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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体重减轻、消瘦
突然体重减轻、消瘦，是大肠

癌非常重要的信号。
恶性肿瘤是一种慢性消耗

性疾病，肿瘤细胞在生长过程中
所需的能量和营养物质要远远
多于机体正常组织。随着肿瘤
的生长，这种消耗会不断增加。
同时，肿瘤产生的毒性物质会影
响患者的食欲，使机体摄入的营
养明显不足，致使患者出现消
瘦。

贫血
贫 血 是 大 肠 癌 并 发 症 之

一。这是因为长期便血会导致
慢性失血，当失血超过机体造血
功能代偿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贫
血。

腹痛、腹胀
患者会出现腹痛、腹胀。这

些为早期症状。
腹部有肿块
肿块大多坚硬，呈结节状。

若肿块的位置在横结肠和乙状结

肠，则会有一定活动度。若肿块
的位置在升结肠、结肠肝曲或脾
曲，则活动度较小。腹部包块是
结肠癌的主要表现之一。

肠梗阻症状
患者会出现腹痛、呕吐、肛门

停止排气排便等。当大肠癌导致
肠道堵塞时，患者会出现这些肠
梗阻症状。

出现大便带血或黑便及肛门
下坠感

几乎所有的患者都有大便带
血情况。在出血量较小时，肉眼
不易发现，仅大便隐血试验呈阳
性；出血量大时，则肉眼可见大便
带血。直肠癌出血属于下消化道
出血。发生下消化道出血时，大
便的颜色取决于出血部位、出血
量和出血速度，患者会出现大便
带血或黑便。由于直肠癌的刺
激，患者会有肛门下坠感。

大便内有脓血或黏液、血丝
由于大肠癌所处的特殊部位

与环境，大多数患者的粪便中会
混有脓血或黏液、血丝，形成脓血
便或黏液血便。

排便习惯改变
结肠癌患者往往会发生排便

习惯改变，出现便秘、便稀、排便
次数较多以及里急后重感。排便
习惯的改变主要是由于结肠癌对
肠道的刺激引起的，临床上主要
表现为便稀或便秘，有时便稀与
便秘交替出现。通常情况下，便
稀出现在前，便秘出现在后。便
稀与大便次数增多，有时一天可
达数十次，伴有里急后重感与排
水便不尽感。

大便变细、变扁或带槽沟
肠管里长了肿瘤，刚开始由

于肿瘤很小，大便不会变细。随
着肿瘤的生长，它会堵塞肠管，使

大便出现变细、变扁或带槽沟的
情况。

结肠多发息肉
有的结肠息肉是会发生癌变

的。根据病理类型，结肠息肉主
要分为腺瘤性息肉、炎性息肉和
增生性息肉。不同的结肠息肉，
发生癌变的概率也不同。一般认
为，随着腺瘤性息肉的生长，其发
生癌变的概率随之上升。

广基息肉比有蒂息肉更容易
发生癌变。高位息肉比直肠内的
息肉更容易发生癌变。管状腺瘤
的癌变率较低，而绒毛状腺瘤的
癌变率较高，可达 50%以上。多
发息肉的癌变率大于单发息肉。
因此，要及时做结肠镜检查，对结
肠息肉做到早期发现、早期干预，
防止发展为大肠癌。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青岛市
第五人民医院）

出现这些问题 要当心大肠癌
□张继业

在我们寻找疾病的原因时，
磁共振检查以其独特的魅力，展
现出较高的临床价值。磁共振
检查基于氢原子核与磁场、射频
脉冲互动原理，能提供清晰且详
细的人体内部结构图像，同时对
患者没有辐射。磁共振检查具
有较高的图像分辨率、多平面多
角度成像的特性，让各类软组织
病变、神经系统疾病、关节骨骼
肌肉问题等“无所遁形”，为医生
进行临床准确诊断提供丰富的
信息。

磁共振检查的基本原理
磁共振检查的基本原理是

人体组织中的氢原子核在强大
的磁场作用下，会沿着磁场方
向排列。当施加特定频率的射

频脉冲时，氢原子核会吸收能
量并发生共振，从低能级跃迁
到 高 能 级 。 在 射 频 脉 冲 停 止
后，氢原子核又会释放所吸收
的能量，恢复到原来的低能级
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微
弱的信号。磁共振设备接收这
些信号后，利用复杂的计算机
算法进行处理和重建，最终形
成清晰的人体内部结构图像。
与传统的 X 线和 CT（计算机层
析成像）检查不同，磁共振检查
不依赖于电离辐射，而是利用
磁场和射频脉冲与人体组织的
相互作用，因此对人体相对安
全。磁共振检查适用于需要多
次检查或对辐射敏感的人群，
如孕妇、儿童等。

