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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肺通气的原动力
是

A.肺的弹性回缩力
B.吸气肌的主动收缩
C.呼吸肌的舒缩活动
D.肺的主动舒缩
E.大气压与肺内压之

差
二、下列关于胸膜腔

负压生理意义的叙述，错
误的是

A.保持肺的收缩状态
B.有利于静脉回流
C.维持正常的肺通气
D.使中心静脉压降低
E.胸膜腔负压消失，可

导致肺塌陷
三、肺表面活性物质

减少将导致
A.肺难于扩张
B.肺弹性阻力减小
C.肺顺应性增大
D.肺泡内液体表面张

力降低
E.小肺泡内压小于大

肺泡内压
四、对肺泡气分压变

化起缓冲作用的肺容量是
A.残气量
B.补吸气量
C.补呼气量
D.深吸气量
E.功能残气量

五、每分钟肺泡通气
量等于

A.潮气量×呼吸频率
B.肺通气量的1/2
C.（潮气量-生理无效

腔）×呼吸频率
D.功能残气量
E.（肺通气量-生理无

效腔）×呼吸频率
六、肺换气时气体通

过的部分是
A.支气管
B.细支气管
C.肺泡壁
D.肺泡小管
E.呼吸膜
七、缺氧引起呼吸加

深加快的原因是
A.直接刺激吸气神经

元
B.刺激中枢化学感受

器
C.直接刺激呼吸肌
D.刺激外周化学感受

器
E.通过肺牵张反射
八、心迷走神经末梢

释放的递质是
A.组胺
B.乙酰胆碱
C.肾上腺素
D.去甲肾上腺素
E.谷氨酸

每周一练每周一练
（（呼吸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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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结石的预防与治疗尿路结石的预防与治疗

尿路结石是指在尿路中形成
的固体物质，主要由晶体和基质
组成。根据结石所在的部位，可
分为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
石和尿道结石。结石的大小、形
状和成分各不相同，常见的成分
包括草酸钙、磷酸钙、尿酸、胱氨
酸等。

