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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性关节炎的阶梯治疗方案
倪传飞

骨性关节炎是一种退行性疾病，
也是引发膝关节疼痛的主要原因之
一。此病症不仅会降低患者的生活质
量， 还可能限制其日常活动能力。因
此，了解骨性关节炎的阶梯治疗方案
对于有效管理和缓解症状至关重要。

一、骨性关节炎
骨性关节炎是一种退行性病变，

好发于膝关节等负重关节。该病的发
生与年龄增长、性别、体重指数、既往
关节损伤及骨密度等相关。骨性关节
炎核心病理机制在于关节软骨的慢
性磨损，触发局部修复反应，导致骨
赘形成、滑膜炎症、关节结构变形以
及功能障碍。

二、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阶梯治
疗方案

第一阶梯：基础治疗。针对病情
较轻、症状不明显的患者，应考虑非
侵入性和保守治疗方案。 ①调整生
活方式：限制长跑、跳跃及深蹲等高
强度活动，尽量不参与登山和爬楼梯
等活动，保护关节健康。②控制体重：
通过合理饮食与适量运动达到减重
目的，有效降低因额外重量造成的关
节压力和疼痛。 ③制定运动计划：推
荐进行有氧、低强度运动，包括抬腿
训练、 半蹲训练、 阻力带训练等。此
外，还可使用健身器材进行辅助性或
自主性关节活动。④合理使用物理疗
法：引入多种物理疗法，如水中运动
疗法、冷敷与热敷交替治疗、专业按
摩与拔罐等。⑤使用辅助设备：根据
个人需要选择合适的拐杖、助行器或
护膝等辅助设备， 帮助分散身体重

量，减少对受损关节的压力。
第二阶梯：口服药物治疗。当基

础治疗不足以控制症状时，药物治疗
成为下一个选择。首先，应用非甾体
抗炎药以控制疼痛和炎症反应。对于
中到重度疼痛患者，推荐使用阿片类
镇痛药进行有效管理。同时，针对因
慢性疼痛导致焦虑的患者，提供抗焦
虑药物以缓解心理压力。此外，结合
传统中医药理论，选用中成药来促进
康复进程，缓解相关症状。

第三阶梯：关节内注射治疗。对
于中度至重度症状的患者， 关节内
注射治疗是一个重要的治疗选项 。
①糖皮质激素： 这类药物能够迅速
缓解疼痛和炎症， 但考虑到其对软
骨可能造成的损伤， 通常不建议频
繁使用。②玻璃酸钠：建议每年进行
一到两次注射治疗， 以辅助恢复关
节功能。不过，应避免连续多年不间
断使用。③富血小板血浆治疗：通过
抽取患者自身血液处理后注射回关
节腔内，具有显著的消炎止痛效果，
并促进软骨修复。 富血小板血浆根
据白细胞含量分为贫白细胞和富白
细胞。前者更适用于治疗骨关节炎，
因为其能有效减少炎症并促进组织
修复。相比之下，后者由于可能引发
软骨退化，故不适合关节内应用。

第四阶梯：手术治疗。如果上述
治疗方法均无法有效控制症状 ，或
者关节损伤严重到一定程度时 ，手
术可能是最后的选择。 ①关节镜清
理术： 通过使用关节镜这种精密的
小型设备， 医生能够对患者的关节

内部进行详尽的检查和精确的操
作。术中，医生可以通过关节镜移除
患者关节内的碎屑、 修整受损软骨
以及修复任何可能导致疼痛或影响
活动的组织损伤。 这一疗法能够有
效缓解早期骨关节炎患者的症状 ，
显著提升其生活质量。②截骨术：该
术式通过精确调整骨骼排列， 将体
重负荷重新分配至膝关节的健康区
域，从而减轻受损部位的压力。该术
式不仅能够有效减缓关节疾病的进
展， 还能显著提升患者的步态稳定
性和日常活动能力。 ③全膝关节置
换术：对于终末期骨关节炎患者，全
膝关节置换术是一种高效的治疗选
择 。术中 ，医生会借助精密仪器 ，移
除病变的关节表面， 并替换为生物
相容性良好的金属和聚乙烯组件 ，
这些组件设计用于模拟自然关节的
功能，确保恢复效果和耐久性。该术
式不仅能显著减轻患者疼痛， 还能
大幅提升膝关节功能。 对那些保守
治疗无效且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的
患者来说，该术式不仅是一种有效的
治疗手段，更是一项能够显著改善生
活品质的关键措施。

