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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胃炎是指胃黏膜上皮被反复损害
后由于胃黏膜的再生能力让胃黏膜发生改
变，最终导致不可逆的胃腺体萎缩甚至消
失，引起的慢性胃黏膜炎症或慢性萎缩性
病变。慢性胃炎症状通常为胃隐痛、嗳气、
呕吐、恶心等症状，常患于成人，尤其是中
老年人群，男性多于女性，患病率随年龄增
长而增长。

慢性胃炎保养措施
慢性胃炎具有反复发作、难根治的特

点，极易影响患者的预后。除了对慢性胃
炎患者采取药物治疗，控制病情发作外，还
需对慢性胃炎患者加强生活护理，改良患
者的生活方式，纠正其不良习惯，促进患者
胃肠功能的恢复，降低疾病的复发率。

（一）积极了解疾病知识
首先患者应该积极与医生及护士沟

通，表达自己对疾病的看法，建立信任、理
解等良好医患关系。其次患者应积极向医
生及护士询问疾病相关问题，可积极参与
医院及社区组织的健康宣教活动包括讲
座、知识竞赛等。患者也可以借助互联网
多关注慢性胃炎疾病的宣教资料，了解有
关慢性胃炎的治疗及护理。

（二）谨遵医嘱用药
患者应该积极向医生及护士了解所服

药物的机制、使用方法及不良反应等注意事
项。询问医生及护士关于恶心、口干、厌食
等不良反应的发生原因及防治方法。了解
用药指导后，患者应该谨遵医嘱合理用药，
时刻关注自身症状反应，用药期间出现不适
症状时应及时沟通避免出现不良反应。此
外用药期间自我感觉病情情况好转时，不能
盲目停药，应该积极与医生沟通，前往医院
复诊，根据检查结果及医生调整用药。

（三）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慢性胃炎与患者日常生活中的饮食、

运动、休息等活动密切相关，因此患者应该
改掉不良生活习惯，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具体措施如下：

1.饮食方面
日常生活的饮食与胃肠道功能密切相

关，饮食不调是引起胃炎疾病的重要因
素。患者在饮食时应该注意①进食宜慢，
一方面食物通过充分咀嚼，能将食物磨成
较细的食糜吸收，减少粗糙食物对胃黏膜
的刺激及负担；另一方面通过充分咀嚼能
促进唾液、胃液的分泌，促进食物的消化。
②进食宜节，饮食应有节律，应该每日定时
定量进食，采取少食多餐的方式，切忌暴饮
暴食及饥饱失常，一般进食七八成饱即
可。③进食宜洁，用清水清洗2至3遍不用
变质腐败的食材保持食材干净，同时避免
食用过期、隔夜食品，杜绝外界微生物对胃

黏膜的侵害。④进食宜清淡，清淡饮食对
慢性胃炎患者很重要，如常见的粥、面类：
大米粥、小米粥、八宝粥、馒头等；肉类：鸡
肉、鱼虾、猪肉等；蔬菜：山药、西红柿、冬瓜
等。避免食用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腌菜、腊
肉、腊鱼、容易胀气的食物芹菜、豆制品
等。禁烟、酒等。

2.运动方面
患者应该加强运动锻炼，根据自身喜好

制订锻炼计划，选择合适的时段及方式进
行。晚饭后半小时进行慢走，能有效按摩胃
肠道，促进功能恢复。进食后如感到不适
时，可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选择有效的按摩
方式，比如用右手手掌并拢从右胸直搓至左
大腿沟、右手手掌在腹部上下左右按摩等，
能有效缓解腹痛。通过慢跑、太极拳、爬山
等运动方式能促进患者胃肠道功能恢复，增
强体质，降低疾病复发风险。

3.休息方面
患者应该养成作息规律的良好习惯，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避免过度劳累，不要
熬夜。患者可以采取睡前远离电子产品、
听节奏缓慢轻音乐、泡热水脚、睡前半小时
喝一杯热牛奶等方式帮助入睡。对于失眠
严重的胃炎患者，可在医生指导下选用养
心安神的药物包括酸枣仁、夜交藤、合欢皮
等辅助治疗，提高睡眠质量，有利于疾病的
恢复。

