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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麻醉是一种在手术中广泛应用的麻

醉方式， 它可以使患者在手术期间完全失去

意识和感觉，确保手术的安全进行。对于很多

患者来说， 全身麻醉常伴随着一系列的疑虑

和担忧。 本文将详细解答全身麻醉的常见疑

问， 为患者走进手术前的安心旅程提供信息

支持。

一、全身麻醉是什么？

全身麻醉是一种麻醉技术， 通过给患者

输注药物， 使其在手术过程中失去意识和感

觉。 这有助于外科医生在没有患者疼痛感知

的情况下进行手术。

二、为什么需要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在许多手术中被选择， 因为它

可以提供完全的疼痛缓解和失去意识的状

态，确保患者在手术期间不会感到痛苦。它适

用于各种手术， 从小型的日间手术到复杂的

大型手术。

三、全身麻醉是否安全？

1

、专业的麻醉团队：全身麻醉过程中，

患者由专业的麻醉团队负责。 这个团队通常

由麻醉医生和麻醉护士组成， 他们都接受过

专业的培训，并拥有丰富的经验。麻醉医生负

责选择适当的麻醉药物和调整剂量， 而护士

则负责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 包括心率、血

压、呼吸等。

2

、个体化的麻醉方案：麻醉团队会在手

术前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 了解患者的健康

状况、药物过敏情况和其他相关信息。这有助

于个体化地选择最适合患者的麻醉方案，最

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的风险。

3

、先进的监测技术：在全身麻醉中，监

测患者的生命体征是至关重要的。 现代医学

采用先进的监测技术，如心电图、脑电图、血

氧饱和度监测等， 以确保在手术过程中及时

发现并处理任何异常情况。

4

、定量药物管理：麻醉团队采用精确的

药物管理技术， 确保患者在手术过程中达到

适当的麻醉深度。通过定量药物管理，可以避

免过度麻醉或麻醉不足，提高手术安全性。

5

、患者的生命安全至上：在麻醉中，患者

的生命安全始终是最重要的优先事项。麻醉团

队在手术中全程紧密监测，及时应对任何可能

的并发症，确保患者的安全度过手术过程。

四、全身麻醉的风险有哪些？

尽管全身麻醉在现代医学中被认为是相

对安全的，但仍然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如过

敏反应、呼吸系统问题和心血管事件。 然而，

麻醉团队会在手术前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

估，以确保选择最适合患者的麻醉方案。

五、全身麻醉前需要做哪些准备？

在手术前， 麻醉团队将会与患者进行详

细的沟通，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药物过敏情

况和其他相关信息。 患者通常需要在手术前

一定时间内禁食，以确保手术时胃部为空，降

低误吸的风险。

六、 麻醉是不是会让我失去意识后再也

醒不过来？

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 全身麻醉并不是

一种永久性的状态， 医生会精确控制麻醉深

度，确保患者在手术结束后迅速苏醒。 麻醉团

队会在手术后继续监测患者的状况， 确保患

者平稳地从麻醉状态中恢复。

七、全身麻醉后会感到恶心吗？

恶心和呕吐是全身麻醉后的一种常见反

应，但麻醉团队会采取措施来减轻这种不适。

预防措施可能包括在手术中使用药物， 以及

在醒来后患者逐渐进食。

八、麻醉后会感到疼痛吗？

在手术后，患者可能会感到一些疼痛，但

麻醉团队会在手术中使用药物来提供疼痛缓

解，并在手术后继续管理疼痛。患者可以随时

向医护人员表达不适， 以便及时调整疼痛管

理计划。

九、 全身麻醉后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

正常？

恢复时间因患者个体差异和手术类型而

异。 大多数患者在手术后数小时内能够清醒，

并能够进食和行走。 然而，一些手术可能需要

更长的恢复时间。 麻醉团队会提供详细的恢

复计划和注意事项，以确保患者安全地康复。

十、全身麻醉后会有后遗症吗？

大多数患者在经历全身麻醉后没有持续

的不适感。 然而，一些人可能会在手术后感到

疲倦和乏力，这通常会在几天内自行缓解。 在

手术前，麻醉团队会向患者提供关于可能的后

遗症的信息，以及如何管理和缓解这些症状。