磁共振检查有哪些优势
磁 共 振 检 查 具 有 许 多 优

势。磁共振检查的图像分辨率
较高，能够清晰地显示人体各种
软组织的细微结构和病变。在
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中，磁共振
检查可以精准地检测出脑肿瘤、
脑血管病变、多发性硬化等疾
病，帮助医生准确判断病变的位
置、大小和性质。磁共振检查能
够清晰地显示关节软骨、半月
板、韧带、肌腱等结构的损伤和
病变，为骨科疾病的诊断提供有
力证据。

此外，磁共振检查还可以多
平面多角度成像。医生可以根据
需要从不同方向观察人体结构，
全面了解病变情况，这对于一些

复杂部位的疾病诊断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

磁共振检查的适用范围与局
限性

磁共振检查的适用范围非常
广。在头部，磁共振检查可用于
诊断脑肿瘤、脑血管畸形、脑梗
死、脑炎等各种脑部疾病；在脊柱
和脊髓方面，能检测出椎间盘突
出、脊髓损伤、脊髓肿瘤等；在腹
部，对肝脏、胆囊、胰腺、脾脏、肾
脏等器官的病变如肿瘤、囊肿、炎
症等，有很好的诊断效果；在四肢
关节方面，可用于评估关节损伤、
关节炎、软组织肿瘤等。

然而，磁共振检查也不是万
能的。它所用的检查时间相对较
长，通常需要30分钟到60分钟，

对于一些不能长时间保持静止的
患者或有幽闭恐惧症的患者来说
可能会有困难。另外，体内有金
属植入物如心脏起搏器、金属关
节置换物、金属假牙等的患者，可
能会由于金属对磁场的干扰而无
法进行磁共振检查，或者需要在
医生评估后谨慎进行。

总而言之，磁共振检查以其
独特的原理、显著的优势以及
广泛的适用范围，成为现代医
疗 检 查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手
段。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
是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
磁共振检查会在医学领域发挥
更大作用。

（作者供职于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松江医院）

磁共振检查有哪些优势
□廖弘鸣

在怀孕的过程中，女性的身
体会经历巨大的变化。这不仅影
响母体的健康，还关系到胎儿的
发育。在这个特殊时期，孕妇需
要了解如何科学合理地补充营
养、使用药物，确保自己和胎儿的
健康。

怀孕期间如何吃得好
孕妇需要摄入足够的蔬菜、

水果、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样
才能给胎儿提供足够的营养。蔬
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
蛋白质有助于胎儿的生长发育。
碳水化合物能提供能量。

孕期食欲不佳是很常见的问

题。很多孕妇会吃得不多，甚至
有些挑食。这时候，孕妇可以把
一日三餐分成五六顿小餐，这样
既能减轻胃部不适，又能确保摄
入足够的营养。

水是生命之源。孕妇每天至
少要喝 8 杯水，防止出现便秘等
问题。

孕期用药指导
有的孕妇需要补充维生素

类 药 物 ，如 维 生 素 B6、维 生 素
B12、维生素B9（叶酸）等。这些维
生素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促进胎
儿正常发育。在使用维生素类
药物时，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

行，避免对母体或胎儿产生不良
影响。如果孕妇发生感染性疾
病，医生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
开一些相对安全的药物。这个
时候，孕妇要严格遵循医生的指
导，保证用药时间不超过医生规
定的时间，避免药物影响胎儿发
育。

产后，女性的身体很虚弱，需
要更多的营养，帮助身体修复受
损的组织，同时保证乳汁营养丰
富，让宝宝更健康。

产后如何补充营养
产后，女性要进食易消化的

食物，要补充优质蛋白。除了补

充优质蛋白，她们还需要补充维
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钙、铁等。

产后科学饮食，能帮助女性
恢复体力、增强免疫力，避免出现
贫血、骨质疏松等问题。此外，哺
乳期女性特别需要大量水分，以
促进乳汁分泌，同时保持身体水
分平衡，防止出现便秘等问题。
因此，要记得多喝水，确保乳汁的
正常分泌。

