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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炎老年患者
单髁术后走回病房

静脉血栓：你必须了解的健康警报

老年人如何防控秋冬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75岁李女士深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折

磨已有5年，其间尝试了口服药、敷贴、理疗、

关节内注射等多种治疗方法，疼痛均无好转，2

年前还出现了膝关节内翻畸形，多位医师建议

她接受关节置换手术，但是李女士对手术及术

后康复顾虑重重，一直拒绝手术。直到充分了解

了微创单髁置换术的优势后，她才下决心接受

了手术治疗。令人欣喜的是，手术结束后1小

时，李女士满面笑容地走出手术室，走回病房。

为李女士施行手术的杨浦区中心医院关

节外科涂意辉主任指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俗

称“老寒腿”，在中老年人群中有很高的发病

率，保守估计我国有1亿中老年人饱受该病困

扰。典型表现为膝关节疼痛和不同程度的活

动功能受限，随着病情发展，由早期的上下楼

梯时膝关节隐痛逐渐加重，最终导致关节持续

性疼痛和丧失行走功能；疼痛性质由隐痛进展

为胀痛，伴有关节肿胀、肌肉萎缩、出现“O”

“X”形腿畸形，行走困难。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虽不致命，但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膝关节软骨分为内外侧，有50%—60%的

患者都是单侧发病。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只需

对损坏的一侧进行修补即可达到治疗目的。

单髁置换术最直接的优势是微创，手术创口

小，约6厘米，术后疼痛较轻，功能恢复快，术

后即可下地锻炼，大部分患者2—3周就能恢

复正常行走，患者满意率高达95％。微创带来

的另一个优势就是手术并发症少，手术风险

低，对于很多高龄，身体情况一般的患者，也能

放心地实施手术。在杨浦区中心医院关节外

科单髁置换病例中，无因手术导致死亡残疾等

严重并发症，最大年龄98岁，许多因全身条件

欠佳而不建议行全膝置换手术的患者，也通过

单髁置换手术获得了健康的膝关节。由于假

体设计和材料学的进步，单髁假体很耐磨，年

均磨损仅0.03毫米，绝大多数患者（国内外统

计为95%）可使用15年以上。

关节外科团队凭借20年来对单髁置换手

术病例的研究与总结，提出了多学科协作的单

髁置换快速康复模式，在患者门诊预约手术时

即已进入该模式。单髁置换快速康复模式最大

程度保证患者手术安全。由于手术创伤小、时间

短、关节内组织侵袭小，有条件通过隐神经阻

滞+喉罩全麻这一对患者肌力和全身影响较小

的麻醉方式完成手术，使患者短时间内下床行

走，一些身体条件较好的患者，术后可以自己走

出手术室走回病房。尽早下床行走可显著减少

血栓性疾病的发生率，使患者手术体验更佳。

最重要的是走回病房，给予患者康复信心，使

患者能更快更好地恢复如常。 魏立 图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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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血栓性疾病

