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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作为一项挽救生命的重要治疗手

段，承载着无数生命的希望与奇迹。然而，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输血仍然是一个既熟

悉又神秘的过程。今天，让我们一同揭开

输血的神秘面纱。

输血的原理  输血就是将血液或其成

分（如红细胞、血小板、血浆）从一位健

康人（献血者）体内输送到需要治疗的患

者体内。这一过程旨在补充患者因疾病、

创伤或手术等原因而缺失或功能异常的血

液成分，从而维持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

血型是输血前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

目前，最常用的血型分类系统是 ABO 血型

和Rh因子系统，前者分为A、B、AB和O四种，

后者则分为阳性和阴性。输血时，原则上

应坚持“同型输血”，即 A 型血输给 A 型

血患者，B型血输给B型血患者，以此类推。

但 O 型血因其红细胞表面既无 A 抗原也无

B 抗原，被视为“万能供血者”，在紧急

情况下可输给任何血型患者（但需注意 Rh

因子匹配）。而 Rh 阴性血液的珍贵性，则

在于其携带的 D 抗原缺失特性。这种遗传

特征在亚洲人群中仅占 0.3%，造就了“熊

猫血”的特殊身份。然而，随着医学的进步，

我们现在更加倡导成分输血，即根据患者

的具体需要输注特定的血液成分，以减少

输血反应的风险。

 输血的适应证与风险  输血并非随意

进行，它有着严格的适应证。除了血型不

匹配可能引发的溶血反应外，还有发热反

应、过敏反应、细菌污染、病毒传播（如

HIV、肝炎病毒）等潜在风险。因此，每一

次输血前，医护人员都会进行详尽的病史

询问、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测，以确保输

血安全。为减少输血风险，现代医学提倡

自体输血，即患者在手术前预先储存自己

的血液，在需要时回输。这种方法不仅避

免了异体输血可能带来的免疫反应和疾病

传播风险，还能促进患者术后更快恢复。

当然，对于某些紧急情况或自体输血不可

行时，异体输血仍然是必要的选择。

输血的新技术进展  随着科技的进步，

输血技术也在不断创新。人工血液的研究

正逐步取得进展，旨在开发出能够替代或

部分替代人血的生物制品，减少对献血者

的依赖，同时降低输血风险。此外，输血

替代疗法的研发，如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

治疗贫血、应用重组凝血因子治疗凝血障

碍等，也为患者提供了更多治疗选项。

输血后的护理注意事项  （1）监测生

命体征：输血后，患者会接受一段时间的

生命体征监测，包括体温、脉搏、呼吸、

血压等，以及观察有无输血反应发生。一

旦发现异常，如发热、寒战、皮疹、呼吸

困难等症状，应立即通知医护人员。（2）

休息与恢复：输血后，患者需要充分休息，

帮助身体适应新输入的血液成分，促进恢

复。避免剧烈运动或过度劳累，以免加重

身体负担。（3）饮食调理：输血后，建议

患者食用富含铁质、蛋白质及维生素的食

物，如瘦肉、动物肝脏、绿叶蔬菜等，以

促进血液生成和身体恢复。（4）伤口护理：

对于因输血而留下的针眼或切口，应保持

清洁干燥，避免感染。按照医护人员指导

进行定期消毒和更换敷料，如有红肿、疼

痛或渗出，应及时就医。（5）遵循医嘱：

输血后，患者应严格遵守医生的后续治疗

计划和复查安排。可能需要根据病情调整

药物剂量或进行进一步的检查，以确保治

疗效果和及时发现潜在问题。

输血，作为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生命的希望与重托。作为普通人，我

们或许无法直接参与输血的过程，但了解输

血知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就是对生命最

好的尊重。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生命的馈赠，

让每一滴血液都能安全、有效地流淌在需要

的地方，续写更多生命奇迹的篇章。在这个

过程中，每一位参与无偿献血的爱心人士，

都是这份希望与爱的传递者，值得我们最深

的敬意与感谢。

在朋友聚会、家庭团圆，及各种庆祝

活动中，常少不了举杯庆祝。而对于一些

正在服用特定药物的人来说，酒精与药物

的相互作用可能带来不小的健康风险，尤

其是“双硫仑样反应”。那么，这种反应

是什么？为什么节假日期间饮酒时需要特

别注意？

什么是双硫仑样反应
双硫仑样反应（DLR）是一种因为药

物与酒精发生相互作用所引发的反应。具

体来说，某些药物（如双硫仑）能够阻碍

体内分解酒精的酶正常工作，导致酒精在

体内停留过久并积累，进而引发一系列不

适症状。

双硫仑本身是一种用于治疗酗酒的药

物，它通过抑制乙醇脱氢酶（分解酒精的

酶）的活性，阻止酒精的代谢。服用双硫

仑后，如果喝酒，体内会积累大量乙醛（一

种酒精代谢的中间产物），乙醛是对身体

有害的，进而引发头痛、恶心、呕吐等一

系列不适的症状。这种反应的症状通常表

现为面部潮红、心跳加速、呼吸困难、头

痛、恶心、呕吐等。甚至在极端情况下，

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如低血压、

休克，甚至危及生命。

常见的药物，如某些抗生素、抗真菌

药物、抗寄生虫药物，甚至是治疗胃病的

药物，都有可能与酒精发生反应，产生双

硫仑样反应。

头孢菌素类抗生素  头孢哌酮、头孢

曲松、头孢噻肟、头孢克洛、头孢他啶、

头孢哌酮-舒巴坦、头孢克肟、头孢匹胺、

头孢孟多、头孢替胺、拉氧头孢、头孢唑肟、