常见病因

代谢异常
1.尿液中钙、草酸、尿酸或胱

氨酸等物质的排泄增加，如甲状
旁腺功能亢进导致血钙升高，易
形成草酸钙结石。

2.尿液酸碱度异常，酸性尿
易形成尿酸结石和胱氨酸结石，
碱性尿易形成磷酸钙结石。

局部因素
1.尿路梗阻，如肾盂输尿管

连接处狭窄、前列腺增生等，可
导致尿液潴留，晶体析出形成结
石。

2.尿路感染，某些细菌能分
解尿素产生氨，使尿液碱化，有利
于磷酸盐和碳酸盐沉淀，形成结
石。

药物相关
长期服用某些药物，如磺胺

类药物、氨苯蝶啶等，可引起尿路
结石等。

饮食和生活习惯
1.饮水过少，就容易导致尿

结晶形成增多。
2.高钙、高草酸、高嘌呤饮

食，如摄入过多的乳制品、菠菜、
动物内脏等，会增加结石形成的
风险。

临床特点

疼痛
1.肾绞痛是输尿管结石的典

型症状，表现为突然发作的腰部
或上腹部剧烈疼痛，可向腹股沟、
大腿内侧放射，常伴有恶心、呕
吐。

2.肾结石可引起腰部钝痛或
隐痛。

血尿
多为镜下血尿，少数为肉眼

可见的血尿，常与疼痛同时出现。
尿路刺激症状
膀胱结石和尿道结石可引起

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
并发感染
可出现发热、寒战等症状。

诊断思路

病史采集
1.详细询问患者的症状、疼

痛的部位、性质、发作频率、加重
或缓解因素。

2.了解患者的饮食习惯、病
史、用药史等。

体格检查
1.肾区叩击痛是诊断肾结石

的重要体征。
2.输尿管走行区压痛有助于

诊断输尿管结石。
实验室检查
尿常规检查可以发现红细

胞、白细胞、结晶等。
血液检查能测定血钙、磷、尿

酸、甲状旁腺激素等，以明确代谢
异常的原因。

影像学检查
B超：简便、无创，能发现大

多数结石，并了解肾积水情况。
X线检查：包括腹部平片和

静脉肾盂造影，可显示结石的位
置、大小和形态。但尿酸结石在
X线下不显影。

CT检查：能更准确地显示结
石的位置、大小、形态，与周围组
织的关系，是诊断尿路结石的重
要手段。

治疗方法

保守治疗
对于直径小于0.6厘米、表面

光滑、无尿路梗阻和感染的结石，
可进行保守治疗。

大量饮水：增加尿量，促进结

石排出，每天饮水量应在 2000毫
升以上。

适度运动：如跳绳、跑步等，
有助于结石下移。

药物治疗：根据结石的成分，
选用相应的药物。如尿酸结石患
者，可服用别嘌醇、碳酸氢钠；胱
氨酸结石患者，可服用枸橼酸钾
等。

体外冲击波碎石
1.适用于直径小于2厘米的

肾结石和输尿管上段结石。
2.利用体外产生的冲击波聚

焦于结石，将其击碎成小块，随尿
液排出。

输尿管镜碎石取石术
1.适用于中下段输尿管结

石。
2.利用输尿管镜插入钬激光

或气压弹道碎石设备，将结石击
碎并取出。

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
1.适用于直径大于2厘米的

肾结石、鹿角形结石等复杂性肾
结石。

2.在腰部建立经皮肾通道，
置入肾镜，采用激光或超声等碎
石设备将结石击碎并取出。

腹腔镜输尿管切开取石术
适用于输尿管结石较大、嵌

顿时间较长、其他方法治疗无效

的患者。
开放性手术
目前已较少使用，仅用于其

他方法无法处理的复杂结石或伴
有严重解剖异常的情况。

预防措施

增加饮水量
保持每天饮水量在 2000 毫

升以上，以稀释尿液，减少晶体形
成。

调整饮食
1.限制高钙、高草酸、高嘌呤

食物的摄入，如牛奶、豆制品、菠
菜、动物内脏、海鲜等。

2.增加富含枸橼酸的食物摄
入量，如柑橘、柠檬等。

治疗原发病
积极治疗甲状旁腺功能亢

进、尿路梗阻、尿路感染等疾病。
定期体检
每年进行一次泌尿系统B超

检查，及早发现结石并采取相应
措施。

总之，尿路结石是一种常见
的泌尿系统疾病，经过准确诊断
与合理治疗，大多数患者可以治
愈。同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可以降低结石的发生率。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卫
生处供稿）

寒露，作为秋季的第五个节
气，通常于每年 10 月 8 日或 9 日
来临。《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
载：“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
也。”它标志着秋季逐渐向更寒
冷的阶段过渡，自然界也开始为
迎接冬季做准备。古人云：“寒
露降，百草藏。”生动地描绘了此
时大地的景象，草木凋零，万物
都在为寒冬的到来而筹备。

寒露有三候。首候鸿雁来
宾，意味着候鸟开始南迁越冬，
这既是季节转换的明显信号，也
体现了生物适应自然的本能，提
醒人们冷空气将至，要提前做好
防寒准备；次候雀入大水为蛤，
反映出小型动物寻找避寒之地，
古人虽错以为雀变蛤以御冬，但
也体现了生物对寒冷的反应与
适应；末候菊花绽放，黄花在秋
阳下璀璨夺目。这三候清晰地
展现了季节与天气的变化，从候
鸟南飞至秋菊盛开，每一现象都
是自然循环的见证。

寒露的特色

温度递减
寒露来临，我国各地气温普

遍下降，北方地区尤为明显，部
分地区气温甚至可能降至 10 摄
氏度以下。这不仅是冬季的前
奏，在西北高原等地，实际已迈
入冬季。

露与霜
相较白露，寒露时节的露水

更浓重寒冷。这是气温降低和
湿度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
北方，寒冷的露水常凝结成霜，
预示着严寒天气即将到来。

天气干燥
寒露时露水增多，但总体降

水量减少。因为北风加强带来

干燥空气，这对农作物生长不
利，也可能导致人体出现皮肤干
燥、呼吸不适等问题。

寒露的饮食调养

滋阴润肺
寒露时节，天气转冷且干

燥，易损人体肺阴。中医建议多
吃滋阴润肺的食物，如秋梨、蜂
蜜、芝麻、百合、银耳、枸杞和石
榴等。这些食物营养丰富，能润
肺止咳、滋阴养血。《本草诗解药
性注》中记载：“有麦冬之润而无
其寒，有玉竹之甘而无其腻，为
滋阴润肺之上品。”《中国药学大
辞典》中记载：“甘平无毒，润肺
生津，滋阴养胃，益气和血，补脑
强心。”《饮膳正要》中记载：“秋
气 燥 ，宜 食 麻 以 润 其 燥 ，禁 寒
饮。”寒露食芝麻可滋阴润燥、缓
解便秘，黑芝麻还有助于黑发和
润肤。

