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常生活中，一顿饭似乎很难与
生命救援联系起来，但有时候，看似平
常的行为却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本文
主要介绍食管穿孔的相关知识。

什么是食管穿孔
食管穿孔是一种较少见的疾病，

可引起致死性的纵隔炎、纵隔脓肿和
主动脉破裂等严重并发症。食管是一
个封闭的管道，负责将食物从口腔输
送到胃部。发生食管穿孔时，食物、消
化液、细菌等可能会通过穿孔部位进
入周围组织，引起感染、出血等严重并
发症。

那么，一顿饭如何导致食管穿孔
呢？

进食速度过快或咀嚼不充分 在日
常生活中，如果吃饭时狼吞虎咽，食物
没有被充分咀嚼就咽下，可能会对食管
造成损伤。例如，尖锐的食物碎片（如
鱼刺、骨头等），可能会刺破食管壁。

食物过热或过冷 过热的食物，会
烫伤食管黏膜；过冷的食物，可能使黏
膜血管收缩，导致黏膜抵抗力下降。长
期反复的热刺激或冷刺激，都可能增加
食管穿孔的风险。

误食异物 在吃饭时，如果不小心
误食了异物，如硬币、小玩具等，也可能
导致食管穿孔。

主要症状
疼痛 穿孔部位会出现剧烈疼痛，

可放射至颈部、胸部或背部。疼痛通常
在吞咽、咳嗽或深呼吸时加重。

吞咽困难 由于穿孔部位疼痛和肿
胀，患者可能会出现吞咽困难症状，甚
至无法吞咽食物和液体。

发热 发生食管穿孔后，细菌可能
会进入周围组织，引起感染，导致发热。

呼吸困难 如果穿孔部位靠近气
管，可能会引起呼吸困难、咳嗽等症状。

如何诊断
病史和症状 医生会询问患者的病

史，了解是否有进食过快、误食异物等
情况，并结合患者的症状进行判断。

影像学检查 常用的影像学检查方
法包括 X 线、CT（计算机层析成像）
等检查。这些检查可以帮助医生确定
穿孔的部位、大小和周围组织的情况。

内镜检查 内镜检查是诊断食管穿
孔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内镜，医生可以直接地观察穿孔
部位的情况，并进行相应的治疗。

治疗方法
保守治疗 对于穿孔较小、没有明显感染症状的患者，

可以保守治疗，包括禁食、胃肠减压、抗感染、营养支持等。
手术治疗 对于穿孔较大、保守治疗无效或出现严重并

发症的患者，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手术方法包括穿孔修补
术、食管切除术等。

怎样预防
吃饭细嚼慢咽 在吃饭时，患者要养成细嚼慢咽的习

惯，充分咀嚼食物，避免吞咽速度过快。
注意食物温度 在日常生活中，患者应避免摄入过热或

过冷的食物，以免烫伤或刺激食管。
小心误食异物 在吃饭时，患者要注意食物中是否有异

物，如鱼刺、骨头等；如果发现异物，应及时取出，避免误食。
戒烟限酒 在日常生活中，吸烟和过度饮酒会损害食

管，增加食管穿孔的风险。
（作者供职于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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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癫痫的思路
□聂莉媛

癫痫是中枢神经系统功能
失常的慢性脑部疾病，其临床表
现各异，但以反复癫痫发作为共
同特征，对患者个人、家庭和社
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医
治疗癫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
富的经验，强调整体观和辨证论
治，注重调理脏腑功能和气血运
行。

中医认为，癫痫的发病以五
脏虚损为本，以郁、风、痰、火、瘀
为标。痰浊内阻、脏气不平、阴阳
偏胜、神机受累、元神失控是病机
关键所在。发作期以邪实为主，
休止期以五脏虚损为主。中医治
疗癫痫，急则开窍以治其标，控制
发作；缓则祛邪补虚，以治其本。
中医多以清肝泻火、平肝熄风、通
络镇惊、补益心脾、滋养肝肾、调
气豁痰等方法治疗癫痫。本病病
久入络，大多数患者反复发作，缠
绵难愈，可酌情加用活血通络之
品。