头孢唑啉、头孢氨苄、头孢拉定等。

氟喹诺酮类  莫西沙星、左氧氟沙星、

诺氟沙星等。

大环内酯类  琥乙红霉素等。

硝基咪唑类  甲硝唑、奥硝唑、替硝

唑等。

其他抗菌药物  酮康唑、氯霉素、灰

黄霉素、复方磺胺甲噁唑、异烟肼、呋喃

妥因、呋喃唑酮等。

双硫仑样反应多出现在饮酒后的

5~10 分钟内，症状持续时间在 30 分钟到

数小时不等，随着用药剂量和饮酒量的增

加，症状会随之加重。

如果你正在服用药物，尤其是抗生

素或其他具有潜在副作用的药物，务必

按照医生的指示进行用药，不要擅自改

变药物使用方式，也不要在未咨询医生

的情况下饮酒。通常使用头孢菌素类药

物之后，建议等待至少 1 周再饮酒。这

是因为需要综合考虑头孢菌素类药物对

乙醛脱氢酶的影响程度、药物自身的代

谢周期以及个体差异。

总结
节假日是与家人朋友共度美好时光的

时刻，然而，如果你正在服用可能与酒精

发生反应的药物，特别是在药物治疗期间，

酒精可能成为潜在的健康隐患，一定要避

免饮酒。双硫仑样反应是一种由于药物与

酒精相互作用引起的不适反应，可能带来

严重的身体不适，其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甚至危及生命。

结肠息肉是结肠内出现的一种异常

组织生长，通常不会引起患者不适，但

其有可能演变为癌症。近年来，随着生

活方式的变化，结肠息肉的发病率逐渐

上升，成为许多人关注的健康问题。

结肠息肉是怎么形成的
结肠息肉是指在结肠和直肠内壁上

出现的异常组织生长，通常呈小肉瘤状，

可能是单个息肉，也可能是多个息肉并

存。息肉的大小、形状和表面特征各不

相同，有的呈平坦形状，有的则是带柄型。

虽然大多数结肠息肉是良性的，但若未

能及时处理，部分息肉可能会逐渐恶变

为结肠癌。

结肠息肉的形成通常是由于肠道内

的正常细胞发生了基因突变，导致细胞

分裂异常，进而形成赘生物。息肉的形

成往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常需要数

年才能从一个小的细胞增生发展成明显

的息肉。在此过程中，若细胞增生过快

且无法有效修复，将形成不正常的息肉

组织。部分息肉可能由于长期受到不良

生活习惯（如高脂肪、高热量饮食、缺

乏运动等）刺激，导致病变的加速。

多项研究发现，结肠息肉的形成与

遗传、饮食习惯、年龄、性别以及环境

等因素相关。有家族历史的人更容易患

结肠息肉，尤其是直系亲属中有结肠癌

病例的人群。饮食中高脂肪、高热量、

低纤维的食物也与结肠息肉的发生密切

相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 50 岁以

上的人群，结肠息肉的发生率显著增加，

男性相对于女性也有更高的患病风险。

结肠息肉长什么样
结肠息肉的类型根据其形态、组织

学特点及恶变潜力有所不同。腺瘤性息

肉是最常见的类型，通常呈圆形或椭圆

形，质地较硬，且恶变的风险较高。约

70%的结肠癌是由腺瘤性息肉发展而来，

因此其监测尤为重要。炎症性息肉通常

由肠道慢性炎症引起，多见于炎症性肠

病患者，恶变风险较低。增生性息肉主

要是结肠内正常细胞的增生，体积小且

生长缓慢，通常不易引发癌变。遗传性

息肉则由基因突变引起，通常在年轻人

群中发现，且常伴随多个息肉形成，增

加了癌症风险，特别是家族性腺瘤性息

肉病患者。

长有结肠息肉的患者早期通常没有

明显症状，这也是其危险所在。许多人

在未进行定期筛查的情况下并不知晓自

己有息肉。一旦息肉增大或发生恶变，

可能会出现便血、腹痛或肠道不适等症

状。排便习惯的改变，如便秘、腹泻或

两者交替出现，都是潜在的警示信号。

虽然大部分结肠息肉没有明显症状，但

若不加以重视，恶性息肉可导致肠梗阻、

持续性出血，甚至引发结肠癌。尤其是

50岁以上的人群，应定期检查肠道健康，

确保早期发现和处理息肉。

如何早期发现结肠息肉

结肠息肉的诊断主要依赖结肠镜检

查，这是一项直接、有效的检查方法。

结肠镜可以让医生清楚地观察结肠内的

息肉，并在必要时进行活检，以判断息

肉是否存在癌变迹象。CT 结肠成像是一

种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能通过三维影

像帮助发现结肠中的异常结构。超声波

检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结肠息肉，

尤其适用于无法进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

对于有家族病史或其他高风险因素的人

群，定期筛查尤为重要，尤其是 50 岁及

以上的成年人，应每年进行一次结肠镜

检查，以确保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

的治疗措施。

结语

结肠息肉虽然多数为良性，但不可

忽视其恶变的可能性。通过了解结肠息

肉的影响因素、种类、症状及诊断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更早识别和预防结肠癌的

发生。保持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定

期进行肠道检查，是每个人应当重视的

健康守护措施。希望每个人都能意识到

结肠健康的重要性，守护好自己的肠道，

远离息肉威胁。

揭秘结肠息肉的那些事儿揭秘结肠息肉的那些事儿
▲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医院  蒋俊艳

输血应该注意什么输血应该注意什么
▲ 海南省血液中心  苏庆元

用药+饮酒，危险在招手用药+饮酒，危险在招手
警惕双硫仑样反应警惕双硫仑样反应

▲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  骆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