（四）调节心理状态
长期服药并忍受疾病带来的疼痛不

适，患者会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不良情
绪，还会使患者机体始终处于应激状态，影
响内分泌以及神经调节，加重病情，不利于
疾病的恢复。患者要积极配合护理人员对
其采取的心理调节措施，缓解自身心情。
出院后患者可以积极参与喜爱的活动，多
与外界接触，所有交往中都以平和的心态
进行，少动怒，多转移注意力，以保持愉快
心情与稳定心态。

（五）注意保暖
慢性胃炎患者应在日常生活中注意

保暖，尤其是腹部的保暖。在季节更替
时，特别是秋冬季节，要穿着多层衣物，
包括保暖内衣、羽绒服、手套和帽子，可
以有效抵御寒冷，切忌受凉。平时要保
持室内温湿度、空气流通，定时通风换
气，营造舒适的休息环境。冬季减少外
出，多采用室内活动训练，比如瑜伽、健
身操等。同时要保持身体和环境的干
燥，运动后要及时更换衣物，还要尽量避
免接触湿冷物体。

（六）定期复查
慢性胃炎患者因病情难根治，治疗时

间长，通常是需要复查的，特别是对于曾经
接受治疗的患者，应定期复查，以确保治疗
效果。按照胃炎症状的程度，确定复查频
率。一般情况下，病情稳定且轻微时，可以
3至5年一次。而病情严重或者有恶化加
重风险时建议3至6个月一次。

（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张从娟）

慢性胃炎怎么保养，你知道吗？
肾脏，作为我们体内的重要器官，具有过滤血

液、排除废物和多余水分，调节血压、电解质平衡
和红细胞生成等关键生理功能。然而，当肾脏遭
遇疾病侵袭时，其复杂的结构和功能往往使得诊
断变得棘手。此时，肾穿刺活检作为一种重要的
诊断手段，为医生提供了打开肾脏疾病之门的“金
钥匙”。

什么是肾穿刺活检
肾穿刺活检，又称肾脏活体组织检查，是一种

在B超引导下进行的微创检查。通过局部麻醉，
医生使用细小的穿刺针经腰背部皮肤进入肾脏下
极外缘，取出少量肾组织进行病理检查。这一检
查能够明确肾脏的病理类型，为医生制定治疗方
案提供重要依据。由于所取组织量极小（不到肾
脏的十万分之一），患者在局部麻醉下通常无明显
不适感。

肾穿刺活检的目的和意义
肾穿刺活检的主要目的是明确诊断、指导治

疗和判断预后。肾脏疾病种类繁多，不同的肾脏
病病因及发病机制各异，但临床表现却可能相
似。通过肾穿刺活检，医生可以获取肾脏组织的
直接证据，从而准确判断肾脏疾病的类型，为制定
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提供有力支持。此外，肾穿刺
活检还能帮助医生评估疾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
为患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治疗建议。

肾穿刺活检的适应症
肾穿刺活检适用于多种肾脏疾病的诊断，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情况：
1.不明原因的血尿和蛋白尿：当患者出现持

续性的血尿和蛋白尿时，且原因不明，肾穿刺活检
可以帮助明确诊断。

2.原发性肾脏病：如肾炎综合征、肾病综合征
等，当病因不明或治疗无效时，肾穿刺活检有助于
揭示疾病的本质。

3.继发性或遗传性肾脏病：当临床无法确诊
继发性或遗传性肾脏病时，或已确诊但肾脏病理
资料对指导治疗或判断预后有重要意义时，应考
虑进行肾穿刺活检。

4.急性肾功能衰竭：当肾功能明显减退且原
因不明时，肾穿刺活检有助于查明病因并制定相
应的治疗方案。

5.移植肾：当移植肾功能减退且原因不明时，
肾穿刺活检可以帮助医生判断移植肾的病理状态
并调整治疗方案。

肾穿刺活检的禁忌症
尽管肾穿刺活检在肾脏疾病的诊断中具有重

要意义，但并非所有患者都适合进行此项检查，会
有一些常见的禁忌症：

1.严重的出血倾向：如凝血功能不良、血小板
偏低等，这些患者在进行肾穿刺活检时容易出血
并形成血肿。

2.重度高血压：血压控制不佳的患者进行肾穿刺活检可能会增
加出血和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

3.精神病患者：无法配合操作的精神病患者不适合进行肾穿刺
活检。

4.孤立肾或肾脏明显萎缩：这些患者的肾脏储备功能较差，进行
肾穿刺活检可能会加重肾脏损害。

5.其他严重疾病：如严重贫血、心功能不良等，这些患者在进行
肾穿刺活检时可能会面临更高的风险。

肾穿刺活检的检查过程
肾穿刺活检的检查过程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术前准备：患者需保持良好的心态，不必过度紧张。如有血压

