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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体
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简称ECMO)作为一种先进
的生命支持技术，被誉为重症监护室(ICU)
中的“终极武器”。ECMO不仅代表着医疗
技术的重大突破，更为无数生命点亮了希
望的明灯。本文详细介绍ECMO的工作原
理、应用领域、优缺点以及未来发展，以期
让读者对这一技术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ECMO的工作原理
ECMO，又称体外膜肺，是一种持续

体外生命支持技术。它通过将患者体内的
静脉血引出体外，经过特殊材质的人工心
肺旁路进行氧合，然后再将富含氧气的血
液回输至体内，从而部分或完全替代患者
的心肺功能。这一过程中，血液在体外与
氧气结合，实现人工的氧合和循环支持。

ECMO的基本结构包括血管内插管、
连接管、动力泵(人工心脏)、氧合器(人工
肺)、供氧管以及监测系统。其核心部分是
膜肺和血泵，分别起到人工肺和人工心的
作用。根据血液回输路径的不同，ECMO
分为静脉-静脉(V-V)和静脉-动脉(V-
A)两种模式。

V-V ECMO：主要用于辅助呼吸功
能。它将静脉血引出，经过人工膜肺处理
后(血红蛋白氧合、排出二氧化碳)，再输
送回静脉系统，帮助肺分担呼吸重任。通
常选择股静脉引出，颈内静脉泵入，也可
根据病人情况选择双侧股静脉。

V-A ECMO：当心肺功能遭受重创
时，这种模式将静脉血引出后立即进行人
工氧合，再注入动脉系统，完全跳过心肺
的功能。成人通常选择股动静脉；新生儿
及幼儿由于股动静脉偏细，选择颈动静
脉；也可开胸手术动静脉置管。
二、ECMO的应用领域
ECMO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范围广

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心脏手术：在心脏手术中，ECMO

可用于维持患者的心肺功能，使心脏外科
医生能够进行复杂的手术操作，同时保证
患者的生命安全。

2 .心脏衰竭：对于严重的心脏衰竭患
者，ECMO可以暂时部分替代心脏功能，
为心脏减轻负荷，同时为机体提供部分氧
合和清除二氧化碳，保证患者的生命体征
稳定。

3 .呼吸衰竭：对于严重的呼吸衰竭患
者，ECMO可以提供充足的氧合和清除二
氧化碳，帮助患者维持正常的呼吸功能。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救治中，ECMO就
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许多呼吸系统衰竭的
患者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4 .新生儿救治：ECMO在新生儿救治
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帮助出生时呼
吸困难的婴儿维持正常的氧合。

5 .移植领域：在移植等待期间，患者
病情急剧加重时，可以通过ECMO技术延
长等待时间，直至等到供体后再行移植手
术。在肺移植手术中，ECMO可以作为支
持性治疗，保持患者的循环和氧合功能。

6 .体外心肺复苏(ECPR)：在心肺复
苏中，当患者的心脏和肺部无法正常工作
时，ECMO可代替心脏和肺部的功能，保
证患者的血液得到充分的氧合和循环，维
持重要器官的供氧供血。
三、ECMO的优缺点
ECMO技术的优势在于：

手术操作简单：通过周围血管可快速
建立辅助循环，一般30分钟内可完成。

提供双心室辅助：不仅增加动脉灌
注，还提供氧合血液，弥补肺功能缺陷。
灌注量可控：全流量在成人可达

6000ml，但最低流量不能少于4000ml，
以保证心功能有恢复可能。

费用相对较低：与人工心脏相比，
ECMO的费用更为低廉。

适用范围广：婴幼儿和成人均适用。
ECMO存在的不足之处：
辅助时间有限：相比人工心脏 ，

ECMO的辅助时间要短得多。
病人需加强监护：在使用体外循环膜

式氧合器装置期间，病人需留在加强监护
病房，同时持续应用镇静药物。

需要专业人员：需要灌注师及专门监
护人员。

出血并发症：因需肝素化，术后出血
并发症相对较多，尽管目前肝素涂层管道
的应用降低了肝素用量，但仍存在危险。

无搏动性循环辅助：同样压力下动脉
灌注较差。
四、ECMO的未来发展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

