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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药片过期怎么看？

答：如果药片出现变色、松散、粘连、糖衣开

裂等改变，不仅会降低药效，有时还会出现毒副

作用。

胶囊过期怎么看？胶囊如果出现发黏、破

裂等现象，一般就是过期了。

大瓶液体药物过期怎么看？一般一次用不

完，可能要保存一段时间再用。如果出现分层、

沉淀、异味则可能是变质了，不可继续服用。

膏药等外用药过期怎么看？膏药开封后容

易挥发，味道变淡，药效会降低。因此，大家最

好购买单独包装的膏药，如果买大包装的，应当

注意封口。

若发现药物出现上述可疑变化，即使在

包装盒上明确注明的“保质期”内，也不建议

使用。 □ 石跃新 记者 王玮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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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的适应症有哪些？慢性

肾衰竭血液透析安全吗？12月7日，本报健康热

线0551-62623752，邀请了合肥市三院肾内科副

主任杨艳娜与读者交流。

□ 傅喆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老年高危不宜做血液透析

杨艳娜，硕士研究生，擅长肾小球疾病、

慢性肾脏病、血液透析及并发症等相关疾病

的诊治。

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的
适应症有5种

读者：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的适应症有哪些？

杨艳娜：（1）出现心力衰竭或尿毒症性心包

炎；（2）难以控制的高磷血症，临床及 X 线检查发

现软组织钙化；（3）严重的电解质紊乱或代谢性酸

中毒，如 K+≥6.5mmol/L，CO2-CP≤13mmol/L；

（4）明显的水钠潴留，如高度浮肿和较高的血压；

（5）严重的尿毒症症状，如恶心、呕吐、乏力等。

在有经验的血透中心治疗
是相对安全的

读者：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安全吗？血液透

析中会出现哪些并发症？

杨艳娜：血液透析发展到今天，在有经验的血

透中心治疗是相对安全的，但是也会有一系列的

并发症。

如：1、透析反应：透析时患者热源反应常始于

透析后50～75分钟，患者畏寒不适、体温升高，头

晕、头痛、恶心、呕吐；部分患者透前紧张。所以除

对症处理外应注意心理护理；在刚开始透析时透

析时间宜短，逐渐过渡，第一次2小时左右，后逐渐

延长，经1～2周诱导，可进入规律透析。

2、透析失衡综合征：可发生在透析结束前或

透析后。主要症状有头痛、烦躁不安、恶心、呕吐、

血压升高，严重者可出现视力模糊、震颠，甚至抽

搐、昏迷而导致死亡。其病因尚未完全明了，初步

认为是血透后患者血中代谢产物下降速度快，而

肌酐、尿素氮等通过血脑屏障较缓慢，导致渗透压

的不同，引起脑水肿、颅压升高，以及血液与脑脊

液氢离子浓度差等引起的一系列中枢神经系统症

状。其护理措施首先是安慰病人使之平静，卧床

休息；其次建立静脉通路，静脉滴注葡萄糖、右旋

糖酐、新鲜血液等；再者予对症处理，如降颅压等。

3、心血管并发症：血透患者心血管主要并发症

有心律失常、心包炎、心包填塞、心力衰竭、高血压、

脑出血等。病人还可出现透析相关性低血压，可补

充生理盐水、白蛋白、血浆等。

血液透析是有禁忌症的
读者：哪些尿毒症病人不适合血液透析？

杨艳娜：慢性肾衰竭终末期患者有的不适合

血液透析，血液透析是有禁忌症的，如：1、老年高

危，不合作的婴幼儿；2、由严重心肌病变导致的严

重心衰或肺水肿；3、大手术后三天内，胃肠道严重

活动性出血；4、恶性肿瘤晚期导致肾功能衰竭；5、

肾病患者存在低血压或严重感染性休克；6、非容

量依赖性高血压；7、颅内出血或颅高压；8、肾病患

者同时并发有心功能不全或严重心律失常而不能

耐受体外循环；9、患者本身存有未经控制的严重

糖尿病；10、脑血管意外。

日常饮食应营养均衡
摄入过多或过少都不行

星报讯（屈澄皓 记者 马冰璐） 最近，因过

度控制饮食，引发身体不适而就诊的老年市民

增多。对此，安医大一附院营养科专家张宝提

醒，老年人对膳食营养存在不少误区，例如，吃

纯素食、抗拒油脂等，“日常饮食讲求营养均衡，

摄入过多或过少都不行。”