过高、发热、咳嗽或月经等情况，应及时向医生反映以便得到及时处
理。术前还需练习深呼吸和屏气，以便在术中固定肾脏。

2.局部麻醉：医生在穿刺点进行消毒铺巾后，进行局部麻醉以减
轻患者的疼痛感。

3.穿刺取样：麻醉完成后，医生在B超引导下使用穿刺针经皮肤
进入肾脏并取出少量肾组织进行病理检查。此时，患者需按医生口
令进行吸气后憋气，以配合医生的操作。

4.术后处理：穿刺完成后，医生会对穿刺点进行加压止血并固定
标本送检。患者术后需绝对卧床24小时以减少出血风险，并在医生
指导下进行后续护理和复查。

肾穿刺活检的术后护理
肾穿刺活检后，患者需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以帮助恢复：
1.卧床休息：术后患者应绝对卧床24小时，以减少出血风险。24

小时后可根据医生指导逐渐增加活动量，但仍需避免剧烈活动。
2.观察尿色：术后患者应密切观察尿液颜色，如出现肉眼血尿应

及时向医生报告。
3.饮食调整：术后患者应遵循医嘱调整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

主，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的摄入。
4.定期复查：术后患者需按医生要求定期复查肾功能和尿常规

等指标，以评估恢复情况并调整治疗方案。
肾穿刺活检的风险和并发症

尽管肾穿刺活检在肾脏疾病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但作为一
项有创检查，它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和并发症。

1.出血：肾脏为血供非常丰富的器官，当受到干扰和损伤时容易
出血。但穿刺使用的针头较细，大部分患者可能只有少许出血。部分
患者如刺穿至小动脉，出血会增多并可能形成血肿或血尿。此时需安
静平卧并使用止血药物或输血治疗，严重时可能需介入栓塞止血。

2.感染：医疗操作可能刺激肾脏并将细菌带至肾脏引起感染。患
者可能出现高热、腰痛等症状。此时需使用抗生素治疗以控制感染。

3.疼痛：穿刺过程中患者可能会出现疼痛感，但通常短暂且可忍
受。术后疼痛可通过药物缓解。

肾穿刺活检作为肾脏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价
值。然而，患者在接受此项检查时也应充分了解其适应症、禁忌症、
检查过程、术后护理以及风险和并发症等方面的知识，以便更好地配
合医生的操作并促进恢复。同时，医生也应严格掌握适应症和禁忌
症，确保检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天长市人民医院 方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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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医学中，手术已经成为治疗许
多疾病的关键手段。然而，手术的成功不
仅依赖于外科医生的技术水平，还与手术
室的无菌环境密切相关。为了确保手术的
成功和患者的安全，手术室必须保持严格
的无菌环境。无菌环境是指没有细菌、病
毒等微生物存在的环境，这对于预防感染、
提高手术成功率至关重要。

无菌环境的重要性
1.预防感染：手术过程中，患者的免疫

系统通常处于较弱状态，任何微小的微生
物都可能成为感染源。这些微生物可能来
自空气、手术器械，甚至医护人员的衣物。
一旦发生感染，不仅会延长患者的住院时
间，增加治疗成本，还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
症，甚至危及生命。因此，建立无菌环境是
预防手术感染的关键。

2.提高手术成功率：无菌环境为手术
提供了一个稳定、清洁的操作空间，这对于
精细的手术操作尤为重要。例如，在心脏
手术或神经外科手术中，任何微小的污染
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无菌环境能够

确保手术器械和设备的性能不受微生物的
干扰，从而提高手术的成功率。

3.促进术后恢复：良好的无菌环境对
于患者的术后恢复同样至关重要。术后感
染是导致患者恢复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过维持无菌环境，可以减少术后感染的
发生，降低患者因感染而需要额外治疗的
风险，有助于减少患者的炎症反应，促进伤
口愈合，加快康复进程。

如何维护手术室的无菌环境
1.空气净化。手术室的空气净化是通

过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实现的。这些系统
能够去除空气中的尘埃、微生物等污染物，
确保手术室内的空气质量符合标准。定期
维护和更换空气过滤系统，以确保其持续
有效地工作。