ECMO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未来，
ECMO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更大的
突破：

1 .技术优化：通过改进材料和设备，
提高ECMO的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减少
并发症的发生。

2 .应用范围扩大：随着临床经验的积
累，ECMO的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为
更多患者提供生命支持。

3 .智能化发展：结合人工智能和远程
医疗技术，实现ECMO的智能化监测和管
理，提高救治效率和成功率。

4 .成本降低：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化
生产，降低ECMO的成本，使更多患者能
够受益于这一技术。

ECMO作为重症监护室中的“终极武
器”，为无数生命点亮了希望的明灯。它的
出现和发展，不仅体现了医疗科技的进步
和创新精神，更彰显了人类对生命的尊重
和珍视。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ECMO的局限性和注意事项，在合理使用
的同时不断探索新的救治手段和技术，为
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现代医学的
舞台上，ECMO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强大
的生命力，书写着一个个生命奇迹的篇
章。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ECMO技术将继续发扬光大，为人类健康
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六安市中医院重症医学科 崔霞)

随着秋冬来临，大自然换上了金黄的衣裳，人
们也换上了厚实的衣物，同时也带来不少健康问
题，其中咳嗽就是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在中医理论
中，咳嗽被分为“温咳”和“凉咳”，而正确区分这两
种咳嗽类型，对于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非常重要。
本文带您深入了解咳嗽的成因、症状以及如何自
我判断和应对方法。

随着秋天到来，自然界骤然由热转凉，昼夜温
差增大，人体的呼吸道黏膜对冷空气的适应能力
下降，容易引起呼吸道感染，从而导致咳嗽。另外，
秋季空气干燥，湿度降低，呼吸道黏膜容易干燥，
防御能力减弱，也是咳嗽多发原因之一。

口咽部位是最先感知身体是否干燥的地方，
症状较轻的会出现声音嘶哑、喉咙疼痛以及口腔
溃疡等症状。症状稍微重一点的，会咳嗽，声哑气
喘，且容易夜晚发作，进而无法安心入睡，有些体
质差的人会将这一症状一直持续入冬，或转变为
慢性支气管炎。

温咳与凉咳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中医理论中，
咳嗽被分为“温咳”和“凉咳”，这两种咳嗽的成因、
症状和治疗方法都有所不同。

1 .温咳：顾名思义，是由温邪引起的咳嗽。温
邪，通常指的是一些具有温热性质的病邪，如风
热、燥热等。温咳的特点是咳嗽声音较响亮，咳声
粗重，痰色黄稠，不易咳出，伴有口干舌燥、咽喉疼
痛、发热等症状。温咳多发于秋季初期，此时气候
由热转凉，但温热之气尚未完全消退。

2 .凉咳：与温咳相对的是凉咳，它是由寒邪引
起的咳嗽。寒邪，指的是具有寒冷性质的病邪，如
风寒。凉咳的特点是咳嗽声音较低沉，咳声轻细，
痰色白而稀薄，容易咳出，伴有鼻塞、流清涕、恶
寒、发热等症状。凉咳多发于秋季中后期，此时气
温明显下降，寒气渐重。