“我血压、血脂都高，大鱼大肉不敢吃，只敢

吃素。”家住合肥市绩溪路社区的王阿姨说，除

此之外，她还尽量少吃油脂，“烧菜时，能不放

油，就不放油。”对此，张宝表示，不少老年人存

在类似误区，“鱼、禽、蛋和瘦肉均属于动物性食

物，是优质蛋白、脂类、脂溶性维生素、B族维生

素和矿物质的良好来源，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

成部分，因此，建议老年人尽量不要纯素食。”

此外，做饭做菜一滴油不放也是不对的。张

宝建议，除了食物本身含有的脂肪外，老人每天

烹调油摄入量以20~25克为宜，总脂肪每天平均

60克左右是适宜的，过高过低均不利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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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宝宝智力发育是否滞后？除了母

乳喂养外，宝宝还需要额外补充营养吗？下周五

（12 月 14 日）上午 9：30～10：30，本报健康热线

0551-62623752，将邀请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

立医院）儿内科主治医师樊婷婷与读者交流。

樊婷婷，从事儿科临床及教学工作十余年，

擅长新生儿危重症救治、早产儿的综合管理与

出院后早期随访，尤其是超低出生体重和极早

产儿的系统管理及早期干预，儿童生长发育评

价与指导、儿童营养评估。

□ 朱伟华 记者 马冰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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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王永生 记者 马冰璐） 家住合肥市蜀

山社区的晓晓正处于青春期，面对生理和心理上发

生的变化，她有些手足无措。对此，合肥市一院心

理咨询门诊专家娄彦芝提醒，青春期，孩子的心理

健康不容忽视，这时候，家长要及时给予孩子关心，

并帮助孩子调节心理，陪孩子一起迎接“成长”。

据统计，3 成青少年在青春期到来时，会出现

和晓晓一样的困扰。“青春期出现的生理、心理上

的变化，会使孩子生活中出现较多的心理矛盾，这

时，家长应告诉孩子，青春期是人生的必经阶段，

不必感到慌张，要从容面对这些变化。”娄彦芝表

示，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一般比较懵懂敏感，因此，

青春期心理健康不容忽视，家长要多多给予关心

和指引。

“孩子自己也要学会调节心理，遇到挫折和失

意时，要多向家人或好友倾诉；多培养一些兴趣爱

好，多交朋友。”娄彦芝建议，青少年还可以多参加

有益身心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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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心理健康不容忽视
家长应陪孩子迎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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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我听说，手上长倒刺的话，不能撕拔

扯咬，容易损伤皮肤，造成感染。该如何正确处

理倒刺呢？

安医大四附院专家：正确的做法是先用温水

浸泡有倒刺的手约5分钟，等指甲周围的皮肤变

得柔软后，再用指甲钳或小剪刀在倒刺的根部将

其剪掉即可。在剪除倒刺前，指甲钳或小剪刀可

先用酒精消毒，倒刺在剪掉前与剪掉后也需涂上

碘酒。如果倒刺周围发红或出现了化脓，则很可

能是出现了感染，最好到医院就诊。

□ 付艳 记者 马冰璐

星报讯（记者 祁琳） 张怀宾是蚌埠人，今年

93岁，性格豁达，他一生勤俭，对生活乐观向上，四

世同堂营造和睦大家庭，而他与老伴尚玉珍相濡

以沫，70年的婚姻令人感慨。

张怀宾与人相处，从不说东家道西家，“主动

处理好邻里关系，营造良好睦邻气氛。”他常用这

句话来勉励自己和家人。张怀宾一直热心社区公

益活动，做些力所能及之事。

张怀宾现在已经 93 岁了，每天什么时间干什

么事，生活起居特别有规律。他早上 6 时 30 分会

准时起床，中午休息1小时，晚上10时以前上床睡

觉。早晨起床后先把全身按摩一遍，接着在家门

口锻炼身体，还能在卧室里做几个蹲立动作。问

及张怀宾老人的长寿秘诀，老人开心地笑着说：老

年人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并持之以恒，每天早

晚运动2～3次，“好习惯＋好心态＋多运动”。

老人从不挑食、不贪食、不偏食，平时多素少荤

七成饱，也不抽烟，高兴的时候会喝点酒，但不会贪

杯。哪怕再爱吃的东西，也不能吃得过饱。张怀宾

老人说，“知足常乐”心态好。尽量不要生气，有什

么事情或想法就说出来，过后也不要放在心上。长

期保持乐观心态和精神“松弛适度”，这很重要。

好习惯+好心态+多运动=长寿养
生
生
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