辨证论治
痰火扰神证 常用龙胆泻肝

汤合涤痰汤加减。药物包括龙胆
草、黄芩、泽泻、栀子、柴胡、当归、
生地、半夏、橘红、胆南星、枳实、
茯苓、竹茹、石菖蒲、郁金等。抽
搐症状明显者，加钩藤、全蝎、僵
蚕，以平肝熄风；火热伤津、口干
口渴者，加麦冬、沙参，以益胃生

津；痰黏者，加天竺黄、竹沥水，以
清热化痰。

血虚风动证 常用四物汤加
减。药物包括当归、白芍、熟
地、川芎、酸枣仁、夜交藤、菊花
等。抽搐症状明显者，加钩藤、
全蝎、僵蚕，以平肝熄风；心悸
气短者，加太子参、五味子，以
益气养阴。

风痰闭窍证 常用定痫丸加
减。药物包括天麻、僵蚕、全蝎、
远志、竹茹、川贝母、石决明、石菖
蒲、胆南星、半夏、钩藤等。痰黏
不利者，加白芥子、莱菔子，以祛
痰下气；痰涎清稀者，加细辛、干
姜，以温化痰涎。

瘀阻脑络证 常用通窍活血
汤加减。药物包括麝香、赤芍、川
芎、桃仁、红花、石决明、牡蛎、全
蝎、僵蚕、地龙等。痰多者，加半
夏、竹茹，以化痰散结；神疲乏力
者，加黄芪、太子参，以补中益气；
气阴两虚者，加太子参、麦冬，以
补气养阴。

心脾两虚证 常用归脾汤加
减。药物包括人参、龙眼肉、黄
芪、白术、当归、茯苓、酸枣仁、远
志、陈皮、半夏、熟地、炙甘草等。
便溏者，加炒扁豆、炮姜，以温中
固涩；血瘀者，加丹参、桃仁、红
花，以活血化瘀；头晕健忘者，加
制首乌、益智仁，以滋阴养血。

肝肾阴虚证 常用大定风珠
加减。药物包括鸡子黄、阿胶、白
芍、甘草、五味子、生地、麦冬、鳖
甲、牡蛎、枸杞子等。心中烦热
者，加竹叶、栀子，以清心祛烦；手
足心热者，加地骨皮、白薇，以清
虚热；腰膝酸软者，加杜仲、续断、
桑寄生，以补肝肾、强筋骨。

痰气瘀滞证 常用柴贝止痫
汤加减。药物包括柴胡、浙贝母、
法半夏、天麻、石菖蒲、地龙等。
若患者兼痰火扰神证，加黄连、黄
芩，以清热解毒；兼血虚风动证，
加牡丹皮、白芍，以养血祛风；兼
风痰闭窍证，加僵蚕、法半夏（加
量），以祛风化痰；兼瘀阻脑络证，
加丹参、川芎，以活血化瘀；兼心
脾两虚证，加黄芪、当归，以补益
心脾；兼肝肾阴虚证，加熟地、茯
苓，以补益肝肾。病程超过 5 年
者，加炒谷芽、炒麦芽，以顾护脾
胃。

针灸治疗
痰火扰神证 取穴以任督二

脉和足阳明胃经、足厥阴肝经为
主。主穴：长强穴、鸠尾穴、阳陵
泉穴、丰隆穴、行间穴、足三里穴
等。癫痫发作时，加水沟穴、颊
车穴、神门穴、涌泉穴、内关穴
等，强刺激不留针；夜间发作加
照海穴，白昼发作加申脉穴。操
作：毫针刺，针用泻法，每日1次，