如何自我判断温咳与凉咳呢？要正确区分温
咳与凉咳，首先需要了解自己的症状。以下是一些
自我判断的方法：

1 .观察痰液：痰液的颜色和质地是区分温咳和凉咳的重要依据。温咳
的痰液多为黄色或黄绿色，质地粘稠；而凉咳的痰液则为白色，质地稀
薄。

2 .注意伴随症状：温咳常伴有口干舌燥、咽喉疼痛、发热等症状；而凉
咳则多伴有鼻塞、流清涕、恶寒、发热等症状。通过观察这些伴随症状，可
以辅助判断咳嗽的性质。

3 .感受体温变化：温咳患者通常会感到发热，体温较高；而凉咳患者
虽然也会发热，但体温相对较低，且伴有明显的恶寒感。

4 .注意咳嗽声音：温咳的声音通常较为响亮，咳声粗重；而凉咳的声
音则较低沉，咳声轻细。

如何应对秋咳呢？了解了温咳与凉咳的区别后，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
应对措施。

1 .温咳的应对：对于温咳，中医推荐使用清热解毒、润肺止咳的药物，
如金银花、连翘、桔梗、甘草等。而西医在治疗温咳方面，除了针对细菌感
染可能使用的抗生素之外，也会推荐使用止咳药物，如右美沙芬，来缓解
咳嗽症状。并且，患者应注意多喝水，多吃清凉食物，如梨、西瓜等，以润
肺清热。另外，保持室内空气湿润，避免过度劳累，也有助于缓解温咳症
状。

2 .凉咳的应对：对于凉咳，中医建议使用温肺散寒、化痰止咳的药物，
如麻黄、桂枝、杏仁、甘草等。而西医则可能推荐使用祛痰剂或止咳药，例
如右美沙芬(止咳药)和氨溴索(祛痰药)，以缓解咳嗽和帮助痰液排出。在
日常生活中，应注意保暖，避免受凉，多食用温性食物，如姜、葱、大蒜等，
以驱散寒邪。中医云：“喉需液养，咽赖津濡”，意思是，我们的咽部是需要
靠津液濡养的，而秋冬津液最容易被消耗，所以会感到嗓子干、慢性咽
炎、咳嗽的情况。因此，建议多饮水，保持喉咙湿润，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但避免直接吹风。如有必要，可使用加湿器来增加室内湿度，从而减轻咳
嗽症状。

3 .调节生活作息：保持充足的休息，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有助于身
体恢复。另外，应适度增加运动，如散步、慢跑等，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
预防咳嗽的发生。

总之，秋冬多咳嗽，要学会正确区分“温与凉”。当然，如果咳嗽症状
持续不减或加重，应及时就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六安市人民医院 刘杏杏)

足跟痛是中老年人群中常见的病症，
尤其在步入老年后，由于年龄、活动量减
少以及长期负重等因素，足跟痛的发生率
逐渐增高。足跟痛的病因多样，包括跟腱
炎、足底筋膜炎、骨刺等，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传统的西医治疗往往侧重于疼
痛缓解和局部治疗，而中医则通过整体调
理、辨证施治，旨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医理论基础：整体观念，辨证施治

中医治疗足跟痛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整体观念，强调通过辩证施治，从全身的
角度进行调整。中医认为，足跟痛的发生
与机体的气血不畅、肝肾不足、风湿寒气
侵袭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在治
疗时，除了考虑局部病变外，还要调节全
身的功能平衡，恢复脏腑的协调。

气血不畅：中医认为，气血运行不畅
是足跟痛的常见原因。尤其是中老年人，
由于年龄增长，气血逐渐衰弱，容易导致
局部血液供应不足，进而引发疼痛。气滞
血瘀导致的足跟痛，通常表现为刺痛或钝

痛，且活动后加重。
肝肾不足：肝肾是人体“藏血”的重要

脏腑，肝肾不足导致筋骨失养，也容易引
起足跟部的疼痛。尤其是中老年人，随着
肝肾功能的衰退，筋骨逐渐失去滋养，导
致足跟的结构出现问题，如足底筋膜炎、
骨刺等。

风湿寒气侵袭：中医认为，风、寒、湿
邪是外感疾病的重要病因，尤其是在天气
变化时，风湿寒气容易侵入体内，导致气
血运行不畅，产生足跟部的疼痛。此类足
跟痛常伴有肿胀、活动受限等症状，表现
为类似风湿病的特征。

中医治疗方法：针灸、推拿和草药调理

中医治疗足跟痛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
针灸、推拿和草药调理是最常见的治疗手
段。通过这些手段，能够有效缓解症状，恢复
气血流畅，改善足跟的功能，减少病情复发。

