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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是现代医学中不可或缺的宝贵

资源，对于治疗由细菌引起的各种感染性疾

病具有显著疗效。 然而，随着抗生素的广泛

应用，耐药性问题日益严峻，已成为全球公

共卫生领域的重要挑战。 耐药性的出现不仅

削弱了抗生素的治疗效果，还增加了疾病的

治疗难度和经济负担。 因此，正确使用抗生

素，避免耐药性的产生，是维护个人健康和

公共卫生安全的关键。

一、明确诊断，避免滥用

在使用抗生素前，应通过实验室检查等

手段明确诊断， 确保感染确实由细菌引起。

滥用抗生素不仅浪费医疗资源，还可能引发

不必要的副作用，更重要的是会加速耐药性

的产生。 因此， 只有在细菌感染明确的情况

下，才应使用抗生素。

二、选择合适药物，遵循指导原则

医生应根据感染的病原体种类、 病情严

重程度和患者的个体差异， 选择最合适的抗

生素。遵循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结合

临床经验，合理选用抗菌药物。避免盲目追求

广谱抗生素，而应尽可能选用针对性强、副作

用小的窄谱抗生素。

三、合理使用剂量，遵循用药时间

抗生素的使用剂量应根据患者的体重、

年龄、肾功能等因素进行调整，确保剂量既不

过大也不过小。同时，患者应严格遵循医生的

用药时间建议，按时服药，避免漏服或提前停

药。不规律的用药方式不仅会影响治疗效果，

还容易导致耐药性的产生。

四、注意不良反应，及时调整用药方案

在使用抗生素期间， 患者应密切关注自

身的不良反应， 如过敏反应、 肝肾功能损害

等。 一旦出现不适应立即停药并就医。

医生也应根据患者的反应情况及时调整

用药方案，以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五、严格控制使用范围，避免预防性用药

抗生素不应用于预防用药、 抗病毒药等

非细菌感染性疾病的治疗。 仅在明确诊断为

细菌感染时才应使用抗生素。

六、推广替代疗法，减轻抗生素依赖

鼓励研究和使用非抗生素类药物或替代

疗法，如免疫疗法、中医药等，以减轻对抗生素

的依赖。 这些疗法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具有更好

的治疗效果和更少的副作用。

七、建立耐药监测体系，科学防控

建立全国性的耐药监测体系， 及时掌握耐

药菌的流行趋势和分布特点，

为制定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

据。 通过监测数据，可以及时发现耐药性的新

问题和潜在风险， 从而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

预和控制。

总之， 正确使用抗生素是避免耐药性产生

的关键。 我们每个人都应树立合理使用抗生素

的意识，遵循医生的建议，正确使用抗生素。

（作者单位： 河北省一洲肿瘤医院）

什么是重症肌无力

□

徐玉凤

在医学检查中， 许多项目要求患者在空

腹状态下进行， 以确保检查结果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 空腹通常指的是在检查前

8

小时以

上无任何热量摄入。 这一要求对于多种检查

至关重要， 下面我们就来分条详细解析哪些

检查需要空腹。

1.�

血液检查

生化检查：包括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

糖等。 这些检查项目容易受到食物摄入的影

响。 例如，进食后血糖和血脂水平会上升，导

致结果不准确。因此，这些检查通常需要在空

腹状态下进行。

内分泌检查：如胰岛素、

C

肽、甲状腺激

素等激素水平的检测也需要在空腹状态下进

行。因为食物摄入会影响激素的分泌和代谢，

从而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2.�

影像学检查

超声检查：部分超声检查如胆囊超声、胃

部超声等需要在空腹状态下进行。 进食后胆