调和脾胃
寒露时气温下降，脾胃功能

相对减弱，易出现消化不良、食
欲不振等状况。此时宜食用山
药、红枣、南瓜等健脾暖胃的食
物来改善。中医认为这些食材
能健脾和胃、补中益气。

减辛增酸
与秋分相似，寒露也提倡增

加酸味食物摄入量。酸入肝，可
滋养肝血、收敛肝气。《黄帝内
经》中记载：“气味辛甘发散为

阳，酸苦涌泄为阴。”多吃酸味食
物，可收敛阴液以生津。比如柚
子、葡萄、石榴、山楂等酸味食
品，既能滋养肝脏，又能强化筋
骨、促进血液循环。

时令养生
民间有“立秋核桃白露梨，

寒露柿子红了皮”之说。《本草纲
目》中记载：“柿乃脾、肺、血分之
果也。其味甘而气平，性涩而能
收，故有健脾涩肠，治嗽止血之
功。”柿子是有益于肺、脾的时令
水果，但不宜空腹食用，以防胃
结石。寒露时节，石榴也是应季
水果。近代名医张锡纯认为，石
榴能敛肝火、保合肺气，对治疗
气虚不摄肺痨喘嗽有良效。石
榴生津润燥，其甘酸滋味正适合
寒露时节常见的秋燥症状。现
代医学发现石榴能增强免疫力，
对心脑血管有益。

寒露的运动养生

温和漫步与慢跑
寒露节气，气温渐凉，人体

需要适应这一变化。此时，剧烈
运动并不适宜，而健步走、慢跑
等平和运动则恰到好处。它们
能锻炼全身肌肉，提升阳气，增
强免疫机能。中医认为，适度运
动能推动气血运行，促进体内阴
阳平衡。

攀登高处与自然交融
寒露时节，登高既能修养心

性，又是亲近自然、缓解压力的
好方式。秋高气爽时登高远眺，
可以畅快呼吸，能驱散心中烦
闷。中医认为，此类活动能宣
肺、疏肝，促进肺部气血流通，缓
解因忧伤情绪导致的气机郁滞。

秋日垂钓
寒露至，气温骤降，深水区

阳光减少，鱼群向浅水区转移，
此时是秋钓的最佳时机。垂钓
不仅是休闲活动，更能让人在自
然中寻得心灵宁静与放松。

寒露的日常生活与睡眠

足部保暖以固护肾阳
俗语说：“白露不露身，寒露

不露脚。”寒露时气温降低，足部
受寒则全身难暖。足部与肾经
相连，肾为先天之本，足部保暖
对维护肾阳十分重要。保暖足
部能防止阳气外泄。中医认为，
肾阳不足会致抵抗力下降，易受
外邪侵袭。每晚用热水泡脚是

简单有效的养生法，可促进足部
经络畅通，温养肾气，增强体内
阳气。

早睡早起
《黄帝内经》中记载：“秋三

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
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随
着阳气收敛，夜晚变长，人们应
早睡早起，顺应自然和人体生物
钟。早睡有利于阳气收敛和阴
液生成，维持体内阴阳平衡。

预防秋燥
中医认为，秋季与肺经及金

元素相应，肺主呼吸和气的分
布。寒露时，气温和湿度变化，
燥邪易侵人体致津液不足。调
整居住环境是预防秋燥的重要
手段，除补水外，可用加湿器和
绿植保持肺部及皮肤湿润。

寒露的情绪调节

现代研究表明，季节性情感
障碍与季节变换（尤其是秋冬季
节）有关，这不仅是文化情感表
述，也有生理和心理依据。研究
发现，其与日照时间减少相关，影
响褪黑素分泌，进而影响情绪稳
定。因此，在寒露时节，人们应调
节情绪，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

（作者供职于河北北方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

寒露节气话养生
□刘戴维

冰糖雪梨汤
□张智强

材料 雪梨2个，陈皮20克，冰糖、枸杞子、水适量。
做法 将梨洗净去皮，皮不要扔，将梨肉切块后放入淡

盐水中浸泡，梨核也别扔，与梨皮一起放在盘中备用；锅中
放水，煮沸后放入梨皮、梨核、陈皮继续大火熬煮，撇去浮
沫，转中小火熬煮约20分钟；捞出浸泡的梨肉沥干水分，
关火将梨皮与梨核捞出扔掉，下入梨肉与冰糖后用大火煮
开，转小火熬煮5分钟~10分钟，至冰糖全部融化，关火后
撒入枸杞子即可食用。

功效 雪梨可以润肺清心、消痰降火，解疮毒酒毒。雪
梨还有生津、润燥、清热、化痰等功效，是最常见的清肺食
物。雪梨甘甜，润肺凉心；陈皮，理气燥湿；冰糖，可以润心
肺。

枸杞胡萝卜红枣粥
□李培利

材料 大米100克，胡萝卜50克，决明子20克，枸杞子
5克，红枣50克，盐、鸡精、葱段、姜片适量。

做法 材料准备好后，根据个人的食量，水要一次性加
足，胡萝卜切成小块备用。将炒锅烧热后放入决明子，以
文火炒黄。用旺火把水烧开后，将大米、胡萝卜和红枣下
锅，再用小火烧开，加入炒好的决明子、姜等配料，焖煮约
40分钟后即可食用。