每次留针30分钟，10次为1个疗
程。

血虚风动证 取穴以任脉穴、
背俞穴为主。主穴：脾俞穴、气海
穴、膈俞穴、血海穴、阳陵泉穴
等。虚烦不眠者，加三阴交穴、神
门穴；心悸气短者，加内关穴、膻
中穴。操作：毫针刺，针用补法，
每日1次，每次留针30分钟，10次
为1个疗程。

风痰闭窍证 取穴以任督二
脉及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为
主。主穴：长强穴、鸠尾穴、阳陵
泉穴、筋缩穴、风池穴、太冲穴、丰
隆穴、足三里穴、内关穴等。眩晕
者，加合谷穴、百会穴。操作：毫
针刺，针用泻法，每日 1 次，每次
留针30分钟，10次为1个疗程。

瘀阻脑络证 取穴以督脉穴
为主。主穴：水沟穴、风府穴、筋
缩穴、膈俞穴、阳陵泉穴、血海穴、
内关穴等。头痛者，在局部以梅
花针叩刺微出血。操作：毫针刺，
针用泻法，或点刺出血，每日 1
次，每次留针30分钟，10次为1个
疗程。

心脾两虚证 取穴以足太阴
脾经、足阳明胃经为主。主穴：三
阴交穴、中脘穴、足三里穴、脾俞
穴、内关穴等。发作持续昏迷不
醒者，针补涌泉穴。操作：毫针
刺，针用补法，每日 1 次，每次留

针30分钟，10次为1个疗程。
肝肾阴虚证 取穴以足少阴

肾经、足厥阴肝经为主。主穴：肝
俞穴、肾俞穴、三阴交穴、太溪穴、
阳陵泉穴等。神疲面白者，加气
海穴、足三里穴。操作：毫针刺，
针用补法，每日1次，每次留针30
分钟，10次为1个疗程。

痰气瘀滞证 取穴：百会穴、
水沟穴、太冲穴、丰隆穴、膻中
穴。操作：毫针刺，针用泻法，每
日 1 次或隔日 1 次，每次留针 30
分钟，10次为1个疗程。

预后与转归
癫痫的预后与转归取决于患

者的体质强弱、正气盛衰与感邪
轻重。癫痫有反复发作的特点，
病程一般较长，少则一两年，甚则
终身难愈。体质较好、正气尚足
的患者，若治疗恰当，发作后再注
重调养，可控制发作，但难以根
治；体质较弱、正气不足、痰浊难
祛的患者，往往迁延日久，预后较
差。

癫痫初发或病程在半年以内
的患者，应重视休止期的治疗和
饮食、情志的调理。中医医师利
用中药、针灸等方法，可有效控制
且减少癫痫发作，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

（作者供职于北京市昌平区
中西医结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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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证的预防方法
□单建国

在日常生活中，你是否经常
被多汗问题困扰？汗证，这个看
似不起眼的疾病，却可能给患者
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别担心，
中医在应对汗证方面有妙招。

正确认识汗证
汗证是指由于阴阳失调、腠

理不固，而致汗液外泄失常的疾
病。其中，不因外界环境因素的
影响而出汗，称为自汗；寐中出
汗，醒来自止者，称为盗汗。汗证
主要与气虚、阴虚、湿热等因素有
关。

预防方法
合理饮食 患者应坚持合理

饮食，保证营养均衡，摄入足够的
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
素和矿物质；多吃新鲜的蔬菜和
水果，如黄瓜、西红柿、苹果、橙子
等，以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避免摄入辛辣等刺激性食物，如

辣椒、花椒、生姜等，以免刺激汗
腺过度分泌，加重症状。因此，患
者应适量摄入具有止汗作用的食
物，如浮小麦、牡蛎等。患者可以
在饮食中适当添加这些食物，预
防汗证。

适度运动 患者应选择适合
自己的运动方式，避免剧烈运
动。坚持适度运动，可以帮助患
者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患者
可以选择散步、练瑜伽、打太极拳
等较温和的运动方式，控制好运
动强度和时间，以免过度劳累，导
致多汗。一般来说，每次运动30

