者要严格遵守医嘱，做好自我管理，包括

饮食、休息、锻炼等多个方面，以确保治

疗效果，同时与医疗团队保持良好的沟通，

医患携手，共渡难关。

“甜蜜”的烦恼“甜蜜”的烦恼
▲ 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 毕超

唐阿姨今年 50 岁，平时自觉身体健

康，但最近总感觉右眼看不清，朋友们

都说她可能是老花眼，也可能得了白内

障。但也有人说唐阿姨看不清是因为血

糖高引起了眼睛的并发症，建议她快去

正规眼科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唐阿姨空

腹血糖高达 16 mmol/L, 双眼都发生了糖

尿病性眼底病变。唐阿姨感觉右眼症状

明显是因为右眼病情更重，已经发生了

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必须稳定血糖接受

手术治疗了，术后也要按照医嘱定期复

查。唐阿姨开始后悔自己的大意，下定

决心要“管住嘴，迈开腿”，积极控糖！

糖尿病的危害
其实，糖尿病的并发症并不局限在

眼睛，糖尿病患者发生脑梗、心梗的很多，

晚期发生肾衰需要透析治疗的也不在少

数，所以糖尿病患者需要定期全面查体。

同时，由于眼部的并发症在早期并不影响

视力，所以患者即使没有自觉症状仍然需

要关注眼睛健康。此外，很多患者还可能

因为到眼科就诊才发现血糖问题，所以应

该重视每年的健康查体，尤其是父母或者

兄弟姐妹中有糖尿病患者的人群。

糖尿病眼病的治疗
糖尿病患者的眼部并发症很多，比

如干眼、白内障，但对患者视力影响最大

的是糖尿病性眼底病变，比如糖尿病性黄

斑水肿、玻璃体积血、牵拉性视网膜脱离

以及晚期继发的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等。

糖尿病性眼底病变需要个体化治疗，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不同，医生制定的治

疗方案也不同，现有的治疗方法包括眼

内注射药物、眼底激光治疗和手术治疗。

目前眼内注射的药物主要有两大类，

分别是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类和激素类

药物，两类药物各有千秋，随着科技的

发展，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元化的药物供

患者选择。而除了普通的眼底激光，近

年来微脉冲激光的应用也让越来越多的

患者受益。在手术设计上，玻璃体切除

手术可能需要联合白内障手术或青光眼

手术，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多采用“鸡

尾酒疗法”，打“组合拳”，希望能够

延缓患者病情的发展，改善患者未来的

生活质量。

稳定血糖是基础
糖尿病患者眼底疾病的治疗不是一

劳永逸的，医患协同合作要做好“打持

久战”的准备，稳定血糖是基础中的基础。

临床中很多患者经常忽视餐后血糖及睡

前血糖的控制，殊不知血糖忽高忽低的

危害更大，此外由于血糖血脂代谢的联

动效应，稳定血脂对于稳定血糖也是很

好的助力。

此外，患者还要根据近期血糖控制

情况调整降糖方案，同时眼科医生也要

根据患者眼部病情变化调整眼部治疗方

案及复诊时间。在糖尿病性眼底病变的

长期随访治疗中，病情波动反复是正常

的，眼底的血管及神经组织因高血糖造

成的损伤在血糖稳定后仍需要进行自我

修复。眼科治疗并非一蹴而就，只有医

患携手，并肩而战，才会远离这“甜蜜”

的烦恼！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脓毒症的首份全

球报告发现，全球每年有约 5000 万脓

毒症病例，1100 万例病例死亡，它可

以悄悄地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为了提高

人们对脓毒症的认识，全球脓毒症联盟

将每年的 9 月 13 日定为“世界脓毒症

日”。本文将揭开脓毒症的神秘面纱，

了解它是什么、有多危险，以及如何识

别和预防。

什么是脓毒症
如果将身体的免疫系统看作一支军

队，时刻帮助身体抵御细菌病毒的入侵，

但在某些情况下，这支军队可能会“过

度反应”，在对抗敌人的同时也伤害了

自己的城池。这就是脓毒症——身体对

感染的一种失控反应。

看似普通的感冒、肺炎、尿路感染，

甚至一个小伤口的感染，都可能引发这

场免疫系统的“内战”。一旦发生脓毒

症，全身器官都可能受到波及。这种情

况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器官衰竭，

甚至死亡。

脓毒症的常见病因
脓毒症的发生离不开感染。最常见

的感染包括：呼吸道，比如感冒拖久了

发展成肺炎；尿路感染，在女性和老年

人中更为常见；腹腔感染，阑尾炎、胆

囊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伤口感染，哪

怕是一个小的皮肤创口，如果不注意清

洁，也可能引发严重问题。

可见，身体任何地方的感染都有可

能发展成脓毒症。

脓毒症的危害
脓毒症的可怕之处在于进展迅速，

从感染到危及生命可能只有短短几小

时。它可能会引发脓毒性休克，进而患

者的多个器官（肾脏、肝脏、心脏等）

出现功能衰竭，最终导致死亡，尤其在

没有及早发现和及时治疗的情况下。

即使患者幸存，也有高达 50% 的患

者遭受长期的生理和（或）心理影响，

如疲劳、肌肉无力、吞咽困难、焦虑、

悲伤、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记忆

力下降等。

脓毒症的发病信号
脓毒症早期的症状可能不太明显，

容易让人误以为只是普通感冒或者疲

劳。但如果出现了以下信号的话，就绝

不能忽视。

早期信号 体温异常：忽冷忽热，

发抖或高烧不退。心跳加速：即便静息

时也感觉心跳剧烈。呼吸困难：像剧烈

运动后的喘息。极度疲惫：仿佛被抽空

了所有力气。

严重信号 皮肤发白或发冷：看起

来没血色，手足冰冷，或者大腿、足底、

手掌等处出现花斑。尿量减少：小便次

数少得离谱，甚至没尿。意识模糊：反

应变慢，甚至神志不清。严重疼痛：腹

部剧痛或其他地方的难以忍受的疼痛。

脓毒症的高危人群

虽然脓毒症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

上，但以下人群的风险更高。其一，免

疫力低的人，如癌症患者、艾滋病患者，

或长期吃免疫抑制药的人。其二，老年

人免疫系统老化，更容易被感染击垮；

其三，新生儿和婴儿的免疫系统还不成

熟；其四，慢性病患者，如糖尿病、高

血压、慢性肺病患者；其五，术后患者，

手术后的伤口感染风险高。

脓毒症的诊断和治疗

一旦怀疑脓毒症，时间就是生命。

在感染后 1 小时内得到治疗，生存率

可超过 80%；若延误至 6 小时后，生存

率可能降至 30%。

医生通常会通过血液检查和影像学

检查来确诊，并立即展开以下治疗：抗

生素治疗、补充体液、器官功能支持、

感染源清除等。此外，重症脓毒症患者

通常需要在重症医学科接受密切观察和

器官功能支持抢救治疗。

 脓毒症的预防

日常生活中注意以下几点，可以大

大降低遭遇脓毒症的风险。其一，保持

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清洁伤口；

其二，不拖延，及时治疗感染；其三，

接种疫苗，有效预防感染；其四，管理

慢性病，定期复查，控制病情，增强免

疫力。

脓毒症脓毒症：：隐形的健康危机隐形的健康危机
▲  德阳市人民医院 江帆

放疗放疗：：对抗肿瘤的利器对抗肿瘤的利器
▲ 临沂河东医院 李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