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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髓炎是一种常见的口腔疾
病，它不仅引起牙齿剧痛，还可能
导致严重的并发症。许多人由于
对根管治疗的恐惧和对牙髓炎的
认知不足，往往忽视了早期症状
并耽误了治疗时机，从而加重了
病情。

牙髓炎的产生原因
牙髓炎主要是由细菌感染引

起的牙髓组织炎症。牙髓是牙齿
中心的软组织，包含有丰富的血
管、神经及细胞，起着滋养牙齿的
作用。

感染是引起牙髓炎的主要
病因之一。任何导致细菌及其
毒素侵入牙髓腔的原因都可能
引发牙髓炎。最常见的感染原
因是龋齿。龋齿是牙齿硬组织
的病变，当牙体硬组织受损时，
细菌就能够进入牙髓腔引起感
染。此外，牙齿断裂、牙缺损或
牙齿受伤等也可能导致细菌感
染牙髓，引发牙髓炎。龋齿是导
致牙髓炎常见的原因之一。龋
齿的初期并不会引起疼痛，但当
龋齿发展到接近牙髓时，就会引
起疼痛感。尤其是进食冷、热、

酸、甜食物时，疼痛感会加剧。
随着龋齿的进一步发展，细菌会
进入牙髓腔，引发牙髓炎。除了
龋齿外，牙齿断裂、牙缺损或牙
齿受伤也可能导致牙髓炎。当
牙齿发生断裂或缺损时，细菌容
易侵入牙髓腔，引起感染和炎
症。此外，如果牙齿受到外伤，
比如撞击、裂伤或根部损伤，细
菌也可能经受损处进入牙髓腔，
引发牙髓炎。

牙髓炎的症状
牙髓炎是由于细菌感染引起

的牙齿内部慢性炎症。早期牙髓
炎可能不会引起明显的症状，但
随着感染的加重，症状会逐渐显
露出来。以下是与牙髓炎相关的
常见症状：

牙痛 牙痛是常见和显著的
牙髓炎症状。牙痛可能有轻度不
适感或剧烈疼痛，持续数分钟或

数小时。牙痛可以是阵发性的，
也可以是持续性的，可能会加剧
或缓解。牙髓炎通常会引起牙齿
对热、冷、甜或酸性食物敏感，触
摸或咬合时也可能引起疼痛。

牙龈红肿 患有牙髓炎的人
可能会出现牙龈红肿等。这是由
于感染扩散到了牙龈组织中，导
致牙龈发炎和肿胀。炎症可能导
致牙齿敏感或牙龈出血。

牙齿敏感 牙髓炎患者可能
发觉牙齿变得敏感。当牙髓组织
受到炎症或感染时，牙齿的神经
受到刺激，导致牙齿对温度或其
他刺激更加敏感。

治疗和预防
根管治疗 根管治疗是牙髓

炎的主要治疗方法。根管治疗的
目的是清除感染的牙髓组织，填
充并密封根管，以挽救病变牙齿，
并阻止感染进一步扩散。该治疗

通常由牙医在局部麻醉下进行。
牙医会通过牙冠部位（牙齿可见
的部分）制作一个开放区域，而后
清除感染的牙髓组织。接下来，
根管内部会被彻底清洁和消毒，
以确保所有感染源都被清除。最
终根管会被填充、密封，以防止再
次感染。

抗生素治疗 在牙髓炎的早
期或感染严重的情况下，可能需
要配合抗生素治疗，来控制感染
和减轻症状。抗生素的使用通常
是暂时的，在治疗过程中，患者需
要密切遵循牙医的建议，按照规
定的时间和剂量正确使用抗生
素。抗生素治疗可能带来一些副
作用，如肠道不适和耐药性问题，
因此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
用抗生素。

牙缝密封 定期口腔卫生保
健和牙齿清洁是非常重要的措

施。规范的牙齿刷洗和使用牙线
清洁，可以有效预防口腔疾病。
此外，定期的口腔检查和清洁也
是预防牙髓炎的重要手段。定期
检查可以及早发现潜在的牙齿问
题，并采取及时的治疗措施。牙
齿清洁，可以清除牙菌斑和牙石，
减少细菌滋生。