2.消毒。手术室的地面、墙壁、天花板
等表面需要定期进行彻底的消毒。消毒剂
可以杀死表面的微生物，防止它们进入空
气中。此外，手术器械、手术衣、口罩等也
需要在每次使用前后进行严格的消毒处
理。常用的消毒方法包括高温蒸汽灭菌、
化学消毒剂浸泡、紫外线照射等。

3.无菌操作。医护人员在手术过程中
需要遵循严格的无菌操作规程。他们必须
穿戴无菌手术衣、口罩、帽子和手套，以防
止微生物的传播。医务人员在手术室内的
活动也应受到严格限制，避免不必要的移

动和接触，减少空气中微生物的扩散。
4.患者管理。在手术前，应对患者进

行全面的清洁和消毒，以减少患者身上携
带的微生物数量。对于有传染性疾病的患
者，手术室需要进行特殊的隔离处理。例
如，设置专用的手术通道、隔离病房等，以
防止病原体的传播。这有助于保护其他患
者和医护人员的安全。

5.监测与培训。手术室需要定期进
行空气质量监测，以确保无菌环境的稳
定。监测空气中的微生物数量、尘埃粒
子数等，确保环境质量符合标准。此外，
医护人员还需要定期进行无菌操作培
训，提高他们的操作水平和无菌意识。

维护无菌环境的挑战
维护无菌环境在医疗环境中面临多重

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员流动：手术过程中，医护人员的

进出会增加微生物进入手术室的风险。每
次人员流动都可能带来外界的微生物，因
此控制人员进出的频率和人数至关重要。

2.表面清洁：手术室中的所有表面，包
括手术台、仪器设备和家具，必须定期彻底
清洁和消毒。即使是微小的污染也可能导
致感染，因此需要使用有效的消毒剂和进
行严格的清洁流程。

3.无菌物品管理：无菌物品的存放、取
用和管理也是一大挑战。无菌包、无菌盘

等应放置在干燥、清洁的地方，避免潮湿和
污染。同时，在取用无菌物品时，医护人员
需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保无菌物品的
有效性。

4.抗生素耐药性：随着细菌对抗生素
的耐药性增加，控制感染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加强无菌措施以预防感染的发生显
得尤为重要。

5.患者因素：患者自身的健康状况也
可能影响无菌环境的维护。例如，免疫系
统较弱的患者更容易感染，因此需要更加
严格的无菌措施。

所以，手术室的无菌环境对于患者的
手术成功和术后康复具有重要作用。洁净
安全的手术环境可以降低感染风险，提高
手术效果，促进患者的快速康复。通过有
效的空气净化、消毒处理、无菌操作、特殊
隔离以及监测与培训等措施，医护人员可
以为患者提供一个安全、清洁的手术环境，
保障患者的健康与安全。

总之，维护手术室无菌环境对医护
人员来说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为
了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医护人员、管理人
员以及患者的共同努力。只有确保无菌
环境的稳定与持续，医护人员才能为患
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保障他们的生
命健康。

（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周 容）

手术室无菌环境的重要性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越来越成
为人们关注的健康问题。在女性的一生
中，尤其是经历了妊娠和分娩后，盆底功能
障碍性疾病犹如一个隐匿的“杀手”，悄然
威胁着女性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那么，有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能够早
期发现、预防甚至治疗盆底功能障碍呢？
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盆底超声检查。盆
底超声作为一种无创、便捷、准确性高的
检查技术，正逐渐成为女性盆底健康的

“守护者”。
什么是盆底超声

盆底超声是运用超声容积探头，经
会阴部对盆底结构进行三维/四维成像
的检查方法。它能够多层面、多角度显
示盆底肌肉、筋膜、韧带等组织的形态和
结构，以及膀胱、子宫、直肠等盆腔脏器
的位置和运动情况。患者只需在检查前
20 分钟排空大小便，一般取仰卧截石位，
医生将探头轻轻放置在会阴部，通过调
整机器和探头，就能获取盆底各个层面
的图像数据，利用多种观察模式进行图
像后处理，对不同状态下各盆腔脏器的
功能进行评估。整个检查过程无痛苦、

