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肠道肿瘤是发生在肠道（如大肠、

小肠）的肿瘤，分为良性、恶性两种类

型。 一般良性肿瘤症状轻微，甚至无症

状；有的恶性肿瘤早期无明显症状，不

易发现，所以会影响诊断，有可能延误

治疗。 对此，应初步了解肠道肿瘤的早

期征兆，掌握相应的预防方法。

1�肠道肿瘤的早期征兆

1.1

排便习惯改变

大便次数发生变化，由每天一次转

变为两次、三次或者几天一次，或大便

感觉明显排不尽或排便困难， 则有可

能是肠道肿瘤的初期表现。

1.2

便血

由于肠道肿瘤的早期病变主要发

生在黏膜部位， 因此一般没有明显症

状，患者可能仅有排便习惯改变。 随着

病变的进一步发展， 患者可能出现粪

便隐血阳性（通过粪便镜检，能够发现

红细胞），随后出现大便混有鲜红色或

暗红色的血液。 肠道肿瘤初期最主要

的表现是便血，如果持续便血，应首先

考虑是否患有肠道肿瘤疾病， 及时到

医院做相关检查。

1.3

腹泻与便秘交替

肿瘤在生长过程中会对肠管的正常生

理功能产生影响，出现腹泻、便秘或二

者交替的症状。 如果腹泻与便秘交替

出现，则要考虑癌变可能。

1.4

腹痛和腹胀

由于肿瘤生长阻碍肠内容物造成

肠道梗阻， 患者往往会感觉到出现腹

胀、腹痛等腹部不适症状。 在肠道肿瘤

初期腹部不适具有更高的发生率。 一

般集中在中下腹部， 患者有明显的疼

痛感，但疼痛程度各有不同，隐痛、胀

痛居多。

1.5

贫血与消瘦

随着病情发展，贫血、消瘦、乏力、

发热等慢性消耗性症状随之出现。 部

分患者没有摄入充足营养， 而消耗过

多，出现强烈的疲劳感，体重在短时间

内大幅度下降。

2�肠道肿瘤的治疗与术后护理

2.1

治疗

肠道肿瘤的类型众多，包括良性肿

瘤（如平滑肌瘤、腺瘤、纤维瘤等）；恶性

肿瘤（如直肠癌等）。 因此，应结合患者的

具体病情，选择针对性的治疗技术。 平滑

肌瘤、 腺瘤和纤维瘤都可能在生长过程

中发生癌变，应尽早手术切除，若无严重

并发症，一般预后良好。 直肠癌是指乙状

结肠、直肠交界处至齿状线的恶性肿瘤，

以腹泻、腹痛、脓血便为主要症状。 在治

疗时，可选择瑞戈非尼片、奥沙利铂注射

液等药物，手术则选择直肠切除术、根治

性直肠切除术等。

2.2

术后护理

手术后，患者饮食尽量多样化，平衡

营养素，不要过多食用高脂肪、高蛋白的

食物。 多补充维生素丰富的食物，饮用果

汁和菜汤。 如果每日饮食中维生素含量

较少，可另外加入维生素

C

片。 手术刺激

机体肾上腺皮质功能分泌增加， 刺激机

体排钾量上升， 导致血钾与细胞内钾浓

度降低。 因此，在术后，患者可多吃肉汁、

菜汤、连皮水果等含富含钾元素的食品。

多数术后患者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失

血，即便术中进行输血补充，也应在饮食

中增加补血的食物，如动物肝脏、瘦肉 、

牛奶等富含蛋白质和铁元素的食物。 癌

症患者术后免疫力较低， 白细胞值低于

正常值，可选择羊肉、牛肚、鸡肉、鸡蛋等

温补类食物。 此外，要少量多餐、细嚼慢

咽，吃少纤维、无刺激的食物，避免饮食

对伤口愈合产生不良刺激。 每天干稀分

食，进餐半小时后再喝水。 根据机体恢复

进展，也可适当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增强

自身抵抗力，加快机体康复速度。 但要注

意动作幅度与运动量，不要剧烈运动。

3�肠道肿瘤的预防方法

肠道肿瘤的危害极大，因此，要做好

日常预防工作， 通过调整饮食、 加强锻

炼、戒掉不良嗜好等预防肠道肿瘤。

3.1

注意饮食

在日常生活中， 要养成良好的饮食

习惯，控制一日三餐的饮食量，避免暴饮

暴食，否则机体肠胃负担将会加重。 在食

物方面，可多吃白菜、西红柿、苹果、香蕉

等新鲜且富含营养素的食物，少吃炸鸡、

辣椒、肥肉等油腻辛辣的食物。

3.2

注重锻炼

运动能够加快人体的血液循环 ，加

快新陈代谢，有利于增强体质，提高抗病

能力。 因此，人们应多坚持运动，选择适

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但要控制运动量与

运动强度，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灵活确

定运动量。

3.3

戒掉不良嗜好

很多人平时有吸烟、 喝酒的不良习

惯，一些年轻人经常熬夜，这些都容易导

致机体免疫力下降。 因此，要逐步尝试戒

掉不良嗜好，少抽烟，少喝酒，少熬夜，规

律作息，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预防肠道

肿瘤。

3.4

定期体检

通过定期体检，能够及时发现肠道肿

瘤癌前病变，包括腺瘤、肠道息肉、肠道炎

症等。 如果在体检中发现异常，应及时就

医，可采用手术和药物干预方法，阻断其

向肿瘤发展的进程。 如果家族有遗传病

史，在

40

岁后要做肠道肿瘤筛查，肠道健

康者，一般

3

—

5

年要做一次肠镜；若发现

肠道出现问题，每年复查一次肠镜。

3.5

保持良好心情

很多疾病的发展与心情有很大关

系 ，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情绪

波动 ，时常过度喜悦或悲伤 ，将会影响

到机体健康 。 因此，人们平时要保持平

和的心态 ， 掌握一些简单调节情绪的