针灸：针灸是中医传统治疗足跟痛的
有效方法之一。通过刺激特定的腧穴(如
足三里、承山、涌泉等)，针灸可以调节气

血，疏通经络，缓解因气血不足或瘀血阻
滞所导致的疼痛。对于肝肾不足引起的足
跟痛，针灸能够刺激肝肾经络，促进肝肾
的功能恢复，改善全身的气血循环。

推拿：推拿通过手法作用于足底、踝
关节以及小腿部的经络和肌肉，能够有效
缓解足跟部的僵硬和疼痛。尤其对于因长
时间走路、站立或运动不当引起的足底筋
膜炎，推拿具有舒筋活络、促进血液循环
的作用。推拿治疗能够有效放松足底的肌
肉群，减轻疼痛并提高活动功能。

草药调理：中草药治疗是中医治疗足
跟痛的重要手段之一。常用的草药有活血
化瘀、祛风湿的功能。例如，丹参、红花、独
活、当归等药物具有活血通络、消肿止痛
的作用，对于由气滞血瘀引起的足跟痛非
常有效。此外，肝肾不足所致的足跟痛，常
常采用六味地黄丸、枸杞子等滋补肝肾的
药物进行调理。

护理配合：合理饮食和日常管理

饮食调理：中老年人易患肝肾不足、

气血虚弱等症状，因此，在饮食上应注重
养肝肾、补气血。食物方面，可以多食用具
有补肝肾、滋阴养血功效的食物，如黑枸
杞、桑葚、龙眼肉、枸杞、黑豆等。此外，日
常饮食应避免过多摄入辛辣、油腻食物，
以免加重体内湿热，影响恢复。

合理运动：对于足跟痛的患者，适当
的运动可以增强足部和下肢的肌肉力量，
促进血液循环。每天进行适量的散步、慢
跑或脚部锻炼(如提踵、足底按摩等)有助
于缓解疼痛，提高脚部的灵活性和活动
范围。然而，应避免剧烈运动和长时间站
立，以免加重足部的负担。

穿着舒适的鞋子：随着足弓的变化，
不合脚的鞋子容易加重足部的负担。因
此，选择合适的鞋子至关重要。鞋底应具
有良好的减震功能，避免硬底鞋或高跟
鞋，选择支持性强的平底鞋或专业的足
部矫正鞋，以减轻足底的压力。

中老年人足跟痛的治疗，依赖于中
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方法。通过针
灸、推拿和草药的综合治疗，可以从根本
上调理气血、疏通经络、缓解疼痛。与此
同时，合理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和穿着舒
适鞋子等日常护理措施也能够有效促进
康复，防止复发。通过中医调理，许多中
老年人能够恢复足部健康，改善生活质
量。

(安徽省岳西县中医院 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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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如何治中老年足跟痛

ECMO：生命支持技术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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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是光影的艺术，是通过相机镜头记
录社会活动、风景名胜、人物动态、鸟兽踪迹
等生活场景来记录历史，展现个性，表情
达意之艺术创作形式。摄影人可以先
立意找场景，也可以有场景再立意，
随机性也是摄影人的一种常见创
作方式。但在众多摄影家里，几
年来能以一个地方为创作对象
和题材的摄影人不是很多。理由
是这里是他的家乡，或他足够热
爱这块土地。张玉良正是这样一
位摄影人，他在工作之余把大量
时间投入到家乡的摄影创作上来。

最近，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
张玉良《魅力霍邱》摄影集的出版发行，
同时也展现了一个摄影人的人文情怀和精
神寓托。摄影集从写景到记事，从静态到动
态，从古到今，从天到地，从工业到农业，从
乡村到城市等等，一幅幅绝美的画卷记录着霍
邱历史的变迁。在他的摄影作品中，《巨龙锁
淮》俯瞰临淮岗风景区，四十九孔浅孔闸犹如
一条巨龙横卧淮河两岸，场景蔚为壮观。它承
载的不仅是控制洪水的肆虐，还成为淮河两岸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作者以天地为空间，突出
四十九孔浅孔闸的魅力身段和重要意义，也抽
象地表达了大闸在天地间与自然融为一体的
人文壮举。摄影集里，还有《49孔浅水闸一端》、