分钟左右为宜，运动强度以微微
出汗为宜。患者还要注意运动后
的护理工作，比如运动后要及时
更换衣物，保持身体清洁和干燥，
避免立即冲凉水澡等，以免刺激
汗腺分泌。

调节情绪 患者应保持良好
的心态，避免情绪紧张、焦虑、压
力过大等。因此，患者要学会放
松身心的方法，如听音乐、阅读、
绘画等，调节不良情绪。在日常
生活中，患者要尽量避免情绪波
动过大，如生气、愤怒、悲伤等，遇
到事情要冷静处理，保持情绪稳

定。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日

常生活中，患者应规律作息，早睡
早起，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
眠，可以帮助患者得到充分的休
息，有助于调节内分泌系统，预防
汗证。患者要注意个人卫生，保
持身体清洁和干燥，勤洗澡，勤换
衣物。特别是在夏季，患者要及
时清洗身体，避免汗液滋生细菌，
引起皮肤感染。患者应选择宽
松、透气、吸汗的衣物（如棉、麻等
材质的衣物），避免穿着紧身、不
透气的衣物，以免影响汗液蒸发，

加重多汗症状。
中医调理

艾灸 艾灸具有温通经络、调
和气血、扶正祛邪的作用。患者
可以选择气海穴、关元穴、足三里
穴等穴位进行艾灸，以增强体质，
预防汗证。

穴位按摩 按摩合谷穴、复溜
穴、足三里穴等穴位，可以起到调
节气血、止汗的作用。每天坚持
按摩这些穴位，每次按摩5分钟~
10分钟，可以帮助患者预防汗证。

中药调理 如果多汗症状较
为严重，患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下
服用一些中药进行调理（如玉屏
风散，具有益气固表的作用，适用
于气虚自汗者；六味地黄丸，具有
滋阴补肾的作用，适用于阴虚盗
汗者）。

（作者供职于江苏省江阴市
城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甲状腺手术相关知识
□王 辉

甲状腺是人体内最大的内分
泌腺体。当甲状腺功能出现异常
时，可能会引发甲亢（甲状腺功能
亢进症）、甲减（甲状腺功能减退
症）等相关疾病。对于某些甲状
腺疾病，如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
瘤等，手术是治疗的有效手段。
本文主要介绍甲状腺手术的相关
知识。

术前准备
评估与检查 在决定进行甲

状腺手术之前，医生会对患者进
行全面的评估，包括病史询问、体
格检查和相关甲状腺检查等。

告知病史 患者需要准确告

知医生疾病的发生、发展及既往
诊疗情况，特别是其他可能影响
手术的慢性病。

停止服用抗凝药物 长期服
用抗凝药物（如阿司匹林、波立维
等）的患者，需要提前停药两周以
上，以免手术过程中出血过多。

禁食禁水 手术前一天，患者
应清淡饮食；手术当天，患者需要
禁食禁水，以免手术过程中出现
呕吐，预防误吸。

手术过程
手术切口 手术切口通常在

颈部前方，经常采用横切口或弧
形切口，以暴露甲状腺。切口的

选择和长度，医生会根据患者的
具体情况和手术需求而定。

腺体游离 医生需要仔细游
离甲状腺及其周围血管、神经等
组织。

腺体切除 根据手术类型，切
除部分或全部甲状腺。甲状腺部
分切除术，适用于甲状腺结节、良
性肿瘤或单侧甲状腺疾病，切除
部分甲状腺，保留足够的腺体，以
满足身体需求；全甲状腺切除术，
则适用于甲状腺癌、双侧甲状腺
疾病或甲状腺功能亢进且药物治
疗无效者。