面对膝关节疼痛， 不应简单地
“硬扛”，而是应该积极寻求合适的治
疗方法。从生活方式的调整到必要的
医疗干预，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策略
可供选择。若您正遭受膝关节疼痛的
困扰， 建议尽早咨询专业医生， 根
据个人具体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治疗
计划。

（作者单位系阜阳市肿瘤医院）

胸泌尿外科术后护理要点
查丹丹

在医疗服务领域 ，高质量的护理工
作是促进患者康复的重要手段 ，更是优
化患者就医体验 、 改善医患关系的关
键。 胸泌尿外科患者的康复过程较长 ，
康复需求较复杂 ，护理人员需为其提供
优质 、全面的术后护理 ，才能促使患者
更快地恢复健康 。现讲解一些胸泌尿外
科术后护理要点 ，为胸泌尿外科术后患
者及其家属提供参考。

一、心电监护
手术完成后 ，经过麻醉复苏 ，护士

会通过平车将患者转运至病房 ，而后为
其连接心电监护与氧气 ，并密切监测其
生命体征 ， 直至病情平稳方可停止监
护。

二、体位调整
若患者在术中采用全麻 ，术后无需

去枕 ；若患者在术中采用腰麻 ，则术后
需去枕平卧 6h。 若患者术后出现恶心、
呕吐等麻醉副作用 ，应立即将患者的头
部轻轻转向一侧，防止呕吐物误吸。

三、早期下床活动
当患者完全清醒后， 应协助患者调

整为半卧位 ， 以提高患者的舒适度 。若
病情稳定 ， 患者可在手术 4h 后在床边
或床上进行轻微活动 。术后第 1d，患者
可尝试下床活动 。早期下床活动对整体
康复尤为重要 ，可促进血液循环 ，降低
血栓形成的可能性 ，还可通过增强肺活
量和促进深呼吸 ，减少肺不张和肺炎的
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 ，在首次尝试下床
前，患者应先在床边静坐约 30 秒 ，确保
没有头晕或其他不适感后再慢慢起身活
动，以保证患者逐步适应身体变化。

四、管路护理

胸泌尿外科术后患者会使用胸腔引
流管、导尿管、胃管等多种管道 ，做好管
路护理具有重要意义 。 针对胸腔引流
管， 需保证其通畅性， 并定期检查水封
瓶中的水柱波动情况 ，正常情况下应有
轻微波动。 同时， 需密切观察引流液的
颜色 、量及性质变化 ，并定期检查引流
管及其连接装置的固定情况。 针对导尿
管， 应定期检查尿袋位置， 避免高于膀
胱水平导致尿液反流 ，还应每日用温水
和温和肥皂清洗尿道口周围区域， 保持
局部清洁 。针对胃管 ，应根据治疗需求
调节滴速 ， 避免过快或过慢影响疗效 ，
并定期更换输液部位 ，预防静脉炎的发
生。

五、疼痛护理
术后，若患者疼痛感强烈，医生会依

据患者的健康状况开具相应的止痛药物
来缓解疼痛。 一些患者会选择在手术室
内预先安置一个止疼泵， 此种装置能够
持续向体内输送止痛药 。当患者觉得疼
痛难以忍受时， 可通过按压止疼泵上的
按钮来增加药物的输入量 ，每次按压后
需等待 15min 以上方可再次操作。此外，
患者还可采取一些自我放松的方法来帮
助缓解疼痛， 如观看电视节目、 聆听音
乐或是与家人朋友交谈等， 此类活动有
助于分散注意力，放松身心。