囊会收缩，胆汁分泌增加，使得胆囊和胆道的

形态发生变化，影响超声图像的清晰度。

CT

、

MRI

检查：对于某些部位的

CT

、

MRI

检查，如胃部、肠道等，也需要在空腹状态下

进行。 这同样是为了避免食物残渣和气体的

干扰，确保图像的清晰度和准确性。

3.�

内镜检查

胃镜检查：胃镜检查是观察食管、胃、十

二指肠等上消化道病变的重要手段。 在进行

胃镜检查前，患者需要至少

8

小时禁食，以确

保胃内无食物残留， 便于医生清晰地观察胃

黏膜的情况。

肠镜检查：肠镜检查是观察结直肠病变

的常用方法。 除了需要禁食外，还需要进行

肠道准备，即服用泻药等清洁肠道，以确保

肠道内无粪便残留，便于医生观察肠道黏膜

的情况。

4.�

其他特殊检查

糖代谢检查：如空腹血糖，是评估血糖水

平的重要指标，必须在空腹状态下进行。

血脂检查：检查血液中的脂肪成分，如胆

固醇和甘油三酯，也需要在空腹状态下进行，

以避免饮食对血脂水平的影响。

消化道钡餐检查：喝钡剂后拍片，如果进

食，食物会干扰钡剂的显影，影响检查结果。

呼气试验：如碳

13

和碳

14

呼气试验，用

于检查胃内的幽门螺杆菌。 进食后食物会遮盖

胃黏膜，影响检测结果。

注意事项

空腹期间应避免饮酒、 咖啡等刺激性饮

品，尽量早休息，避免剧烈运动。

抽血前一天晚上不要暴饮暴食，确保检查

前

8

小时以上无任何热量摄入。

如有长期服用抗生素等药物的情况，应提

前告知医生，因为抗生素可能会影响血液培养

等检查的准确性。

总之，空腹检查在医学检查中占据重要地

位，患者在进行相关检查前应严格遵守空腹要

求，以确保检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同时，

如有疑问，应及时向医生咨询。

（作者单位：河南省上蔡蔡州医院）

检验科哪些检查需要空腹

□

栗毅

正确使用抗生素 避免产生耐药性

□

董英华

重症肌无力是一种自身免疫病， 主要特

征是神经与肌肉接头处突触后膜上乙酰胆碱

受体受损。患者在活动时会出现肢体无力、易

疲劳，以及反复“晨僵”现象。该病也可导致呼

吸肌无力，危及生命。

一、什么是重症肌无力

重症肌无力是一种神经肌肉传递障碍的

疾病，这种疾病在活动时症状会加重，而且在

早上的时候症状比较轻，称为“晨僵”现象。主

要临床表现为骨骼肌肉很容易疲劳， 且在休

息后可暂时恢复。如果患有重症肌无力，那么

患者在活动时肢体可能会出现无力的现象，

甚至可能会出现重复多次活动仍不能使肢体

保持平衡，上楼困难，甚至四肢肌肉萎缩等严

重后果。

二、身体出现这些异常要有所察觉

1.

肢体无力： 重症肌无力患者会出现肢

体无力的症状， 这种无力感在活动后可能会

加重。

2.

易疲劳： 重症肌无力患者容易出现疲

劳感，即使经过休息也不能完全恢复。

3.

反复“晨僵”现象：患者在早上起床时

肢体疲劳感较重，白天逐渐恢复。

4.

呼吸困难： 重症肌无力患者可能会发

展为呼吸肌无力， 严重时可能导致呼吸困难

甚至死亡。

5.

眼部异常：部分重症肌无力患者可能

出现眼部异常，如眼球转动不灵活、眼皮下

垂等。

6.

情绪波动： 重症肌无力患者可能会出

现情绪波动，如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 这些

情绪问题可能会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生活

质量。

三、预防和注意事项

预防重症肌无力，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规律生活：保证充足的睡眠，按时睡

眠、起床，避免熬夜，劳逸结合。

2.

合理饮食：饮食上要荤素搭配，粗粮细

粮搭配，避免营养不良或营养过剩。

3.

精神调养：保持精神愉快，避免长期精

神紧张或过份思虑，悲伤等情志变化。

4.

适当锻炼：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适合的运动，以增强体质和抵抗疾病的能力。

5.

预防感冒：重症肌无力的患者常因感

冒诱发或加重，因此要注意预防感冒，可适当

用黄芪泡水服用，提高机体免疫力。

6.