早期治疗 牙髓炎的早期治
疗非常重要。一旦出现牙齿疼
痛、敏感或其他异常症状，应及时
就医，以便及早诊断和治疗。医
生可以通过临床症状和X线检查
来确定牙髓炎的严重程度，并制
定相应的治疗方案。早期治疗有
助于避免牙齿进一步损伤和炎症
扩散，提高治疗的成功率。

尽早识别和治疗牙髓炎是非
常重要的，可以有效避免病情恶
化和并发症。定期进行口腔检
查、积极预防口腔疾病，是预防牙
髓炎的有效方法。牙髓炎并非不
可战胜，科学的治疗和良好的口
腔卫生习惯，可以让人们远离牙
髓炎。

（作者供职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桂林市全州县妇幼保健院）

牙髓炎的症状和治疗方法
□蒋湘湘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颈
椎病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问
题。许多人因为长时间低头看手
机、坐姿不正、缺乏运动等不良习
惯，导致颈椎出现疼痛、僵硬等症
状，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

其实，颈椎病并非不可逆转
的疾病，通过改善日常习惯，人们
可以有效预防并缓解颈椎病的症
状。

认识颈椎病
颈椎病是指颈椎间盘退行性

变及其继发性椎间关节退行性变
所致脊髓、神经、血管损害而表现
出的相应症状和体征。常见的症
状包括颈部疼痛、僵硬、活动受
限，以及头痛、头晕、手臂麻木等。

颈椎病的成因多种多样，但
较为常见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不良
习惯。长时间低头看手机、电脑，
坐姿不正，缺乏运动等，都会导致
颈椎受到不正常的压力，从而引
发颈椎病。因此，改善日常习惯
对预防和治疗颈椎病至关重要。

改善日常习惯，预防颈椎病
正确的坐姿与站姿 正确的

坐姿和站姿是预防颈椎病的基
础。在办公或学习时，人们应该
调整桌椅的高度，使双脚能够平
放在地面上，背部和颈部得到充
分的支撑。同时，保持腰背挺直，
避免长时间低头。如果需要长时
间看电脑或手机，可以适当垫高
屏幕或使用支架，使视线与屏幕
保持平行。

站立时，人们也要保持身体
挺直，避免佝偻或过度挺胸。如
果需要长时间站立，可以在脚下
垫个垫子或交替踩踏小凳子，以
减轻对颈椎的压力。

合理使用电子产品 随着科
技的发展，电子产品已经成为人
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
而，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也会给
颈椎带来不小的负担。因此，人
们需要合理使用电子产品，避免
过度使用。

在使用手机或电脑时，人们
应该注意控制使用时间，每隔一
段时间就起身活动一下。同时，
保持正确的使用姿势，避免长时
间低头或过度仰头。此外，人们

还可以选择使用具有护眼功能的
电子产品，减少对眼睛和颈椎的
损害。

适度运动 适度运动对预防
颈椎病具有重要意义。运动可以
增强人们的颈部肌肉力量和柔韧
性，改善颈椎血液循环，从而减轻
颈椎负担。

瑜伽、游泳、慢跑等都是适合
颈椎病患者的运动方式。这些运
动不仅可以锻炼全身肌肉，还可以
提高身体的灵活性和协调性。此
外，人们还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颈
部锻炼，如左右转头、上下点头等，
以缓解颈部肌肉的紧张和僵硬。

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在运动
过程中，要避免过度用力或过度
伸展颈部，以免造成颈椎损伤。

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 良好
的睡眠习惯对于颈椎健康同样重
要。人们应该选择高度适中、软
硬适中的枕头和床垫，以保持颈
椎的自然曲度。避免使用过高或
过低的枕头，以免使颈椎长时间
处于不正常的弯曲状态。