止血与缝合 切除完成后，医

生会进行止血，并逐层缝合切
口。止血是手术过程中的关键步
骤，直接关系到患者术后恢复。

术后护理
观察伤口 术后，护理人员需

要密切观察患者手术部位有无渗
血、肿胀等情况，发现异常及时告
知医生。保持伤口干燥、引流通
畅，避免感染。

饮食调整 术后6小时内，患
者需要禁食，之后逐渐摄入流质
食物，再过渡到半流质食物和正
常饮食。患者的饮食应清淡、易
消化，避免摄入辛辣、油腻等刺激
性食物，以免影响伤口愈合。

保持呼吸道通畅 患者应平
卧，头部稍微垫高，以免呕吐物阻
塞呼吸道。护理人员应密切观察
患者的呼吸频率和深度，若有呼
吸困难等情况，应及时处理。

及时咯痰 对于全身麻醉的
患者，护理人员应协助其翻身，促
进排痰，预防肺部感染。

观察并发症 甲状腺手术后
常见的并发症包括声音嘶哑、手
足麻木、低钙血症等。

药物治疗 全甲状腺切除术
后，患者需要长期服用甲状腺激
素进行替代治疗，以维持甲状腺
功能正常。患者应遵照医嘱规范
用药，不可随意停药或更改剂量。

心理护理 甲状腺手术可能
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
患者家属和医务人员应关心患
者，鼓励患者积极面对手术。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三门峡
市中心医院甲乳外科）

放疗前后的注意事项
□于 洋

放疗是利用高能射线治疗恶
性肿瘤的方法。放疗前后，患者
及其家属需要了解一些注意事
项，以确保治疗效果。本文主要
介绍放疗前准备工作、放疗期间
注意事项，以及放疗后护理措施。

放疗前准备工作
身体状况评估与调整 放疗

前，患者需要进行全面的身体检
查，包括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
心电图等，以评估身体状况是否
适合放疗。患者应增加高热量、
高蛋白、易消化食物的摄入量，如
瘦肉、鱼类、豆类、蛋类等，避免食
用辛辣、生冷等刺激性食物，以增
强体质和耐受力。患者要保证充
足的睡眠，避免熬夜。

心理调适 患者及其家属应
主动了解放疗的相关知识，包括
治疗过程、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及应对方法等，以减轻对未知的
恐惧和焦虑。患者可以与家人、
朋友沟通交流，获取情感支持；必
要时，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
的帮助。

特定部位准备 对于头颈部
放疗患者，需要特别注意口腔卫
生，每天使用软毛牙刷和含氟牙
膏刷牙，保持口腔清洁。放疗部
位的皮肤应保持清洁和干燥，避
免破损和感染。对于需要剃发的
患者，应提前做好准备。

其他准备事项 放疗前，患者
需要摘掉身上的金属物品，如手

表、首饰等，以免影响治疗效果。
放疗期间注意事项

遵照医嘱 患者应严格按照
医生安排的时间进行放疗，不要
随意更改或推迟治疗计划。患者
如果需要服用药物辅助治疗，应
按时足量服用。

调整饮食与生活习惯 放疗
期间，患者应保持饮食清淡，避免
摄入油腻、辛辣等刺激性食物，以
免加重胃肠道的负担，影响放疗
效果。患者还应注意休息，避免
过度劳累和剧烈运动。养成良好
的睡眠习惯，可以促进患者身体
恢复健康。

放疗反应观察与处理 患者
应注意观察放疗部位皮肤变化，

如果出现红肿、瘙痒、破溃等症
状，应及时请医生处理。另外，在
放疗期间，患者可能出现恶心、呕
吐、乏力、发热等不良反应，应及
时告知医生并采取相应措施。

放疗后护理措施
皮肤护理 放疗后，患者需要

继续观察放疗部位皮肤变化，保
持皮肤清洁和干燥，避免破损和
感染；如有需要，可遵照医嘱涂抹
一些药膏或乳液，以减轻皮肤干
燥和不适。

调整饮食与生活习惯 放疗
后，患者需要继续补充高热量、高
蛋白、易消化的食物，以增强体质
和免疫力。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
身体情况进行适度运动，以促进

