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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不能中断，小年前医院就挂上中国结、煮好了饺子

血液透析室里的别样“忙年”

2022年1月28日 星期五

公 告
为加快推进绿色生态城市

建设，营造良好宜居环境，现
就羊头山区域、平顶山山脊西
侧区域范围内散埋坟墓开展治
理，公告如下：

一、治理范围、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1 .治理范围：羊头山区
域，平顶山大致南北走向山脊
西侧区域范围。

2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环山路社区联系人：韩 旭，
联系电话：0531-82600052；
环山路社区联系人：张 群，
联系电话：0531-82965315;
清华园社区联系人：孙先梅，
联系电话：0531-82950800；

清华园社区联系人：王 群，
联系电话：0531-82950456。
二、整治要求

请上述治理范围内散埋坟
墓墓主亲属，在公告期内(公告
期：2021年12月8日-2022年6月
7日)工作日时间与上述人员联
系，持个人有效证件、相关安葬
证明材料办理登记，逾期未登
记的坟墓视作无主坟墓，结合
实地进行绿化治理改造。

特此公告！
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街

道办事处环山路社区居委会
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街

道办事处清华园社区居委会
发布日期：2021年12月8日

公 告
为深入贯彻全市“东强”

“南美”发展战略，切实做到

还绿于民、还山于民，历下辖

区内农村公益性公墓将进行集

中整治。为满足群众殡葬需

求，历下区投资打造了集生态

安葬、文明祭扫、人文纪念为

一体的西山子人文纪念园，该

纪念园风景秀丽、环境优雅，

具备多种生态安葬方式，可供

市民群众选择。

请龙泉公墓及龙涛墓区

安葬逝者亲属，在公告期内

( 公 告 期 ： 2 0 2 1 年 1 2 月 2 9

日——— 2022年2月28日)按下

列方式联系，并持个人有效

证件、相关安葬证明材料办

理登记。

龙泉公墓 (龙涛墓区)联系

方式：

联系电话：88931392

联系电话：88931609

联系地址：济南市历下区

龙泽路2110号创博大厦3楼龙

泉公墓迁移指挥部

特此公告！

历下区倡导移风易俗推进

绿色殡葬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2021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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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辈子少喝水

这是患者孙芳手机屏保上醒
目的几个大字。

屏保是她的孩子制作的，目
的是时刻提醒刚得病的自己，不
能跟以前一样正常喝水了。每一
个终末期肾病患者都有独属于自
己的“干体重”，在两次透析之间
的时间里“干体重”增长不应超过
3%至5%。例如，一位体重60公斤
的患者，在这个周期里饮用的水
和食物只能在1 . 8公斤至3公斤
范围之间。

一个普通人一天饮水量在
2L左右，这意味着每一位做血液
透析的患者常常“口渴”而不能大
口畅饮。孙芳和众多的肾病患者
一样，口渴的时候要忍着，大把大
把吃药的时候也要干咽进去。肾
病带来的生活变化不是短时间内
能够接受和适应的。蒋茗每次透
析时都会发呆，她从未想过自己
的下半辈子就要这样度过。

蒋茗今年60岁，丈夫和自己
都已退休，在两年的血液透析生
活里，每天4小时治疗之外的时间
几乎全在家中度过。蒋茗说自己
害怕邻里的询问和丈夫的回答。

除了自己的血液每隔一天就
要经历一次“体外旅程”外，肾病
给蒋茗带来的生活改变还有喝水
受限、食物称重，以及一周三次的
透析周期带来的出行限制。长达
三天以上的探亲、旅游，都已从她
的行程表中永远地告别了。

过年，对于蒋茗和孙芳来说，
生活安排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亲
人陪在身边带来的，有团聚的幸
福感，也有不能中断透析的郁结。

努力的患者和医护人员

从27岁被医生通知必须进行
血液透析的那天起，翟英英进行
血液透析已经有一年三个月了。
英英的工作也因生病被“主动”辞
职，家庭全部收入只有父亲每月
3800元的退休金和自己的低保
金。而英英一月两千元左右的透
析费用，结合来回医院的交通费
与饭费算下来，占据了全家收入
的七成多。在交谈中，英英没有吐
露过任何情绪，对于患病、失去工
作、经济压力，一直是很平淡地讲
述，用她的话来讲，“已经这样了，
何必发愁呢？”

相比于刚生病时的激烈情
绪，现在的周林平和了很多。透析
了10年，他连说话也“佛系”了很
多。“当年几乎所有指标该上去的

都下来了，该下来的都上去了，浑
身无力也吃不下饭。”回忆起当年
确诊时的样子，周林一家都无法
接受。“10年了，现在也没有压力
了，慢慢也有了信心，做透析的时
候也没什么不适的感觉。”

做一次肾透析400元，一周要
进行3次，不算其他治疗费用，一
周是1200元，好在2012年肾透析
进入医保目录，使用居民医保可
报销80%，为患者带来了更多的
希望和信心。