全身麻醉是现代医学中安全有效的麻醉

方式之一， 麻醉团队致力于确保患者在手术

中获得最佳的照顾和关怀。 通过了解全身麻

醉的过程、风险和注意事项，患者可以更加放

心地迎接手术， 安心走进手术前的旅程。 医

生、护士和麻醉团队将共同努力，确保每一位

患者在手术中获得最佳的治疗体验。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

手麻科）

在中医的宏观调理理论中， 饮食治疗占

据了重要的地位。 脑病，作为一种影响人体神

经系统的重大疾病， 其治疗和康复过程中的

饮食调理尤为关键。 中医认为，“脑为髓之

海”，其健康状态直接关联到人体的气血和精

神。 本文将为大家介绍脑病患者在饮食调理

方面应遵循的中医建议， 以助于病患的恢复

和健康维护。

一、脑病患者饮食调理的中医理论基础

在中医的广泛实践中， 对脑病患者的饮

食调理， 理论基础主要源自于古代哲学中的

阴阳五行学说。 中医认为，脑为元神所寓，与

人体的精、气、神紧密相关。 脑病的发生往往

与肝、心、脾、肺、肾等五脏的功能失调有着直

接关系。 因此，在饮食调理上，中医主张通过

调和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五脏的阴阳

平衡，以及气血的和畅，来达到预防和治疗脑

病的目的。饮食调理遵循“药食同源”的原则，

借助食物的性（寒、热、温、凉）味（酸、苦、甘、

辣、咸）归经特性，实施有针对性的调补。 中医

饮食调理还特别强调个体差异， 不同的体质

和病情应采取不同的饮食策略。 这种辨证施

膳的方法是中医饮食调理的精髓所在， 也是

其独到之处。

二、脑病的分类及对应饮食建议

气血两虚型建议食用具有补气养血作用

的食物，如红枣、黄芪、桂圆等，避免过于劳累

和饮食不节。 痰湿阻络型需选用能化痰开窍、

利湿渗湿的食物，比如白萝卜、扁豆、茯苓等，

忌食油腻、甜腻食物。 肝阳上亢型应选用清肝

泻火、滋阴降阳食材，例如菊花、柴胡、龙骨

等，避免辛辣刺激和高脂肪食物。 血瘀阻络型

宜食用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的食物，如川芎、

红花、土鳖虫等，不宜食用生冷、黏腻食品。

三、脑病患者日常饮食准则

1

、平衡五味：脑病患者在饮食上应保持

五味（酸、苦、甘、辣、咸）的均衡摄入。 中医认

为各种味道对应不同的脏腑，如酸入肝、苦入

心、甘入脾、辣入肺、咸入肾，过多或过少的某

一味道都可能导致相应脏腑的功能失衡。 因

此，饮食中应均衡搭配，如适量的酸味食物可

以收敛肝气，而甘味食物可以补脾益气。

2

、适量进食：过度饮食容易导致“食积”，

在中医理论中，这会阻碍气机，影响脾胃的消

化吸收功能，进而影响气血生化，不利于脑病

患者的康复。 同时，饥饿也会耗伤气血，影响

脏腑功能。 因此，脑病患者应遵循“七分饱”原

则，不仅可以减轻消化系统负担，还能保持气

血畅通。

3

、清淡为主：清淡饮食可以帮助清热解

毒，疏通经络，特别是对于肝火旺盛或痰湿内

阻型的脑病患者来说，更是十分适宜。清淡并

不是无味，而是指摄入低脂、低盐、少糖和不

含刺激性辛辣的食物。 如此可减轻脑部和全

身的代谢负担，有利于病情恢复和健康维护。

4

、食疗结合：在日常饮食中结合食疗，

不仅能够提供日常所需的营养， 还能通过特

定的食疗方案来辅助治疗。例如，核桃能滋补

脑髓，莲子心有助于安神；这些食材可以通过

煲汤、煮粥等方式，变成美味的同时，对症下

食，提升身体健康。

5

、遵守饮食禁忌：脑病患者应避免食用

过于油腻、生冷、辛辣以及高糖分食物，这些

食物可能加重脑部负担，引发或加重病情。同

时，应限制咖啡、茶叶等刺激性饮品的摄入，

避免对中枢神经造成过度兴奋。

6

、适时调整：随着病情的变化和身体状

况的调整，脑病患者的饮食也需相应调整。例

如， 在恢复期可能需要更多的高蛋白质食物

来修复组织， 而在其他时期则可能需要注重

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应定期与中医师沟通，

根据当前的健康状况和季节变化， 调整饮食

方案。

四、具体食疗方案示例

1

、健脑益智粥：材料包括核桃仁、莲子、

桂圆肉等，可以滋补脑髓，强化记忆力。

2

、清心凉脑汤：利用菊花、荷叶等具有清

心凉血的食材制作， 适用于肝火旺盛导致的

头晕头痛。

3

、补血养心汤：红枣、当归、黄芪等药材

同煲，可用于气血不足型的脑病患者。

脑病患者的饮食调理是一个细致而复杂

的过程，需要患者、家属和医师的共同努力和

密切配合。 中医的饮食调理建议为我们提供

了一条辅助治疗脑病的路径， 但在实际应用

时， 每一位患者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进行适当的调整。 通过合理的饮食调理，不仅