避免诱因： 注意避免上呼吸道感染、腹

泻、甲状腺疾病、体温升高、情绪波动、精神创

伤、疲劳等

总之， 重症肌无力是一种复杂的慢性疾

病，但只要及早识别、合理治疗，并注意预防，

多数患者能够控制病情，提高生活质量。 如果

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就医，以免延误病情。可

能使病情恶化的因素。身体是我们自己的守护

天使，需要我们时常去呵护它，保持良好的生

活习惯和心态对于防止和改善各种疾病都非

常有帮助。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

和愉快的生活。

（作者单位： 山东省济宁医学院附属金乡

县人民医院）

肝胆疾病是涉及肝脏和胆囊的一系列疾

病，包括肝炎、脂肪肝、肝硬化、肝癌、胆结石

等，这些疾病对人体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合理

的营养调理和饮食建议对于控制病情、 促进

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以下将从多个方面详细阐述肝胆疾病的

营养调理与饮食建议。

一、合理应用蛋白质

肝脏是蛋白质的主要合成场所， 肝硬化

等肝脏疾病会导致蛋白质合成能力下降。 因

此，合理安排蛋白质的摄入至关重要。

患者应选择优质蛋白质， 如鱼类、 鸡胸

肉、瘦肉、鸡蛋、豆制品等，每日摄入量应根据

个人健康状况和医生建议调整。 优质蛋白质

不仅有助于修复肝细胞， 还能促进肝脏功能

恢复。

二、适量摄入脂肪

肝胆疾病患者应控制脂肪的摄入， 特别

是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建议选择橄榄油、菜

籽油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 它们有

助于降低胆固醇，保护肝胆健康。

三、充足摄入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是身体能量的重要来源，对

于肝胆疾病患者来说， 适量的碳水化合物摄

入有助于维持能量代谢。 建议选择全谷类食

品、糙米、燕麦等优质碳水化合物来源，避免

精制糖和白面制品。 每日摄入量应根据个人

情况调整，一般建议占总热量的

60%～70%

。

四、限制水与钠的摄入

对于有水肿或轻度腹水的患者， 应限制

盐和水的摄入。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

3

克，严

重水肿时应采用无盐饮食， 钠摄入量限制在

500

毫克左右。 在烹调时，也要注意控制盐分

和调料的使用， 如味精等调味品会加重肝脏

对水钠代谢的负担。

五、多吃富含锌、镁的食物

肝胆疾病患者普遍血锌水平较低， 应适

当食用富含锌的食物，如瘦猪肉、牛肉、蛋类、

鱼类等。 这些微量元素对维持肝脏正常功能

和促进肝细胞修复具有重要作用。

六、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

维生素

C

直接参与肝脏代谢， 促进肝糖

原形成， 有助于保护肝细胞和促进肝细胞再

生。因此，患者应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和

蔬菜，如橙子、葡萄、西红柿等。 此外，膳食纤

维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减轻肝脏负担，改善

消化功能。患者应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如燕麦、豆类、蔬菜等。

七、清淡饮食，避免刺激性食物

肝胆疾病患者应选择清淡、 易消化的食

物，避免油腻、辛辣、刺激性食物的摄入。这些

食物可能加重肝脏和胆囊的负担， 影响病情

恢复。 同时，避免空腹食用高脂肪食物，以免

刺激胆囊收缩。

八、戒烟限酒，保持充足睡眠

烟草和酒精对肝胆的损害较大， 患者应

尽量戒烟限酒。

此外，保持充足的睡眠对于肝胆健康至关

重要。 充足的睡眠有助于修复受损的肝细胞，

促进胆汁的分泌和排泄。 患者应尽量保持规律

的作息时间，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

九、定期体检与监测

肝胆疾病患者应定期进行体检和监测，及

时了解病情变化和治疗效果。 通过肝功能检

查、超声检查等影像学检查方法，可以评估肝

脏和胆囊的功能状态，发现异常并及时治疗。

结语

肝胆疾病的营养调理与饮食建议是一个

全面而细致的过程，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

和身体状况进行调整。 合理的饮食习惯对于疾

病的控制和恢复具有重要作用。 患者应在医生

或营养师的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计划，并

遵循医嘱进行治疗和康复。

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也是维

护肝胆健康的重要因素。

（作者单位：四川省叙永县人民医院）

肝胆疾病的营养调理与饮食建议

□

刘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