方法，尽量减少情绪波动 。 例如，当感

觉不开心时，可以做一些喜欢的事情，

包括听音乐 、看书 、整理房间等。 当遇

到开心的事儿时，要保持平常心 ，不要

过于激动 。

（作者单位：广西防城港市第一人民

医院）

肠道肿瘤的早期征兆和预防方法

小儿腹泻是由多病原、多因素引起

的，以排便次数增多、大便性状改变或

带有黏液、 未消化食物为特点的消化

道综合征。 小儿腹泻是婴幼儿的常见

疾病之一，

6

个月至

2

岁婴幼儿发病率

较高，是造成儿童营养不良、生长发育

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 腹泻可以由多

种因素引起 ，如病毒 、细菌 、寄生虫感

染、食物过敏、药物反应等。 儿童的消

化系统较脆弱， 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

影响，因此，腹泻在儿童中较为常见 。

腹泻会导致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失衡 ，

引起脱水，特别是对于婴幼儿而言，脱

水风险更高。

1.腹泻的危害

腹泻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

它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脱水：腹泻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

解质流失 ，特别是钠 、钾 、氯等重要的

电解质。 脱水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口渴、

尿量减少 、皮肤干燥 、乏力、烦躁等症

状，严重时可出现昏迷 、休克 ，甚至危

及生命。

营养不良：腹泻会导致食物在肠道

内停留时间减少， 从而影响营养物质

的吸收。 长期腹泻会导致蛋白质、维生素

和矿物质的缺乏， 使人体处于营养不良

的状态，出现体重下降、贫血、免疫力下

降等问题。

免疫系统受损： 腹泻可能会破坏肠

道屏障， 导致肠道菌群失衡， 影响肠道

免疫系统的功能， 使得细菌、 病毒等有

害物质更容易进入体内， 增加感染 、炎

症的风险。

心理影响： 腹泻会给人们的日常生

活带来很大的不便，如频繁上厕所、失去

食欲 、腹痛等症状，给人们的工作、学习

和社交带来困扰。 长期腹泻还可能引发

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2.小儿腹泻的饮食禁忌

高脂肪食物： 避免给儿童食用油炸

食物、油腻食品和高脂肪肉类，因为这些

食物会增加肠道负担，加重腹泻症状。

高纤维食物： 避免给儿童食用高纤

维的食物，如火龙果、糙米、粗粮等，因为

这些食物会增加肠道蠕动，加重腹泻。

辛辣食物： 避免给儿童食用辛辣的

食物，如辣椒、花椒等，因为这些食物可

能刺激肠道、肛门，导致腹泻加重。

奶制品： 避免给儿童食用含乳糖的

奶制品，如牛奶、奶酪等，因为腹泻可能

导致乳糖不耐受，加重腹泻症状。

高糖食物： 避免给儿童食用高糖食

物，如糖果、巧克力等，因为这些食物可

能增加肠道负担，加重腹泻症状。

在儿童腹泻期间应给予清淡、 易消

化的食物，如米粥 、面条等，少量多餐 ，

由稀到稠， 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 并及

时就医。

3.小儿腹泻的护理原则

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腹泻会导致儿童

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因此，应及时

补充液体。 母乳或配方奶是良好的选择，

也可使用口服补液盐，以预防脱水。

饮食调整： 腹泻期间， 暂时避免高

脂、高纤维和刺激性食物，如油炸食品 、

辛辣食物和过多的纤维。 可以选择易消

化的食物，如稀饭、面条、蒸蔬菜和水煮

的肉类。

观察症状：密切观察儿童的症状，注

意体温、呕吐、腹痛及大小便等情况。 如

果出现持续高热、剧烈腹痛、持续呕吐或

血便等，应及时就医。

保持卫生 ：腹泻常由细菌 、病毒 、寄

生虫引起，保持儿童的个人卫生很重要。

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交叉感染的发生；

每次便后用温水清洗臀部并擦干， 以保

持皮肤清洁、干燥，防止红臀发生。

避免滥用药物： 腹泻一般是机体的

自我清除过程， 应避免滥用抗生素等药

物，除非医生明确指示。

注意脱水： 密切关注儿童的脱水状

况，如口渴、尿量减少、眼窝凹陷等。 如果

出现脱水，应立即就医。

休息：腹泻期间，应保障儿童充足的

休息时间，有助于恢复体力和免疫力。

总之， 处理小儿腹泻需要综合考虑

儿童的年龄 、 症状严重程度和身体状

况， 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以保障儿童的健

康。 如有需要， 请及时就医并遵循医生

的建议。

（作者单位：广西桂林市荔浦市妇幼

保健院）

必须要掌握的小儿腹泻的护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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