可以辅助脑病的治疗，还能增强患者的体质，

提高生活质量。 在未来，随着中医学与现代科

学的不断融合， 饮食调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但无论如何变化，饮食调

理的基本原则和理论都将是我们宝贵的健康

指南。 通过这篇文章，希望能为脑病患者及其

护理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帮助， 共同促进脑

病患者的健康与康复。

（作者单位：广西百色市中医医院）

脑病患者的中医饮食调理

冯琳

在肿瘤的治疗过程中， 除了医疗手段如

手术、放疗、化疗等，饮食也扮演了一个至关

重要的角色。 科学的抗癌饮食不仅能帮助患

者提高生活质量， 还可能增强对疾病的抵御

能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治疗效果。 本文

将详细阐述肿瘤患者在抗癌过程中应遵循的

饮食制定原则， 以帮助患者和家属们更好地

理解和实践科学饮食。

一、均衡营养摄入

均衡营养是构建一个有效的抗癌饮食计

划的基础。 为了支持身体的免疫系统和提升

恢复能力， 患者应确保从各种食物中获取适

量的宏观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 蛋白质对于

修复和再生身体组织至关重要，可以从鸡蛋、

鱼类、 瘦肉以及植物性蛋白如豆类和豆制品

中获得。 适量的健康脂肪，如单不饱和脂肪和

多不饱和脂肪酸，是必需的，它们可以从橄榄

油、坚果、种子和深海鱼中获取。 碳水化合物

应当选择复合型，如全谷物、糙米和薯类，它

们有助于提供稳定的能量来源和必要的纤维

素。此外，维生素和矿物质对维持机体功能亦

不可或缺， 应通过摄入各类色彩丰富的蔬果

来确保足够的摄入量。

二、抗氧化和抗炎食物

肿瘤患者的饮食应富含抗氧化和抗炎成

分。抗氧化剂有助于中和身体内的自由基，减

少氧化应激， 而抗炎食物能够减轻身体内的

炎症反应。强化这两种物质的摄入，可以通过

常规食用深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和 E 的水

果（如柑橘类、猕猴桃、坚果和种子）、以及丰

富的 Omega-3 脂肪酸（如三文鱼和亚麻籽）。

此外，一些调味品和香草如姜、蒜、姜黄和罗

勒等也具有很强的抗炎特性， 可在食谱中适

量添加。

三、避免潜在致癌食物

在抗癌饮食中， 避免那些可能增加癌症

风险的食物是至关重要的。 加工肉制品和高

热量密度的食品可能与多种癌症的发病率增

加有关。建议限制红肉的摄入量，并尽可能避

免熏制、腌制和高温烹调产生的食物。 此外，

减少高糖和高盐食品的摄入也是减少癌症风

险的重要策略。 对于烹饪方法，建议采用蒸、

煮和慢炖等低温烹饪手段， 以最小化有害化

合物的生成。

四、维持健康体重

肿瘤患者需要保持健康的体重， 因为体

重的波动可能会影响治疗效果和生存质量。

饮食应富含营养而不过量， 避免高热量密度

的食物和饮料。 定期监测体重和身体成分，可

以帮助患者和医疗团队评估营养状况， 并及

时调整饮食方案。 适当的运动和活动也是维

持健康体重的关键部分， 应根据患者的体能

和医疗条件制定适宜的活动计划。

五、考虑特殊营养需求

不同的肿瘤类型、 治疗阶段和个人健康

状况，都会影响肿瘤患者的特殊营养需求。 化

疗和放疗期间， 患者可能会遇到口腔炎、恶

心、呕吐和味觉改变等问题，这时需要调整饮

食，以确保足够的营养摄入。 手术后恢复期间

需要更多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来促进伤口愈

合。 对于有慢性并发症如糖尿病或心血管疾

病的患者，可能需要低糖、低脂的饮食，并由

专业营养师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计划。

六、保持良好的消化健康

消化系统的健康对于肿瘤患者尤为重

要，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营养物质的吸收和整

体福祉。 应通过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和健康

的益生元来促进肠道健康，如蔬菜、水果、全

谷物和豆类。 同时，适量的发酵食品，如酸奶

和泡菜， 可以提供益生菌以支持肠道微生物

群的平衡。 避免过多的精炼糖和人造甜味剂，

因为它们可能扰乱肠道菌群， 并导致消化不

良和其他健康问题。 碰到消化问题，如恶心、

腹泻或便秘时，应及时与医疗团队沟通，以调

整饮食计划或寻求适当的治疗。

在考虑抗癌饮食的全部原则时， 我们必

须记住，每个患者的旅程都是独一无二的。 因

此，饮食计划应当灵活，能够根据患者体质、

治疗反应和个人偏好进行调整。 患者和家属

应当与营养师紧密合作， 定期评估饮食方案

的效果， 并根据患者的反馈和健康状况进行

必要的修改。 此外，心理和情感支持在抗癌过

程中同样重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搭配科

学的饮食管理， 可以为患者带来更全面的康

复体验，增强他们与疾病抗争的勇气与决心。

通过这些综合性的努力， 抗癌饮食不仅是身

体上的滋养，更是心灵上的慰藉。

（作者单位：广西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肿瘤患者饮食指导

周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