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体血液由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血浆等成分
组成。成分血顾名思义就是血液中的某一成分。很多人
认为，全血所含的血液成分多，因此输血时使用全血比
成分血好，其实这是错误的观点。现代输血技术研究表
明，输成分血的优点更多。 在临床医疗中，全血一般仅
适用于血容量不足且有急性大量失血的患者， 而成分
血能更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患者的输血需要。

一、输全血易增加输血风险
全血中的大量血浆易增加血容量和心脏负担，将

全血输给慢性贫血患者可能诱发心衰或急性肺水肿。
全血中的细胞碎片和抗原物质等成分对人体有害

无利，容易导致患者出现输血反应。
二、输成分血疗效好
输成分血是指针对患者病情需要， 相应地输注悬

浮红细胞、去白悬浮红细胞、洗涤红细胞、冰冻红细胞、
血小板、新鲜冰冻血浆、病毒灭活冰冻血浆、冷沉淀凝
血因子等不同血液成分， 可以提高疗效， 减少输血反
应，节约宝贵的血液资源。

三、各种血液成分的临床治疗作用不同
1.悬浮红细胞主要用于各类贫血患者和大量失血

患者。 而去白悬浮红细胞的特点是绝大部分白细胞已
经被去除，可减少输血反应，降低经血液传播疾病的风
险。

2.洗涤红细胞用于各类血液病和反复输血的患
者， 可避免因白细胞和其他血浆成分引起的输血不
良反应。

3.冰冻红细胞现主要用于 Rh 阴性血患者，Rh 阴
性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熊猫血”。

4.新鲜冰冻血浆适用于大量输血、肝病并伴有凝
血功能障碍、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口服抗凝剂过
量及血浆置换等患者。

5.血小板可用于骨髓造血功能异常患者，因药物、
中毒等原因导致的血小板数量减少患者， 以及血小板
功能异常的患者。

6.冷沉淀凝血因子用于甲型血友病患者和纤维蛋
白缺乏的患者。 （周口市中心血站 孙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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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

鱼肉鲜嫩味美 、营养丰富 ，是生活中常见的
食物。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周应
至少吃两次鱼 ，总量控制在 300 克～500 克 ，以确
保从鱼肉中摄取必要的营养素，同时避免潜在的
健康风险。

鱼肉是优质蛋白质的良好来源，有助于肌肉生
长和修复， 特别是海鱼富含 Omega-3 脂肪酸，有
助于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改善大脑功能。 鱼
肉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

水平，从而有利于心脏健康。

除了鱼肉，鱼身上还有哪些部位值得吃

1.鱼鳔
鱼鳔，也被称为鱼泡，口感脆爽。 它的主要成

分是胶原蛋白，其有助于改善人体组织营养状况、
促进生长发育，并能延缓皮肤衰老。

此外，鱼鳔还含有丰富的 Omega-3 脂肪酸，对
控制血脂和美容养颜有帮助。

2.鱼头
鱼头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类物

质，对大脑发育有益，特别适合儿童和老年人食用，
还可以辅助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

然而，由于鱼头中胆固醇含量较高，患有心脑
血管疾病的人应适量食用。

3.鱼籽
鱼籽中含有卵清蛋白、球蛋白、钙、磷、铁、核黄

素、脑磷脂等营养成分，对儿童生长发育、增强体质
和健脑有益。 其口感独特，营养价值高。

4.鱼骨
鱼骨中含有较高的钙元素和人体所需的其他

微量元素。经过适当的烹饪，如香酥鱼骨，可以使鱼
骨变得酥脆可口，既便于食用又能保证营养的充分
吸收。

5.鱼皮
鱼皮中富含胶原蛋白和多种微量元素，有助于

皮肤健康。 鱼皮可以凉拌，口感脆爽。
提醒：鱼胆千万不要吃，因其含有大量的胆盐

和毒素，误食后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这 3 种鱼最好别吃

1.腌制的咸鱼
咸鱼在制作时， 需要先用大量的盐进行腌制，

然后再进行脱水，容易生成 1 类致癌物质———亚硝

酰胺类化合物。 这些致癌物质在体内累积，就会增
加患食道癌、胃癌等的风险。

因此，建议尽量不吃咸鱼，如果真的喜欢吃，也
要控制吃的次数和量，每月不要超过 2 次，每次吃
之前先用开水煮十几分钟，降低含盐量。

2.烤鱼或高温煎炸的鱼
烤鱼或煎炸的鱼在高温烹饪过程中会产生多

环芳烃和苯并芘等致癌物质，这些物质与癌症发病
风险增加有关。

因此，建议尽量减少高温烹饪鱼类的频率，选
择蒸、煮等低温烹饪方法。

3.生鱼片
生鱼片尤其是淡水鱼制作的生鱼片，可能携带

寄生虫如肝吸虫。 生吃鱼片容易感染寄生虫，进而
可能导致患肝癌等严重疾病。

一定要在专业的料理餐厅或寿司店购买生鱼

片，以确保其质量和安全性。同时，尽量控制生鱼片
的食用频率和量，避免过量食用可能带来的健康风
险。

请注意， 虽然上述这些鱼吃多后容易患癌，但
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能吃，关键是控制摄入量，避免
长期大量食用，尤其是腌制或生吃的鱼类。同时，选
择健康的烹饪方式也非常重要。

（据《大众卫生报》）

学会正确吃鱼 长寿又健康

手在日常生活中承担着多种功能， 其受伤的风险
也相对较高。当手部遭遇外伤时，迅速而正确的处理对
于减轻疼痛、防止感染、促进伤口愈合至关重要。 以下
是手外伤的紧急处理方法。

1．止血
用干净的纱布或毛巾直接按压在伤口上压迫止

血。如果伤口有动脉出血，应持续用力压迫直至出血减
缓或停止。 同时，要抬高患肢，将受伤的手抬高至心脏
高度以上，以减缓血液流向伤口，有助于止血。

2．清洁伤口
在确保不会进一步损伤组织的前提下， 小心去除

伤口周围的异物。 使用温和的流动水（如自来水）初步
冲洗伤口，以去除伤口表面的血污和细菌。

3．消毒处理
清洁伤口后，可使用碘伏、医用酒精等对伤口及周

围皮肤进行消毒，减少感染风险。
4．包扎伤口

使用无菌纱布或绷带包扎伤口， 避免使用有绒毛
的布料，以免纤维嵌入伤口。 包扎时应松紧适宜，既不
过紧而影响血液循环，也不过松而导致包扎物脱落。

5．抬高患肢
处理完伤口后，应继续将受伤的手抬高，以减轻肿

胀和疼痛。 避免活动受伤的手。
6.冷敷处理
用干净的毛巾包裹冰块或冰袋， 轻轻敷在伤口周

围，避免直接接触伤口。 冷敷有助于减轻肿胀和疼痛。
冷敷时间不宜过长，建议每次 15 分钟～20 分钟。

7．使用止痛药
可根据医嘱服用非处方止痛药以缓解疼痛， 使用

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8．就医评估
对于严重的手外伤，如出血不止、伤口深、伴有骨

折或关节脱位等，应立即就医。
（周口淮海医院手足外二科 陈鑫）

手外伤的紧急处理方法

输血时为什么提倡使用成分血

建立健康
生活方式

近期，包括 GLP-1 受体激动剂在内的多种肥胖治疗药物在我国获批或即将面市，
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对此，医学专家提示，生活方式管理是体重管理的基石，要科学谨
慎、分级分类看待肥胖治疗药物与减重手术。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