正日益成为威胁公众健康的重大隐患，对心

脏、大脑和肺等重要脏器造成危害，导致严重

的心脑血管事件，危及生命。

血栓形成给身体埋下隐患
血栓，在人体内悄无声息地形成，减缓或

阻断正常的血流，甚至脱落移行至其他器官，

严重威胁生命与健康。血栓可发生在任何年

龄、任何时间。血栓性疾病可以分为动脉血栓

和静脉血栓，动脉血栓主要为心脑血管疾病和

外周动脉疾病，静脉血栓主要为静脉血栓栓塞

症，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静脉血栓

的发病率是动脉血栓的4倍。深静脉血栓早

期得不到有效治疗可能导致肢体肿胀、疼痛、

溃疡、血栓后遗症，而一旦发生肺栓塞，往往非

常凶险。

静脉血栓发生时往往没有任何征兆。患

者一旦出现症状，则提示已经发生深静脉血栓

形成或者肺栓塞。疼痛、肢体肿胀红肿、体温

升高、不明原因的呼吸急促、胸痛在深呼吸时

加重、心率快、轻微意识丧失或晕厥均提示有

可能发生了静脉血栓栓塞症，出现症状应及时

就诊。特别是肺栓塞三联征，通常是指呼吸困

难、胸痛及咯血，一旦发生应立即送医救治。

上海市肺科医院肺循环科王岚主任介绍，

造成深静脉血栓形成有三大因素，主要包括静

脉损伤、血流缓慢和血液的高凝状态。因此，

血栓容易“拴住”的人群有长时间制动、久坐、

久卧不动者，手术或骨折创伤者，高龄老人，吸

烟人群，有家族血栓病史者，肥胖者，孕妇和产

褥期女性，癌症及化疗患者等。

推进肺栓塞全程管理模式
即使属于血栓性疾病高危人群，患者也不

用过度担心。王岚主任指出，现如今预防措施

日益完善，患者在治疗前都会进行严密的评

估，肺循环科的医生根据患者的风险评估，选

择合适的抗凝策略。抗凝药物可以减少血液

凝固的风险，从而防止肺栓塞的发生。

肺科医院高度重视血栓问题，来医院就诊

的患者经过筛查后，漏诊的几率极低。即便肿

瘤科或急诊科，一旦发现血栓，都能够在第一

时间做出诊断，并且只要诊断及时，治疗效果

非常理想。肺循环科拥有多种治疗手段，涵盖

了预防药物、物理预防措施，从溶栓治疗到口服抗

凝药，再到滤网植入，提供全方位、多维度的治疗

方案。肺循环科在深静脉血栓诊疗领域深耕数

十年，尤其在下肢静脉血栓和肺栓塞的内科治

疗及介入治疗方面成绩显著。特别是介入团

队开展了肺动脉介入抽吸及取栓术，为患者带

来了希望。此外，即便血栓治愈后，医护人员

还会通过随访系统持续跟踪患者的健康状况，

定期评估药物副作用，是否有出血情况，停药

后是否出现复发以及指导患者如何第一时间

应对复发。全程无缝衔接的疾病管理模式，将

确保患者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和预后。乔闳

眼下，申城开始进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高

发时节。大多数老年人免疫功能下降且常伴

有多种基础疾病，因此往往是呼吸道感染性疾

病的高风险人群。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做好

健康管理和预防疾病呢？

突然少言懒动可能提示感染患病

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是指病原体从人体的

鼻腔、咽喉，经气管和支气管等呼吸道感染侵

入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秋冬季节，老年人呼

吸道感染的病原体种类多样，常见的病毒有流

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细菌则包

括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流感嗜血杆

菌等。老年人也容易发生混合感染，即病毒和

细菌同时感染。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主任医师张静指出，老年人，尤其高龄老

人，感染后可能不发烧、不咳嗽，呼吸道症状不

明显、不典型，有些老年人呼吸道感染后会表

现为浑身没劲，不想出门，甚至莫名跌倒；还有

些老年患者会出现神志意识改变，如懒言、嗜

睡、自理能力下降等。如果老年人患有基础

疾病，呼吸道感染后还可能出现基础疾病加

重，如慢阻肺患者出现咳嗽、咳痰、喘憋加重；

支气管哮喘患者可表现为哮喘急性发作；慢

性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感染后可能导致心衰症

状加重；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血糖控制不理

想等。建议家属在呼吸道感染性疾病高发时

节多陪伴老人，观察他们的状态，同时充分了

解老人的身体基础情况，例如心率、血压、氧饱

和度等，一旦出现变化或异常就要留意了，及

时送医就诊。

治疗基础病和接种疫苗之医防并举