六、饮食指导
手术当日，患者可在手术 2h 后饮用

适量温开水 ，若无不适反应 ，可在 4h 后
进食。 建议先选择容易消化的食品 ，如
稀粥， 而后根据患者的耐受情况逐步过
渡至米线、卷粉，最终恢复正常饮食 。推
荐患者多食用牛肉、 鱼肉、 瘦肉及各类

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以补充蛋白质与维
生素。 还可鼓励患者增加粗纤维食物的
摄入量，以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的发
生。

七、伤口宣教
指导患者及其家属如何观察伤口的

变化，包括颜色 （正常的愈合过程中 ，伤
口应逐渐从红色变为健康的粉红色）、是
否有红肿、渗液或异常分泌物。叮嘱患者
在洗澡时避免让伤口直接接触水， 并注
意体温变化。定期更换伤口敷料，保证无
菌操作，以减轻感染风险。

八、腹带包扎
针对腹部有手术切口的患者， 推荐

使用腹带以促进伤口愈合、 缓解腹部不
适感。腹带的使用有助于支撑腹部肌肉，
减少对伤口的压力。 在佩戴腹带的过程
中，建议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松开腹带 1h
左右，以便让皮肤得到适当的透气时间，
并减少因长时间包裹而引发皮疹的风
险 。在松解腹带期间 ，应避免大幅度翻
身或任何可能牵拉到导管的动作 ，以免
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或不适 。如此既能保
证伤口区域的良好通风 ，又可保护敏感
肌肤免受刺激。

九、出院指导
出院当日 ，提醒患者按预定时间回

院复查 ，以便医生评估恢复情况并调整
治疗方案 。教授患者识别并报告任何不
寻常的症状 ，如持续性疼痛加剧 、伤口
出血不止 、呼吸困难等 ，这些都是需要
立即寻求医疗帮助的信号 。同时 ，提供
紧急情况下可联系的医疗服务电话或
地址，确保患者遇突发情况正确处理。

（作者单位系潜山市立医院）

时事广告·健康园地

像海燕一样搏风击浪振翅飞翔
（上接一版） 新时代以来， 面对大战
大考、 风险挑战， 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
国人民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全国上下聚力攻坚， 共同写下恢宏
史诗。

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 是中国人
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恰如
中国古建筑中的榫卯结构， 部件相
互支撑、 环环相扣， 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 中国人民团结一心、 同舟
共济， 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从“兄弟同心， 其利断金” 的朴素
道理， 到“能用众力， 则无敌于天
下矣” 的至理名言； 从抗战时期

“四万万同胞心一样” 的同仇敌忾，
到灾难来袭时“一方有难、 八方支
援” 的大爱精神， 团结统一始终被
视为中华民族的“天地之常经， 古
今之通义”。

团结是成功的基石， 奋斗是梦
想的翅膀。 “我们靠团结奋斗创造
了辉煌历史， 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
美好未来。” 这是历史的启示， 也是
时代的召唤。 两会上， 团结奋进的
力量令人振奋。 代表委员肩负人民
重托， 聚焦国计民生， 在一场场热
烈讨论中， 在一次次建言献策中，
把智慧和共识凝聚起来， 把信心和
力量传递出去， 奏响团结奋斗的时
代主旋律。 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生动实践， 着力画好强国建设、 民
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这是我们团
结一心向前进的力量源泉。

“中国人的团结令人印象深刻”，
在一些外国观察家眼中， 中国人把
团结互助刻在骨子里， 这种力量不
可战胜。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
穹顶， 璀璨星辰簇拥中央一颗巨大

的红五星灯， 生动体现了中国人民
同心向党、 共圆梦想的精神力量。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 点点星光照亮
银河。 新征程上， 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14 亿
多中国人民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
铁”， 众人拾柴火焰高， 齐心划桨开
大船， 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迈不过
的坎。