此外，人们还应该养成良好

的睡眠姿势，避免俯卧或侧卧时
过度扭曲颈部。保持舒适的睡眠
环境，如调整合适的室内温度和
湿度，保持床铺的整洁等，也有助
于提高睡眠质量，从而减轻颈椎
的负担。

饮食与颈椎病的关系
饮食与颈椎病之间确实存在

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直接因果关
系。虽然饮食不能直接治愈颈椎
病，但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帮助
患者维持身体健康，增强抵抗力，
从而间接减轻颈椎病的症状。首
先，营养均衡的饮食对于整体健
康至关重要。摄入足量的营养物
质，特别是钙和维生素D，有助于
维持骨骼的健康。钙是构成骨骼
的重要成分，而维生素 D 则有助
于钙的吸收和利用。因此，多食
用富含这些营养物质的食物，如
奶制品、豆制品、深绿色蔬菜，以
及适当的阳光照射，都有助于增
强颈椎的稳定性。

其次，避免摄入过多的油腻、
辛辣和生冷食物。油腻食物，如
烧烤、肥肉等容易造成脂肪堆积，

增加颈椎的负担；辛辣食物可能
刺激胃黏膜，不利于营养物质的
吸收；而生冷食物可能加重颈椎
受凉的症状，如肩颈僵硬、手臂麻
木等。因此，颈椎病患者在饮食
上应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多摄入
新鲜蔬菜、水果和高纤维食物。
此外，对于存在内科基础疾病的
颈椎病患者，如糖尿病等，应根据
具体病情调整饮食习惯。比如，
糖尿病患者应避免食用含糖量高
的食物，把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
内，这也有助于缓解颈椎病的症
状。

总之，颈椎病是一种常见的健
康问题，但并非不可逆转。经过改
善日常习惯，人们可以有效预防并
缓解颈椎病。正确的坐姿与站姿，
合理使用电子产品，适度运动，以
及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等，都是预
防颈椎病的重要措施。同时，人们
还应该关注饮食与颈椎病的关系，
保持合理饮食，避免摄入不健康的
食物。

（作者供职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百色市西林县人民医院）

如何预防颈椎病如何预防颈椎病
□刘宪昌

颈肩腰腿痛是常见的健康
问题，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工作
效能都有很大的影响。物理因
子治疗是一种非药物干预方法，
是利用物理因子来减轻疼痛、改
善症状，促进康复。本文主要介
绍几种常见的物理因子治疗方
法。

物理因子治疗原理
物理因子治疗是利用天然能

量或人工物理能量，调节人体的
神经、体液、内分泌等生理机制来
预防和治疗疾病。这种治疗方法
不依赖药物，注重利用物理力量
对人体进行刺激和调节，以促进
身体的自愈能力。物理因子治疗
在临床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于各种
疾病的治疗和康复中，可以单独

应用或与其他治疗方法相结合。
物理因子治疗有助于改善血液循
环、缓解疼痛、促进组织修复和康
复，以及调节人体的生理机制等。

低频电疗法
低频电疗法是一种常用的物

理治疗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缓解
颈肩腰腿痛等疼痛症状。低频电
疗法应用低频电流刺激体表或深
层组织，以达到镇痛和促进康复
的目的。

低频电疗法可以分为以下几
种形式。

TENS 疗法（经皮电神经刺
激疗法）：该疗法通过贴附电极在
患者的皮肤上输送低频电流，电
流刺激神经纤维，干扰疼痛信号
传导，达到减轻疼痛感的目的。

电针疗法：这是一种结合了
传统针灸和电疗的方法。电针疗
法使用低频电流通过针头传递到
穴位，起到刺激经络和神经纤维
作用，以缓解疼痛，提高治疗效
果。

脉冲电疗法：该疗法通过脉
冲电流，刺激受损区域或触发特
定反应，以减轻炎症、放松肌肉、
促进血液循环和修复组织。

需要注意的是，低频电疗法
有一些禁忌证，如心脏起搏器使
用者、妊娠期妇女、癫痫患者等，
在应用前需要咨询医生的意见。

红外线疗法
红外线疗法是一种常用的物

理治疗方法，被广泛用于治疗各
种类型的疼痛症状，包括颈肩腰

腿痛。这种治疗方法适合那些不
适宜手术或需要进行辅助治疗的
患者。

红外线疗法是利用红外线来
刺激受损部位和周边组织，促进
组织的新陈代谢，加强血液循环、
软组织张力，以及肌肉可塑性。
这些功效有利于缓解疼痛、减轻
肿胀、消除炎症、促进身体恢复和
缩短康复时间等。