产后用药指导
在产后恢复的过程中，有的

女性可能会有身体不适，比如
伤口疼痛或感染等。这时，医
生会根据情况开一些药物。产

后用药和孕期用药一样，需要
特别谨慎。产后，女性的身体
处于特殊的恢复阶段，加上要
喂宝宝吃奶，使用药物时一定
要听从医生的指导，不能随意
增加或减少药量。

产后，通过合理饮食和科学
用药，女性不仅能较快恢复元气，
还能保证宝宝健康。

总而言之，我们要重视孕期、
产后的营养问题和用药问题，让
每位女性都拥有健康，让每个宝
宝都能健康成长。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泰安市
泰山区邱家店中心卫生院）

孕期、产后合理营养与用药指导
□唐秀玲

我们的肚子里有一条“小尾
巴”，它长在小肠与大肠的交界
处，也就是右下腹，形似蚯蚓，比
小手指还小，名字叫阑尾。阑尾
是消化道上的一个盲管，会由于
各种原因出现炎性改变——阑尾
炎。我们需要了解阑尾炎的临床
症状、治疗方法、预防措施等知
识，以便更好地守护自身健康。

什么是阑尾炎
阑尾炎是指阑尾由于多种

原因出现的炎性改变。阑尾是
一条细长的盲管，起源于盲肠根
部，长 6 厘米~8 厘米，直径 0.5 厘
米~0.7 厘米。它是淋巴器官的
一部分，在人体免疫系统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然而，由于阑尾管
腔狭窄且细长，容易发生堵塞，
导致炎性改变。

阑尾炎的主要症状是什么
腹痛：典型的急性阑尾炎开

始有中上腹或脐周疼痛，数小时
后腹痛转移并固定于右下腹。
早期为内脏神经反射性疼痛，故
中上腹和脐周疼痛较弥散，常不
能确切定位。

胃肠道反应：早期，患者可
出现厌食、恶心、呕吐，有的患
者还可能有腹泻或便秘。

全身症状：多数患者早期仅
有乏力、低热，随着炎症加重，可
出现寒战、高热、烦躁不安等症
状。

阑尾炎的治疗方法
阑尾炎的治疗主要包括保

守治疗与手术治疗。症状较轻
的患者可通过服用抗生素及补
液治疗来控制病情。但是，大多
数急性阑尾炎患者需要及时进
行手术治疗。手术方案包括传
统开腹切除术及腹腔镜阑尾切
除术。目前，在临床上，对阑尾
炎患者多采用腹腔镜阑尾切除
术。这种手术具有微创治疗的
优势，即手术创口小、患者恢复
快，已经成为首选手术方式。对
于有阑尾周围脓肿的患者应先
控制感染，待脓肿缩小局限、患
者体温正常 3 个月后再进行阑
尾切除术。

阑尾炎的预防措施
虽然阑尾只是人体较小的器

官，但是发生急性炎症反应后，不
仅会引起明显的疼痛，还会引起
一系列并发症，若治疗不及时，可
能造成昏厥、休克等。因此，在日
常生活中，应当注意保健，降低阑
尾炎的发生率。根据阑尾炎的发
生原因，可从以下 3 个方面进行
预防：

加强饮食管理：在日常生活
中，需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避免酗酒。大量饮酒会刺激消
化系统，造成肠道黏膜损伤，增
加细菌入侵风险。餐后不可剧
烈活动，防止由于消化不良造成

未消化的食物在阑尾管腔内嵌
顿、阻塞。另外，需要注意饮食
卫生。通常情况下，不洁食物、
生冷食物中会有较多寄生虫。
寄生虫可经消化道进入盲肠，增
加发生阻塞的风险，影响体内垃
圾排出。要避免大量摄入油腻、
辛辣食物，不要暴饮暴食，否则
会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刺激肠
胃。

注意防护：阑尾具有免疫功
能，在身体感染病毒、细菌的情况
下，会发挥免疫作用，进而出现肿
胀、充血情况。

调节情绪：负面情绪可破坏
神经系统平衡，影响肠胃功能。
因此，需要保持良好心态，避免精
神压力过大和焦虑，以防内分泌
失调和免疫力下降。

引发急性阑尾炎的因素有哪
些

急性阑尾炎是外科常见病。
若得不到及时治疗，急性阑尾炎
可以发展为阑尾坏疽及穿孔，并
发弥漫性腹膜炎等。以下因素易
引发急性阑尾炎：

不良生活习惯：经常饮酒、
过度疲劳等都会导致急性阑尾
炎。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
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疾
病危害。