功效 胡萝卜，可以提高呼吸道抵抗力；红枣能补益脾
胃，还能养血安神、益气生津、滋补肝胃；枸杞则有良好的
滋阴、明目功效。

白银鸭汤
□毛 磊

材料 半根白萝卜，银耳少许，一盆鸭汤。
做法 将银耳放入盆中，加清水浸泡，而后去掉银耳蒂

将其掰成碎块备用。将白萝卜表面的脏东西洗掉，再削皮
切成细丝备用。将鸭汤倒入锅中煮沸，放入白萝卜丝和银
耳碎块一起煮。煮约10分钟之后，加盐调味出锅即可食用。

功效 润肺生津、滋阴清火。
（以上作者均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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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5615865@qq.com 联系人：朱忱飞
电话：13783596707

征 稿

尿路结石是泌尿系统的常见疾病之一，可发生于肾、输尿管、膀胱和尿道的任何部位，给患者带来极大
的痛苦和健康风险。了解尿路结石的病因、临床特点、诊断思路、治疗方法及预防措施，对于提高患者的治
愈率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防风为伞形科植物防风的
干燥根。

性状 呈长圆锥形或长圆柱
形，下部渐细，部分弯曲。表面
为灰棕色或棕褐色，稍显粗糙。

鉴别特点 根头部有密集环
纹，被称为“蚯蚓头”，部分环纹
上还有棕褐色毛状叶基残留，即

“扫帚头”。
采收加工 春季、秋季采挖

未抽花茎植株的根，去掉防风根
须和泥沙，晒干。

别名 铜芸、回云、回草、百
枝、百种。防风喜凉爽天气，耐
寒、耐干旱，产于东北、华北及陕
西、甘肃、宁夏、山东等地区。《本
草纲目》中记载：“防者，御也。
其功疗风最要，故名。屏风者，
防风隐语也。”防风作为祛风药

在中国已有2000年历史。
主治 防风味辛、甘，性微

温，归膀胱经、肝经、脾经。
功效 祛风解表、胜湿止痛、

止痉。
适用 感冒头痛，风湿痹痛，

风疹瘙痒，破伤风。
祛风止痛 治疗因外感风邪

或风寒导致的全身疼痛、肌肉酸
楚，能舒缓经络、活血疏风，缓解
风寒感冒疼痛。

解表散热 对风寒感冒和风
热感冒均有疗效，能驱散外邪，
缓解感冒初期发热、怕冷、鼻塞、
流涕等症状。

止泻固肠 对慢性腹泻效果
良好，能调和肠胃，固肠止泻，改
善脾胃虚弱、消化不良引起的腹
泻。

止血调经 炒制后的防风炭
可止血，适用于女性月经过多、
崩漏等，能调和气血。此外，防
风提取物可用于制作护肤品，改
善皮肤湿疹、瘙痒，使皮肤更健
康。

药理作用
化学成分：含挥发油、香豆

酸、防风素等。挥发油主要成分
有辛醛、β-甜没药烯、己醛、壬醛
等，还含香豆素类、甘露醇、苦味
苷、酚类、多糖类及有机酸等。

防风具有解热、镇痛、镇静、
抗炎、抗过敏等，对金黄色葡萄
球菌、甲乙型溶血性链球菌、肺
炎 双 球 菌 及 真 菌 等 有 抑 制 作
用。防风多糖能抑制肿瘤生长，
提高免疫力。防风正丁醇萃取
物有明显的抗凝作用。

防风不仅有药用价值，在食
疗中也功效独特。

防风祛湿粥
材料：防风20克，防己15克，

薏米50克，粳米100克。
做法：将防风、防己煎制，取

药液。薏米和粳米洗净，加药液
和清水煮粥，可加糖或盐调味。

功效：祛风除湿，治疗关节
疼痛，长期食用可缓解风湿疼
痛，改善湿气重。

羌活防风茶
材料：羌活 5 克，防风 3 克，

苍术3克，川芎3克，白芷3克，绿
茶5克。

做法：羌活等煎制取药液，
用其冲泡绿茶，稍凉饮用。

功效：预防和治疗外感风
寒，寒冷季节或感冒初期饮用，
可缓解头痛、鼻塞、流涕等，增强
抵抗力。

用法用量：5克~10克。
注意事项：防风药性偏温，

阴血亏虚或热病动风者慎用或
不用；孕妇应禁用防风，以防伤
害胎儿；哺乳期妇女使用防风时
需要小心，以防止通过母乳影响
婴儿；儿童应尽量避免用防风，
防止不良反应；老年人肝肾功能
弱，使用防风时需要谨慎，避免
药物滞留引发不良反应；对防风
成分过敏者禁用，以防过敏。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鹤壁市
中医院）

防风的功效
□杨霞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