实施红外线疗法的过程中，
需要了解患者的病情、疼痛程度
和过去的医疗历史，确认患者是
否可以使用该治疗方法。治疗
时，患者会采用适宜的体位（坐姿
或卧位），将红外线设备对准疼痛
区域，保持适当的距离和治疗时
间（15分钟~30分钟）。在治疗期

间，医师或治疗师应持续观察患
者的疼痛程度、治疗反应和皮肤
情况，并根据需要调整治疗的时
间和温度。

红外线疗法无创且安全可
靠，因此成为许多医疗机构和康
复中心用于缓解颈肩腰腿痛等常
见疼痛的治疗方式。红外线疗法
具体治疗效果因人而异。红外线
疗法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物理治
疗手段，能够对缓解颈肩腰腿痛
等常见疼痛产生积极的治疗作
用。

牵引疗法
牵引疗法可以分为手动牵引

和机械牵引两种形式。
手动牵引：医生或治疗师会

使用手法进行牵引，通过轻轻拉

伸患者的颈部、腰部或腿部来减
轻压力和疼痛。这种方法常用于
急性颈肩腰腿痛症状，需要专业
的医务人员进行指导和操作。

机械牵引：利用特殊的设备
进行牵引，如牵引床、牵引器等。
患者治疗时会被固定在牵引装置
上，机械装置会逐渐施加拉力，使
受压的脊柱被轻度牵拉和释放压
力。机械牵引可以根据患者的需
要进行调整，从而达到最佳牵引
效果。

牵引疗法的原理是通过增大
椎间孔、减轻神经根压迫、放松紧
张肌肉、改善血液循环等机制来
缓解颈肩腰腿痛症状。

在接受牵引疗法之前，患者
需要进行全面的评估和准确的诊

断，以确定该治疗方法是否适用
于患者。不适合应用牵引疗法的
症状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椎动
脉供血不足、脊柱骨折、严重的关
节炎等。因此，在应用牵引疗法
之前，患者应咨询医生或专业治
疗师的意见。

物理因子治疗是一种安全有
效的非药物治疗方法，可用于缓
解颈肩腰腿痛等疼痛症状。选择
适合自己的物理因子治疗方法，
并遵循注意事项，患者往往可以
获得较好的康复效果。在使用物
理因子治疗前，患者应咨询医生
或专业治疗师，以确保治疗的安
全和有效性。

（作者供职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民医院）

如何应用物理因子治疗颈肩腰腿痛
□黄玲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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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头颈肿瘤在我国的发病率呈
现较快的增长趋势。这种肿瘤多与吸烟、
饮酒，以及口腔卫生状况差等因素有关。
与其他类型的肿瘤相似，头颈肿瘤的生长
和消耗，加上放疗和化疗，往往导致患者出
现营养不良的风险。营养不良不仅会降低
患者的免疫力，影响伤口愈合，还可能增加
术后感染的风险，甚至可能导致咽瘘等严
重并发症，从而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

由于头颈肿瘤的特殊性，约 80%的头
颈部肿瘤来源于锁骨上邻近的组织。咽部
作为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共用通道，在
头颈肿瘤的手术治疗中一般需要重建。术
后，患者往往需要长期留置胃管，通过鼻饲
饮食来摄取营养。因此，头颈肿瘤围手术
期的营养支持策略，与其他肿瘤存在一定
差异。

全面的营养评估
在手术前，医生和营养师会对患者进

行全面细致的营养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体
重变化、饮食习惯、整体营养状况，以及吞
咽功能等。这些评估结果将为制定个性化
营养方案提供重要依据，确保患者能够获
得足够的热量和营养素，特别是蛋白质、维
生素和矿物质。