济南威高肾科医院现有300
多例尿毒症患者，其中绝大多数
都是透析5年以上的，接受透析时
间最长的一位患者已有32年透析
史，目前还在接受治疗中。

为了活着，患者在努力地去适
应，去改变。同样努力的还有医护
人员。2008年刚一毕业的韩婷就来
到这里做护士，一转眼13年了，由
于护理这群特殊的患者，导致她忙
得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6:00-
15:00早班、10:30-18:00中班、17:30-
次日6:00晚班，需要她们24小时轮

岗，过年过节也依旧如此。医生下
达了治疗医嘱，照顾患者的接力
棒就落到了护士手上。

“压力值、超率量参数、透析
浓度……”看似安静的透析大厅，
她们却在高度紧张地监测着一组
组常人看不懂的数值。很多问题，
不是出在技术本身，而是责任心。
为了避免患者胳膊上起假性动脉
瘤，护士严格按照“绳梯式穿刺”，
在患者的胳膊上记录下不同的穿
刺点，患者每次来透析都会选择
不同的点位穿刺，并记录在案。

由于透析不能中断，所以每
年总会有一批患者在医院过年，
为了让大家感受到过年的气息，
小年前医院就挂上了红色中国
结、煮好了水饺。“尿毒症患者与
其他患者还不一样，肾透析是一
种持续治疗，我们照顾了他们5
年、10年，甚至更久，早就与他们
不是医患关系了，更像是老朋友，
是亲属。”或许正是这份信念，才
让像韩婷一样的护士们从这个岗
位上坚持下来。

“生了病也能实现价值”

洪杨已有15年的透析史，他
在31岁时开始做血液透析，一周
三次雷打不动地来医院，他把这
种自律称为“自救”。这场规律的

“自救”是很多肾衰竭患者的选
择，甚至有不少患者都是晚上去
医院做透析，因为白天要工作。

洪杨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
曾是一名大学教师，后来选择自
主创业。2007年做建瘘手术的当
天，洪杨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
位，15年从未间断过。洪杨说自
己喜欢这种“被需要着”的感觉，
这也是他坚持做血液透析的动
力。

“我生了病，也能实现自我价
值，实现社会价值，不要做废物，
这样感觉没有白活。”洪杨觉得打
败血液透析患者的不是疾病本
身，而是患者的心态，要有勇于直
面的精神，要自己看得起自己，不
要自卑。

为了更长的人生

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我
国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高达
10 . 8%，患者人数超过1亿，需要
接受肾脏替代治疗的终末期肾病
患者有150多万，并以每年新增12
万至15万的趋势持续上升。

而随着国家和社会的持续关
注，越来越多的肾病患者接受透
析治疗。山东省肾内科医疗质量
控制中心统计的2019年度数据显
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山东总
体在透人数40951人，血液透析在
透人数37372人，占91 . 26%，腹膜
透析病人3579人，占8 . 73%。2019
年全省新增透析病人13375人，血
液透析新发病率为121 . 79例/百
万人口，比2018年提高17 . 44%。

从事肾脏病治疗领域47年，
山东省肾脏病与血液净化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济南威高肾科医
院孟建中院长告诉记者，肾衰竭
患者有肾脏移植、腹膜透析、血液
透析三种治疗方法，但受肾源和
可操作性的限制，血液透析成为
更多患者的选择。

但肾透析的并发症就像是
“按下葫芦又起了瓢”。“快过节
了，可得管住自己啊，不能再喝酒
了！”在病房例行检查的孟建中碰
见了刚做完透析的患者，又是一
声语重心长的忠告。尿毒症的急
性并发症是会“要”命的！高钾血
症、心衰、急性肺水肿、缺氧等，无
论哪一样都有可能危及生命。所
以肾透析患者除了少喝水，还要

“管住嘴”。
“饮食控制不好，钙磷很难调

节好。所以很多病人都面临肾性
骨病、钙磷代谢紊乱引发的一系
列疾病。含钾高的食物也不能多
吃，如橘子、瓜子、坚果等这些过
年常见的食物。”孟建中提醒。

孙建在小年夜就因突发情况
致使的心衰、高钾血症被120送进
医院，经过长达6个多小时的抢救
才转危为安。“他不忌口啊，本来
就有慢性肾病，瓜子坚果，想吃就
吃。”孙建的妻子又急又气地说。

“凌晨透析结束后我睡着了，
一直睡到大天亮，还做了一个好
梦，醒来后感觉身体舒服多了。”
孙建说。被救回一命的孙建这次
变乖了，对于医生在饮食方面的
种种劝告，他一次次点头，反反复
复地回应：“嗯！听话！”

（文中患者为化名）

1月25日，农历小年。躺在
病床上，蒋茗静静地盯着身旁
一圈圈手指粗细的“血管”发
呆，看着自己的血液从体内流
出，经透析机清除毒素，再输
回体内。一次透析4个小时，一
周要透析3次。这已成蒋茗的
生活日常，也是中国80万透析
患者的缩影。过了小年就是
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这一天分别走进济南威高肾
科医院和济南市中心医院血
液透析室，从患者和医护人员
身上感受着与外界不一样的

“忙年”氛围。

济南市中心医院血液透析二室，日常的透析治疗给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鑫 摄

济南威高肾科医院院长孟建中(右一)为透析后的孙建例行检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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