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定期复查 放疗后，患者需要

遵照医嘱定期复查，如检查血常
规、肝功能、肾功能等指标，以及
评估肿瘤治疗效果。患者应与医
生保持联系，以便及时发现并处
理可能出现的问题。

总之，在放疗前后，患者及其
家属需要以上注意事项，以确保
治疗效果。在放疗期间，患者家
属应密切观察患者的身体反应，
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放疗
结束后，患者需要做好皮肤护理、
饮食调整、定期复查等工作，以促
进身体康复，预防疾病复发。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人民医
院肿瘤中心）

运动康复策略与管理
□张德源

运动康复是现代医学和运
动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旨在
帮助患者在受伤或生病后通过
运动的方式恢复最佳状态。精
准训练与恢复是运动康复的核
心策略之一，它结合了科学的训
练方法与康复手段，以确保患者
得到满意的康复效果。

精准评估与个体化训练
精准评估的必要性 精准评

估是运动康复的关键步骤，包括
对身体结构、功能性、运动模式
及心理状态的全面分析。评估
结果可以帮助专业人员准确识
别患者的受伤部位，了解功能性
限制，制订个体化的康复计划。
比如，膝关节受伤的患者，不仅
需要测试膝关节的活动范围、肌
肉力量和稳定性，还需要测试髋
关节、踝关节的功能，以及腰腹
部的力量与稳定性，以便确定患
者康复的具体需求。

实施个体化训练 根据精
准评估结果，医生会为患者制
订个体化的康复计划。个体化
训练不仅要针对具体伤情，还
要考虑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
运动习惯和心理状态。个体化
训练，可以提高患者的康复效
率，降低再次受伤的风险。比
如，对于肩部受伤的患者，个体
化训练可能包括肩袖肌群的强
化训练、肩关节灵活性练习、胸
椎灵活性训练，以及筋膜链、肌
肉链的整体训练，促进患者恢
复受伤前的状态。

康复策略
应用康复技术 在运动康复

中，康复技术非常重要。常用的
康复技术包括物理治疗、按摩、
冷敷和热敷等。冷敷有助于减
轻炎症和肿胀，热敷可以缓解肌
肉紧张。物理治疗通过特定的
运动和手法，可以促进患者功能
恢复。受伤后使用冷敷，可以帮

助患者降低局部温度，减缓炎症
反应，缩短康复时间；康复后期
使用热敷，可以帮助患者放松肌
肉，促进血液循环。物理治疗，
可以帮助患者消除炎症，恢复关
节的灵活性。

营养与睡眠支持 康复治
疗需要科学的营养和充足的睡
眠。摄入足够的蛋白质，有助
于肌肉修复；摄入足够的抗氧
化 剂 食 品 ，则 能 减 少 氧 化 损
伤。良好的睡眠，对于身体康
复和免疫功能非常重要。患者
应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每天
保持 7 小时~9 小时的睡眠，以
促进身体康复。

预防与长效管理
实施预防策略 运动康复不

仅解决现有的疾病，更重要的是
预防伤害。预防策略包括加强
肌肉训练、改善运动方式、调整
运动负荷等。系统的训练和科
学的运动方式，可以有效降低患
者受伤的风险。患者可以选择
功能性训练，增强身体的稳定性
和灵活性。科学的运动负荷管
理，可以避免过度训练带来的损
伤。

长效管理策略 运动康复的
长效管理包括保持健康的生活
方式、定期体检及坚持适度运
动。坚持进行健康管理，保持身
体的最佳状态，可以防止旧伤复
发。患者可以制订长期的健身
计划，定期进行身体功能的检测
和评估，并根据结果调整训练内
容和强度。

精准训练与恢复是运动康
复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精准评
估、个体化训练、科学的康复策
略，以及有效的预防与长效管理
措施，可以帮助患者在受伤后快
速恢复。

（作者供职于广东省深圳中
联嘉愈瑞合中医诊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