淋巴组织感染：阑尾壁上有
许多淋巴组织，当淋巴组织受到

病原体的入侵后，就会引起阑尾
的急性炎症。这也是导致急性
阑尾炎的主要原因。

天气变化：秋冬季，患者没有
注意防寒保暖，就会出现感冒。
一旦出现感冒，就会降低肠胃功
能，从而累及阑尾，导致急性炎症
反应。

细菌感染：身体抵抗力下降、
饮食不卫生、精神状态不佳等都
会引起肠道功能紊乱，进一步使
阑尾的排空和血液循环变得困
难，让藏在体内的细菌有机可乘，
从而诱发急性阑尾炎。

阑尾管腔梗阻：有炎症后，阑
尾的管腔是十分狭窄的。如果管
腔受到粪石、毛发或者食物残渣
的阻塞，或者受肠胃里寄生虫的
影响，阑尾会发生扭曲，导致急性
阑尾炎。

关于阑尾炎的几个认知误区
误区一：上腹疼痛跟阑尾炎

无关
在日常生活中，有人认为，阑

尾位于右下腹，发生右下腹疼痛
时才怀疑阑尾炎，而上腹疼痛时
则无须考虑阑尾炎。

事实上，早期急性阑尾炎多
出现上腹、脐周疼痛，这是因为炎
症没有波及阑尾浆膜层，此时为
内脏神经反射性疼痛，定位不确
切。当炎症侵犯阑尾浆膜层、壁
腹膜时，会明确感到右下腹疼痛，

可以确切定位。大部分急性阑尾
炎患者具有典型的转移性腹痛特
点，但也有一部分患者发病开始
就出现右下腹疼痛。

因此，认为阑尾位于右下腹，
只要出现右下腹疼痛就是阑尾炎
发作，是错误的认知。

误区二：饭后运动就会导致
阑尾炎

食物从进入胃部到最后消化
至少需要6小时。阑尾位于盲肠
末端，而运动使食物掉入盲肠是
不可能发生在饭后半小时的。阑
尾炎发作的原因多是肠胃消化问
题。消化不良会导致食物积存。
长期停留在肠道的食物残渣，会
有掉入阑尾的可能性。

误区三：发生阑尾炎，必须割
掉阑尾

需要注意的是，发生阑尾炎，
不一定就要手术切除。虽然大多
数阑尾炎需要通过手术切除进行
治疗，但是手术切除不是唯一选
择。除手术切除，还可以选择保
守治疗。如果是单纯的阑尾炎且
病情不是很严重，可以选择保守
治疗。如果阑尾已经出现化脓性
感染或者穿孔，就需要手术。至
于采取哪种治疗方式，需要医生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考
虑。

（作者供职于北京丰台右安
门医院普外科）

阑尾炎的预防和治疗
□戎瑞洲

大肠癌是源于大肠腺上皮的恶性肿瘤，也叫
结直肠癌。在我国，大肠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均
较高。若大肠癌能得到及时治疗，效果会比较
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于大肠癌
至关重要。下面，我介绍一下关于大肠癌的相关
知识。

随着身体机能的不断衰退，
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日益凸显。
如何让老年人有更高的生活质
量，让他们有一个健康、幸福的
晚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社
区是家庭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桥
梁，社区护理正在老年人的健康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下面，我
介绍一下相关知识。

什么是社区护理
社区护理就是将公共卫生

学及护理学理论与技能结合起
来，借助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以
社区为基础，以社区人群为服务
对象，促进和维护社区人群健
康。对于老年人来说，社区护理
不仅能在疾病发生时进行及时
干预，更重要的是能帮助老年人
做好日常生活中的健康管理、疾
病预防等。社区护理具有便捷
性、连续性、全面性的特点，成为
维护老年人健康的首选护理方
式。对于老年人，社区护理有以
下内容：

健康管理：社区护士可以
定期为老年人进行健康检查，
包括监测血糖、血压、血脂等指
标，以便及时发现并管理相关
慢性病，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预
防相关并发症。另外，社区护
士会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制订个体化饮食及运动计划，
促进老年人保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

疾病预防：社区可以通过为
老年人举办健康讲座、发放宣传
资料等方式，帮助老年人更好地
预防疾病。社区护理团队通过
对老年常见病如骨质疏松、心脑
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相关知识的
普及，提高老年人的自我保健意
识及能力。