无创伤，无须特殊准备，患者在轻松的状
态下即可完成检查。

盆底超声的独特优势
1.无创性：与磁共振（MRI）检查费用

昂贵且检查时间长，无法实现真正的实时
动态成像相比；盆底超声具有实时、无辐
射、无需使用造影剂或侵入性操作的优点，
易被患者所接受。

2.实时动态性：盆底超声可以实时观察
盆底脏器在静息、缩肛和Valsalva动作（用力
屏气）等不同状态下的位置变化和盆底肌肉
的收缩情况，从而准确评估盆底功能。

3.准确性高：能够清晰地分辨盆底各
组织结构的细微变化，对于盆底肌肉损伤、
筋膜撕裂、脏器脱垂的诊断具有较高的敏
感性和特异性。研究表明，盆底超声对子
宫脱垂的诊断准确率可达 90%以上，对膀
胱膨出和直肠膨出的诊断准确率也在85%
以上。

4.全面性：不仅可以评估盆底解剖结
构的异常，还能对盆底肌肉的厚度、弹性、
收缩力等功能指标进行定量分析，为制定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同时，盆底
超声还可以用于盆底康复治疗效果的监测
和随访，观察治疗前后盆底结构和功能的
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盆底超声在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中的
应用

1.早期诊断：在女性产后42天常规进行
盆底超声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盆底肌肉、筋
膜等组织的损伤情况，即使患者尚未出现明

显的临床症状。例如，通过盆底超声可以检
测到产后盆底肌肉的变薄、回声改变以及筋
膜的连续性中断等早期病变，从而及时采
取干预措施，预防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
发生。对于有慢性咳嗽、长期便秘、肥胖等
高危因素的女性，定期进行盆底超声检查
也有助于早期发现盆底潜在的问题。

2.病情评估：对于已经出现盆底功能
障碍症状的患者，盆底超声能够准确评估
病情的严重程度。通过测量脏器脱垂的程
度、盆底肌肉的受损范围和程度等指标，为
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重要参考。例
如，对于轻度子宫脱垂患者，可以先采用保
守治疗，如盆底康复训练、子宫托等；而对
于重度子宫脱垂患者，则可能需要考虑手
术治疗。盆底超声检查结果可以帮助医生
判断患者是否适合保守治疗，以及保守治
疗的预期效果。

3.治疗监测：在盆底康复治疗过程中，
盆底超声可以定期监测治疗效果。通过对
比治疗前后盆底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如盆
底肌肉厚度的增加、脏器脱垂程度的减轻
等，医生可以了解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及时
调整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同时，盆底
超声还可以对手术治疗后的患者进行随
访，观察手术部位的愈合情况、有无复发等
并发症，为患者的长期康复提供保障。

盆底超声检查的适宜人群
1.产后女性：无论是顺产还是剖宫产，

产后盆底肌肉和筋膜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
损伤。产后42天进行盆底超声检查，可以

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干预，预防盆底功能
障碍性疾病的发生。

2.中老年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
盆底组织会逐渐松弛，雌激素水平下降也
会影响盆底肌肉和筋膜的弹性。中老年
女性尤其是绝经后女性，是盆底功能障碍
性疾病的高发人群。定期进行盆底超声
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盆底脏器脱垂、尿失
禁等问题，及时采取治疗措施，提高生活
质量。建议中老年女性每年进行一次盆
底超声检查。

3.长期腹压增加的女性：如慢性咳嗽、
长期便秘、肥胖、经常从事重体力劳动等人
群，由于长期腹压增加，盆底肌肉和筋膜长
期处于紧张状态，容易导致盆底功能障
碍。这些女性应定期进行盆底超声检查，
以便早期发现和预防盆底疾病。

盆底超声检查前的准备和注意事项
1.检查前需提前20分钟排空大小便，以

避免膀胱和粪便对盆底结构成像的干扰。
2.检查时应穿着宽松、方便穿脱的衣物。
3.检查过程中需配合医生的指令，进

行静息、缩肛和Valsalva动作（用力屏气），
以便医生获取准确的图像信息。

盆底超声作为女性盆底健康的“守护
者”，为广大女性提供了一种早期发现、预
防和治疗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有效手
段。女性朋友们应重视盆底健康，尤其是
产后和中老年女性，定期进行盆底超声检
查，及时发现和处理盆底问题。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晓婷）

女性盆底健康的“守护者”：盆底超声

□本版责编：郑安杰 □版式：徐 岩 □校对：刘鑫鑫

健康知识

健康提醒

健康科普

健康关注

投稿邮箱：czrb901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