《景区夕照》、《临淮岗工程全貌》、《分流岛》等
不同视觉艺术的表现作品。尤其是

《49孔浅孔闸鸟瞰》图，在夕阳光影的
作用下，火红的天空、斑驳的陆地和青
绿的植被更具油画的特征。

在张玉良的摄影作品中，对城西
湖的一组拍摄特别震撼。如《静静的城
西湖》，在晚霞的余辉中，隐约的湖
岸，荡漾的渔船和三根线状的围鱼栅
栏，简约如诗一样的凝练，如画一样的
空灵。《云起西湖》作品展现出蓝湖、
白云的另一种美学感受。这两幅作品
静中藏动、动中寓静，分别表现了两种
不同的审美观。

摄影作品具有无言的美，它用构

图、用光、虚实来表现大自然美的形态。著名
美学家朱光潜在《无言之美》一文中指出：

“言所以达意，然而意决不是完全可以言达
的。因为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
变、飘渺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
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
继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朱先生
把“言”和“意”的辩证关系，从形而上的高度
论述了“无言之美”的哲学内涵。因此，也给
艺术审美提供了更多可能。

张玉良的摄影作品，总能抓住时代的脉搏。如:《河
湾即景》、《悠闲》、《逛逛去》、《淮河精灵》、《天外来客》
组图等作品透露出人与自然、动物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以及霍邱人民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意识。作品《水门塘
春色》、《李氏庄园》、《安阳山霞光》组图记录下霍邱
厚重的历史文化；《万亩荷塘》、《春华秋实》、《皖西
钢城》、《文化非遗》组图展现了一个地方农业的丰
收、工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盛况；《蓼城新貌》
组图呈现出霍邱城市快速发展的新画卷。《魅
力霍邱》这本摄影集，既充分体现了一个本土
摄影家的赤子之心，也展现出一位摄影家的

非凡技艺，同时为家乡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发展记录下珍贵的历史瞬间。

著名摄影大师萨尔加多曾经
写道：“我感到在我们这个世界
上存在着太多的不公平，良心
驱使我把他们拍摄下来，借
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我有很
多拍摄的表现方法，大家看
到我的作品，有时候往往被

表面的漂亮和凄惨的画面震
撼了，但我自己并不满足这

些，我要尽我所能在拍摄的时候
提出问题，要引发争论，然后希
望人们跟着我一起去解决问
题。”作为一名摄影人，张玉良
早已熟知摄影技巧，但摄影技
巧只能解决构图、用光、虚实、
抓拍等等问题，如何让摄影作
品更有深度和思想性，从而引
发人们的思考及心灵上的共
振，应该是一个摄影人永无止
境的目标。(作者系安徽省文艺
评论家协会理事，霍邱县文艺
评论家协会主席)

一一 个个 人人 与与 一一 座座 城城
——张张玉玉良良《《魅魅力力霍霍邱邱》》摄摄影影作作品品集集管管见见

武武红红红红

1月5日，
在裕安区域
的淠河上游，
一群“渔翁”携
带着他们忠诚的
伙伴——— 鱼鹰，在
河面上展开捕鱼行动。
他们冒着严寒，手持长竹

竿，巧妙地指挥着鱼鹰在清澈的河水中灵活穿梭。鱼鹰
们表现得极为机警，根据指令迅速潜水，用锐利的喙捕
捉游动的鱼。每当鱼鹰成功捕获一条鱼，“渔翁”便以
娴熟的手法将鱼从鱼鹰嘴里取出，放入随身携带的
鱼篓中。随着夕阳西沉，“渔翁”满载而归，脸上洋溢
着满足的笑容，而鱼鹰们也获得应有的奖赏。
据介绍，随着社会发展，掌握传统鱼鹰捕鱼
技术的人越来越少。淠河两岸从事者不足10
人，且年龄大都在六七十岁以上。
这一幕幕令人陶醉的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美丽景象，同时彰显了传统捕鱼技
艺的传承。

邓元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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