健康服务：如果老年人因病
长期卧床，社区护士可以为他们
提供家庭访视、康复训练等服
务，帮助他们改善身体功能，提
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心理支持
老年人常常会感到孤独、焦

虑。社区护理团队不仅会关注
他们的身体健康，更关注他们的
心理健康。社区护理通过提供
心理咨询服务、开展社交活动等
方式，增进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与
互动，缓解老年人的心理压力，
同时营造积极乐观的社区氛围。

如何做好社区护理工作
加强对社区护理的政策支

持
政府应加大对社区护理的

投入力度，并完善相关政策法
规，可以引入社会资本，从而不
断提升社区护理的质量及覆盖
范围。

培养专业人才
要不断提升社区护理的服

务质量，就需要加强人才培养和
引进，以此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
技能与服务水平，确保他们能为
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及更人性
化的护理服务。

推动技术创新
在社区护理中，要重视先进

技术的应用。护理人员可通过
使用智能穿戴设备、开展远程医
疗等，不断提升社区护理的精准
度与效率，从而为老年人提供更
加便捷、个体化的健康管理服
务。

强化社区参与
老年人可能不了解社区护

理的概念。因此，社区护理人员
应积极宣传相关知识，形成政
府、社区、家庭及个人共同参与
的良好机制，为老年人营造更好
的社区环境。

总而言之，我们要重视老年
人的健康与幸福。社区护理作
为老年人健康保障体系中的重
要部分，在保障老年人的身心健
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滨州市
无棣县海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内科）

社区护理对于
老年人的重要性

□田秀娟

李女士的生活本来很平静。
一天，李女士突然发现女儿

小丽变得沉默寡言，甚至独自待
在房间里，怎么都不愿意出门。
起初，李女士以为女儿大了，有了
自己的小心思，不是什么大问题，
就没有重视。几个月后，小丽突
然有了奇怪的举动，明明别人没
有说话，她却说听到别人在说她
的坏话。

李女士赶紧带着小丽来到医
院就诊。最后，小丽被确诊为精
神分裂症。那一刻，李女士的世
界仿佛崩塌了，她不知道该如何
面对这一切。

那么，作为患者家属，该如何
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到正确的应
对方式呢？

接受现实，不要有内疚感
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属常常感

觉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甚至感到
内疚和自责。这些情绪会让他们
陷入困惑和焦虑之中，甚至觉得
自己无法承受这种沉重的负担。
实际上，精神疾病是一种复杂的
生理和心理问题，往往与遗传、环
境、生活压力等多种因素有关，并
非患者家属的过错。患者家属不
是罪魁祸首，也无法“治愈”患者，
但可以陪着患者走出困境。

要有耐心，逐步调节自己的
情绪

照顾精神疾病患者需要极大
的耐心，因为患者会反复无常。

李女士的女儿小丽有时情绪
稳定，有时会突然出现幻觉和妄
想。这时，李女士就要调整自己
的心态，尽量保持冷静。当小丽出现较大的情绪波动时，不应
有过激反应，要保持冷静，给小丽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调整自
己。

很多时候，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状不是患者家属可以控制
的。

学会寻求帮助，建立支持系统
刚开始，李女士一直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渐渐地，她感到

无力和焦虑。后来，她加入了一个家属支持小组，和其他有类
似经历的患者家属交流经验，这让她感到轻松许多。建立一个
支持系统，里面包括医生、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以及患者家
属。这种支持系统能够帮助患者家属缓解压力，让他们获得更
多的情感支持与帮助。

保持自我，寻找释放情感的方式
长期照顾精神疾病患者，患者家属常常会感到身心疲惫，

从而忽视自己的需求，感到压抑。
一种有效的方式是寻找释放情感的途径。无论是通过运

动、阅读、绘画还是与朋友聊天，或者参加兴趣小组，患者家属
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来缓解压力。比如，李女士会在
周末抽出时间去跳广场舞，尽情享受自己的“小世界”。

面对困难，要有良好的心态
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患者家属要有良好的心态。在

生活中，可以有点儿幽默感，以缓解压力。当然，这需要患者家
属掌握分寸，避免引起患者不安。

总而言之，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属面临着无数挑战和压力，
要调整心态，寻求帮助，理解患者，给予自己足够的关爱。

（作者供职于山东颐养健康集团莱芜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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