值得注意的是，高热量、高蛋白的饮食
虽然能够快速补充营养，但是也可能带来
便秘等风险。因此，在饮食计划中合理补
充膳食纤维、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并鼓励患
者适度运动，都是降低便秘风险的有效措
施。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新辅助诱导化
疗在头颈肿瘤的治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术前完成3周期~4周期的新辅助
化疗，可以达到减瘤、肿瘤分期降级的目
的，从而缩小手术范围，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率，同时保留更多功能。但是，化疗药物
（如铂类药物等）常伴随呕吐等副作用。因
此，中枢性镇吐药物的预先处理，可以明显
减轻患者的呕吐和胃肠道不适症状，使其
能够耐受化疗带来的副作用，并补充营
养。在化疗期间，患者适量增加富含维生
素C食物的摄入量，可以增加食欲，有助于
营养补充。

多元化的营养支持方式
针对头颈肿瘤患者的不同情况，医生

和营养师会采用多种营养支持方式。对于
能够正常进食的患者，鼓励其增加高蛋白、
高能量的食物摄入量，如肉类、鱼类、蛋类、
奶制品和豆类等。同时，摄入足够的水分，
也是维持体液平衡的关键。

对于吞咽困难或无法正常进食的患
者，肠内营养成为一种重要的选择。鼻饲
管或胃造瘘管给予流质饮食，可以满足患
者的基本营养需求。这种流质饮食含有全
面均衡的营养成分，能够确保患者获得足
够的热量和营养素。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患者无法通过
肠道摄取足够的营养或存在严重的吸收障
碍时，肠道外营养支持成为一种必要的选
择。利用静脉输液的方式提供营养，可以
迅速补充患者所需的营养素。然而，肠外
营养支持需要在医生的严格监控下进行，以确保安全性和有
效性。

科学应对挑战
头颈肿瘤患者在营养支持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如食欲

下降、吞咽困难、恶心呕吐等。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可以采取
以下措施：

1.选择高蛋白、低脂肪的肉类：如鱼肉、鸡胸肉、牛肉等，
以提供优质蛋白质，并控制脂肪摄入量。

2.增加营养密度高的食物摄入量：如坚果、全脂奶制品
等，这些食物富含能量和蛋白质，可以满足患者的营养需求。

3.摄入高纤维食物：如燕麦、藜麦等粗粮，这些食物可以
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并降低餐后血糖。

4.采用少量多餐的进食方式：分多次少量进食可以减轻
胃肠负担，避免一次性摄入过多食物导致的不适感。

5.适度运动：坚持适度运动，有助于改善消化功能，减轻
便秘，改善心肺功能，促进术后恢复。

合并糖尿病的头颈肿瘤患者在营养补充时需要严格控制
血糖，因为血糖控制不好会影响伤口愈合和手术效果。在有
条件的医院，使用胰岛素泵可以有效控制血糖。

术后营养支持的注意事项
头颈肿瘤手术治疗后，患者一般需要留置胃管进行鼻饲饮

食或肠内营养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少食多餐可以更好地补充
营养并减少饥饿感。同时，患者还需要注意预防误吸和大量食
物进入胃部引起呕吐等。保持口腔卫生也是术后营养支持的
重要环节之一，减少感染的风险，促进伤口愈合。

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头颈肿瘤围手术期的营养支持是一项复杂而

关键的工作。通过全面的营养评估、多元化的营养支持方式，
以及科学应对各种挑战的相关措施，医务人员可以帮助患者
更好地度过围手术期。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临床经验
的积累，我们相信头颈肿瘤围手术期的营养支持将会更加精
准化、个性化。

（作者供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工人医院）

中耳炎的预防措施
□蔡丽达

中耳是听力传导和放大声音
的重要结构。了解中耳的内部构
造和功能，对理解中耳炎的成因
和预防措施至关重要。

鼓室位于鼓膜和耳蜗底部，
是中耳的核心部分。鼓室是一个
囊袋结构，含有空气和多种组织
结构，如黏膜、肌肉和鼓膜。这些
组织共同保持着鼓室内的压力和
稳定，确保声音能够顺畅传递。

咽鼓管是一条连接鼻咽部和
中耳腔的狭窄管道，长约 3.5 厘
米。咽鼓管的主要功能是调节鼓
室内外压力平衡，防止外界空气
或病原体进入中耳。此外，咽鼓
管具有引流作用，能够排出鼓室
内的分泌物。