目前用于老年人接种的疫苗包括流感疫

苗、肺炎球菌疫苗、带状疱疹病毒疫苗等。一

般而言，接种的时机在高发季节到来前的1

至2个月，例如流感疫苗最好在10月底前完

成接种。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抗体滴度持

续6—8个月，即使错过最佳接种时间，依然

建议及时接种。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

疫规划所的疫苗临床试验和上市后评价科主

任郭翔强调，对于老年人来说，积极治疗慢性

基础病，主动接种疫苗，做到医防并举。老年

人接种疫苗还需从安全性角度出发，做好三

件事：严格把握禁忌证；科学把握适应证；严

格按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执行，确保免疫接

种安全有效。 柏豫

随着乳腺癌全病程管理模式在临床

的推进与发展，“早期防复发，晚期长生

存”的理念逐渐为广大患者所认识。日

前，在“为汝而战，全力治愈”乳腺癌关爱

公益行活动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吴炅教授进一步指出，早期乳腺癌是可

以被临床治愈的，但复发风险不容忽

视。无论是否淋巴结转移，仍有高达三

分之一的患者面临复发风险。这一严峻

的现实时刻提醒医生和患者，乳腺癌防

治工作任重而道远。

新型靶向治疗药物如CDK4/6抑制

剂已经用于临床治疗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早期乳腺癌患者的复发风险，但

临床还需要更多能使更广泛人群获益的

创新治疗手段和药物，为患者提供更多

治疗选择。

10月是世界乳腺癌防治月。此次

乳腺癌关爱公益行活动汇聚医疗机构、

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力量，为患者提供

全面的支持与关爱。活动现场还推出

“为汝而战”拳击康复操，由奥运冠军李

倩和亚军杨柳领操并带教，医生和患者

热情参与了拳击康复操的展示环节。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袁芃教授

表示，上肢运动对于乳腺癌患者尤其重

要，拳击康复操这类上肢锻炼方式，可以

促进淋巴液的循环，有助于减轻上肢水

肿等并发症，对患者的康复有着积极的

意义。粉红丝带联盟副主席施月波认

为，拳击康复操的推出为患者群体开启

了一种全新的术后锻炼方式，有助于患

者情绪的疏泄，将给予患者信心和支持，

激励患者在康复之路上勇敢面对挑战并

积极治疗，为治愈而奋战。 虞睿

重视“早期乳腺癌防复发”
多方携手支持防治事业

10月28日是男性健康日。尿路上

皮癌在男性中更为常见。早期典型症状

是无痛血尿。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尿

路上皮癌的治疗方法取得了显著进展。

尿路上皮癌是泌尿系统常见的恶性肿

瘤，主要包括膀胱癌、输尿管癌和肾盂癌。

尿路上皮癌男性高发的主要原因可能与

吸烟、某些化学物质的暴露（如工作环境

中的致癌物）等因素相关。此外，雄激素水

平被认为可能影响尿路上皮癌的发生率。

《CSCO尿路上皮癌诊疗指南（2021

版）》将免疫治疗方案PD-1免疫检查点

抑制剂纳入了推荐，为晚期尿路上皮癌

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这类药物通

过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识别并杀

灭癌细胞，显著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

除了药物治疗外，微创手术和新型

放射治疗技术的进步也为患者带来了更

少创伤、更高疗效的治疗方案。例如，机

器人辅助手术和3D影像引导的精准放

疗都能提高治疗精度，减少对健康组织

的损伤。多学科协作模式（MDT）则为

患者确定精准的个性化治疗方案，提高

了治疗效果。

尿路上皮癌的治疗综合免疫治疗、

靶向治疗及先进的手术与放疗手段，未

来将为患者提供更多生存机会和更好的

生活质量。 凌溯

尿路上皮癌
免疫治疗新突破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与年龄老化相关
的退变性疾病，主要是膝关节内软骨因长
期使用而磨损，而且软骨基本不具备再生
修复性，所以该疾病是不可逆的。当膝关
节内软骨磨损较严重，保守治疗包括口服
消炎止痛药、理疗、关节内注射治疗等无效
时，手术是唯一且效果良好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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