（五）
七彩霓裳竞相闪耀， 各类器乐

齐奏和鸣———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
季运动会开幕式上， 不同文明和合
共生的一幕令人动容。 “五色交辉，
相得益彰； 八音合奏， 终和且平”，
亚冬会向世人展现的， 是冰雪运动
的速度与激情， 更是中国携手亚洲、
拥抱世界的诚意与胸襟。

从竞技赛场到两会会场， 开放
的中国与世界交融互动。 3000 多名
中外记者报名采访全国两会， 政府
工作报告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作出部署， “代表通道” “委员通
道” “部长通道”、 新闻发布会、 记
者会、 开放团组活动等让各界人士
感受开放透明的会风……“了解中
国是当今世界的‘必修课’。” 一名
外国媒体人将中国比喻为一本书，

“每一页都蕴含着智慧和魅力”。 无
论是来中国现场体验， 还是在社交
平台上互动交流， 各国人民越来越
真切地看见了一个安全、 开放、 文
明、 现代的国度， 感受 14 亿多中国
人民展现的勤劳智慧、 迸发的蓬勃
生机。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有序扩
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 让负面清
单越来越短、 准入门槛越来越低；
进博会等国家级展会矩阵的“窗口
效应” 和“溢出效应” 越来越强，

吸引一批批“头回客” “回头客”
“全勤生”； 迄今中国已对 38 国单方
面免签， 对 54 国过境免签延长至
240 小时， 免签政策红利不断释放，
“打卡中国” 日益成为国际新风尚；
中国已成为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主要贸易伙伴，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突破 10 万列， 中拉陆海新通道让
“钱凯到上海” 不再遥远……越开越
大的中国大门， 让外企投资兴业更
加便利、 人员往来更加活跃、 合作
之路越来越宽广， 为世界各国带来
更多新机遇。

开放让世界更近， 合作让未来
更美。 随着开放合作不断深化， 中
国“朋友圈” 越来越大。 “一带一
路” 大家庭吸引全球超过四分之三
国家加入， 让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
的中国理念深入人心； 全球发展倡
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得到 100 多个国家支持， 让同球共
济、 团结协作的时代强音更加响亮。
“对于中方提出的倡议建议， 我们向
来乐于倾听”， 这是泰国总理佩通坦
的由衷之语； “我们从中国身上学
习到，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有感
于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 秘鲁总统
博鲁阿尔特对未来充满信心。 在动
荡不安的世界里， 中国以宽广胸襟
超越隔阂冲突， 以博大情怀关照人
类命运， 凝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强大合力。

每年春天， 一种名为“北京雨
燕” 的候鸟跨越山海， 从遥远的非
洲返回北京。 服贸会吉祥物“福燕”
的主体形象取材于它， 寓意连接融
汇、 互利合作的广阔胸襟， 体现踔
厉奋发 、 勇毅前行的顽强精神。
“嘤其鸣矣， 求其友声。” 一个开放
包容的中国， 必将与世界携手同行，
一起飞向辽阔的蓝天， 飞向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远方。

（六）
“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100 多年前， 青年周恩来写下这样的
寄语。 看今天的中国， 港珠澳大桥
飞架伶仃洋， 大兴国际机场如凤凰
展翅， 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于蓝
天， 中国空间站遨游苍穹……一个
繁荣富强的新时代中国崛起于世界
东方， 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展开壮美
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
这是最好的告慰， 也是历史的回答。

“天下有大勇者， 卒然临之而不
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
者甚大， 而其志甚远也。” 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豪迈宣示： “中国共
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百
年恰是风华正茂！” 乘长风破万里
浪， 立潮头兴千秋业。 一代代中国
共产党人胸怀远大志向， 矢志不渝
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 为
世界谋大同， 无论征途如何险峻、
风云如何变幻， 始终坚持道不变、
志不改，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不可
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心有远方， 何惧道阻且长； 志
越重霄， 哪怕惊涛骇浪。 在中国共
产党人“以百年、 千年为计” 的时
间观和奋斗史里， 既有雄心壮志，
也有脚踏实地。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新征程上， 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亿万人民
坚定信心、 众志成城、 真抓实干，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
标一定能够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真金白银”支撑乡村振兴
（上接一版）