鼓窦位于鼓室与外耳道的交
界处，是一个含气的空腔。鼓窦位
于鼓室的后下方，与乳突相邻。鼓
窦的解剖位置特殊，使其成为鼓室
和乳突气房相互交通的枢纽。鼓
窦内的空气与上呼吸道相通，有助
于维持中耳的正常压力。

乳突是从颞骨乳突部底面突
出的圆锥形结构，内含多个含气
的腔隙，即乳突气房。乳突气房
与鼓室相邻，对鼓膜起到保护作

用，能够减少外界冲击对鼓膜的
损伤。此外，乳突还参与了声音
的共鸣和放大过程。

中耳炎是如何引起的
中耳炎是耳部常见疾病，成

因多种多样，涉及生理、环境和行
为等方面。为了有效预防和治疗
中耳炎，大家有必要了解中耳炎
的发病原因。

感染 感染是中耳炎常见的
成因之一。常见的病原体包括细
菌（如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
等）和病毒（如流感病毒、呼吸道
合胞病毒等）。这些病原体可以
经过上呼吸道感染、鼻炎、咽炎等
途径进入中耳，引发炎症。

咽鼓管功能障碍 咽鼓管是
中耳与外界的通道，咽鼓管功能
障碍可能导致中耳炎。比如，当
咽鼓管堵塞或狭窄时，中耳内的
空气无法与外界交换，形成负压，
进而引发中耳炎。此外，咽鼓管

周围的炎症或感染也可能导致功
能障碍。

免疫系统因素 免疫系统在
抵抗病原体感染方面有着重要的
作用。当免疫系统功能下降时，
人体对病原体的抵抗能力减弱，
容易引发中耳炎。比如，婴幼儿
和老年人的免疫系统相对较弱，
因此更容易患上中耳炎。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也可能
对中耳炎的发生起到一定影响。
比如，长期暴露在二手烟、空气污
染等环境中，可能增加中耳炎的
风险。此外，季节变化、天气变化
等因素也可能影响中耳炎的发病
率。

个人行为习惯 一些个人行
为习惯可能导致中耳炎。比如，
频繁掏耳朵可能损伤外耳道皮肤
导致感染，游泳时耳朵进水可能
引发中耳炎等。

综上所述，中耳炎的成因涉

及多个方面，包括感染、咽鼓管功
能障碍、免疫系统因素、环境因素
和个人行为习惯等。了解这些成
因有助于人们有效预防和治疗中
耳炎。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们
应该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
环境卫生，加强锻炼以提高免疫
力，避免过度掏耳朵等行为，以减
少中耳炎的发生风险。同时，一
旦出现中耳炎症状，应及时就诊，
以免延误治疗时机。

如何预防中耳炎
了解了中耳炎的成因后，人

们就能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措
施，以降低感染风险。

人们及时接种疫苗是非常重
要的，特别是肺炎球菌疫苗，它能
够有效保护机体免受细菌感染的
侵害。

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人们要
注意做好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感
冒等呼吸道疾病。因为感冒很容

易引发中耳炎。
人们还应避免将异物放入耳

道，以免损伤外耳道或引发感染。
保持耳部的干燥和卫生也是

预防中耳炎的关键。在洗头、洗
澡时，人们要注意避免耳朵进水，
时刻保持耳部清洁和干燥。

适度运动、提高身体素质也
是预防中耳炎的重要措施。适度
运动可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降
低疾病发生率。

同时，人们要降低咽鼓管周
围鼻咽组织损伤的概率，避免咽
鼓管堵塞。这样可以保持咽鼓管
通畅，预防中耳炎。

如果一旦患上中耳炎，如耳
痛、耳鸣、听力下降等，患者应及
时就诊。患者可以到医院耳鼻喉
科进行全面检查，以便及时诊断
和治疗中耳炎。

总之，预防中耳炎需要从多
个方面入手，包括了解中耳结构、
了解成因，以及采取针对性的预
防措施。同时，一旦出现症状，患
者也要及时就医诊治，以免延误
治疗时机。

（作者供职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贺州市中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