突出资金扶持重点 。 进一步提高财政
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 增强产业
发展新动力 。 全年建设产业项目 201 个 ，
产业占比 71%。 发挥衔接资金撬动作用 ，
助力 “秸秆变肉” 振兴肉牛产业， 2024 年
度衔接资金实施养牛产业项目 12 个， 总投
资 0.68 亿元。 实施光伏帮扶提升工程， 建
成村、 户光伏电站 6537 座， 年发电量 6.03
万千瓦， 2024 年实现村集体光伏收益 0.41
亿元。

调整细化资金使用管理政策 。 先后制
定财政衔接资金管理办法、 加强财政衔接
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等制度办法， 细
化衔接资金支持的重点内容、 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 ， 拓宽资金用途， 支持脱贫村和
非贫困村均衡发展。 实行 “负面清单” 制
度， 清单项目一律不得安排， 常态化开展
督查调研， 对资金管理不规范、 支出进度
较慢的县区进行专项督办 ， 确保财政衔接
资金使用管理高效合规。

多元投入， 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

2024 年， 市财政部门继续围绕农业农
村现代化目标，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
手， 加大投入力度， 推动农业发展提质增
效和乡村产业发展。

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 市财政投入 0.2
亿元农业高质量发展资金， 聚焦 “两强一
增”、 现代种业发展， 抓好粮食安全和重要
农产品保供，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 加强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 扎实推进农业绿色发
展。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 市财政投入 0.12
亿元促进乡村产业发展资金， 用于支持现
代农业园区建设、 农产品加工企业产业升
级、 农产品加工企业银行贷款贴息、 拓展
农产品营销渠道 、 品牌建设、 休闲农业及
乡村旅游业发展、 绿色食品产业双招双引
等。 乡村产业加快发展 ， 全市规上农产品

加工企业 282 户， 净增 21 家， 规上农产品
加工企业实现产值 165.7 亿元 ， 累计增长
5.6%。

支持牛肉汤产业发展 。 投入 “秸秆变
肉” 暨肉牛振兴计划专项资金 0.2 亿元， 支
持秸秆 “过腹养牛” 和肉牛产业发展。 兑付
淮南牛肉汤产业发展政策资金 0.13 亿元 ，
涉及企业 48 家， 为推进牛肉汤产业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投入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资金 3650 万元， 遴选确定扶
持项目 89 个， 扶持 98 个村。

促进提升， 推进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

2024 年 ， 市财政部门坚持以人为本 、
人民至上， 积极推进 “千村引领 、 万村升
级” 的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新格局， 大力支
持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和人居环境改善， 促
进农民生活品质逐步提升。

聚焦 “千万工程” 建设。 制定 《财政支
持和美乡村建设工作方案》， 2023-2027 年，
市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 1 亿元专项资金支持
和美乡村建设， 重点用于省级中心村建设、
精品示范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24
年统筹资金 1.3 亿元， 支持 40 个美丽省级
乡村中心村和 64 个市级美丽乡村自然村建
设， 全年完成改厕 15547 户； 统筹涉农资金
2.5 亿元支持 8 个省级精品示范村建设， 撬
动社会资本投资 0.9 亿元， 引领打造和美乡
村新样板。

扎实推进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 2024
年统筹财政资金 0.82 亿元 ， 实施项目 428
个， 解决了一批农民群众 “急难愁盼 ” 事
项， 有力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持续夯实农村水利设施。 下达国债水利
项目资金 0.94 亿元， 推动大中型灌区现代
化改造项目实施。 安排水利发展资金 0.5 亿
元， 支持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加强水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持续改善水利基础设施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