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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便秘是儿科门诊中常见的疾病之

一，大约占小儿消化门诊的

25%

。 便秘不仅

影响孩子的日常生活， 还可能引发腹痛、腹

胀、食欲不振等一系列不适症状。

因此， 家长们应了解小儿便秘的预防与

处理方法，以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

一、预防小儿便秘

1.

合理调整饮食结构

饮食结构不合理是导致小儿便秘的主要

原因之一。家长应确保孩子饮食均衡，多吃富

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谷类、薯类、蔬菜（芹

菜、西兰花、菠菜等）和水果（火龙果、香蕉、猕

猴桃等）。 膳食纤维能刺激肠蠕动，促进大便

形成，预防便秘。

2.

充足饮水

饮水量不足也是导致便秘的重要因素。

家长应根据孩子的年龄、体重及活动量，合理

安排饮水量， 尤其要注意在夏季或孩子运动

后适当增加饮水量。 充足的水分可以软化大

便，使其更容易排出。

3.

养成定时排便习惯

定时排便有助于形成排便反射， 减少便

秘的发生。

家长应引导孩子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

最好在每天固定的时间段进行， 如晨起或餐

后。 同时，要鼓励孩子及时排便，避免拖延。

4.

增加户外活动

适当的户外活动可以促进胃肠蠕动，有

助于消化和排便。 家长应多带孩子到户外进

行运动，如散步、跑步、玩耍等，既能增强体

质，又能预防便秘。

5.

腹部按摩

家长可以定期为孩子进行腹部按摩，主

要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按摩， 有助于促进肠

蠕动，预防便秘。按摩时间可选在每天早晨空

腹或喝奶后

30

分钟左右进行， 每次持续

10

分钟以上。

二、处理小儿便秘

1.

饮食调整

对于已经发生便秘的孩子， 家长应首先

通过调整饮食来缓解。

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如多吃蔬

菜、水果和粗粮等。 同时，要注意避免过多摄

入油腻、辛辣等刺激性食物。

2.

增加活动量

增加孩子的活动量也是缓解便秘的有效

方法。 家长应鼓励孩子多进行户外活动或参

与体育运动，以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

3.

药物治疗

如果饮食调整和增加活动量仍不能缓解

便秘，家长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治疗。

常用的药物包括开塞露、 乳果糖口服溶

液等。但需注意，药物治疗应在医生指导下进

行，避免滥用或长期使用。

4.

中医治疗

中医治疗小儿便秘也有独特的方法， 如推

拿按摩、中药调理等。推拿按摩可以通过刺激特

定穴位来促进肠蠕动和排便； 中药调理则可以

根据孩子的体质和病情进行个性化治疗。 但需

注意，中医治疗也应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

5.

就医检查

如果孩子便秘症状严重或持续时间较长，

家长应及时带孩子就医检查。 医生会根据孩子

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以排除器质

性病变并缓解便秘症状。

总之， 小儿便秘的预防与处理需要家长们

的重视和配合。

通过合理调整饮食结构、充足饮水、养成定

时排便习惯、 增加户外活动以及必要的药物治

疗和中医治疗等措施， 可以有效预防和缓解小

儿便秘的发生和发展。

（作者单位：河北省霸州市妇幼保健院）

药物相互作用的类型与机制

□

吴雪智

在人生的长河中， 记忆如同一艘承载着

无数珍贵瞬间的小船， 它伴随着我们穿越岁

月的波涛，记录着欢笑与泪水、成功与挫折。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艘小船有时会遭遇

风浪，变得不再稳固，这就是老年认知功能障

碍， 尤其是阿尔茨海默症和血管性痴呆所带

来的挑战。

一、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的定义

老年认知功能障碍，俗称老年痴呆症，医

学上主要指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和血管性痴

呆。 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缓慢进展的智能减

退疾病，伴随着人格改变，常见于

60

岁及以

上的老年人。

血管性痴呆则多发生在脑血管疾病如脑

梗死、脑卒中后的

3-6

个月内，其认知功能

下降更为迅速。

二、早期症状与识别

1.

记忆力减退： 最常见的表现是健忘，

尤其是近期记忆的丧失。 老人可能不记得刚

刚发生的事情， 如刚刚吃过的饭菜或刚说过

的话。

2.

迷失方向：经常迷路，找不到回家的

路，或在家中迷失方向。

3.

语言障碍：表达能力下降，说话变得

缓慢或词不达意。

4.

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原本熟悉的任务

变得困难。

三、生理性与病理性记忆减退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

程度的记忆力减退是自然现象，称为“生理

性记忆力减退”。 这种减退不影响日常生活，

且智力检查基本正常。 而病理性记忆减退则

呈断崖式下降，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需及

时就诊。

四、治疗与干预

1.

药物治疗：多奈哌齐、美金刚等药物

能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 抗精神病药物如富

马酸喹硫平、 抗抑郁药物如氟西汀等也能缓

解伴随的精神症状。

2.

脑功能训练：通过认知训练、记忆训

练等方式，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认知功能

下降。

3.

日常照护： 对于中重度痴呆患者，日

常照护尤为重要。 家人应提供耐心的陪伴和

关怀，确保患者的安全和生活质量。

五、预防与筛查

1.

健康生活方式：保持均衡饮食、适量

运动、充足睡眠，有助于预防认知功能障碍。

2.

定期体检：定期进行记忆力、智能等认

知方面的筛查， 如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简

明精神状态检查量表等，可帮助早期发现潜在

问题。

3.

及时就医： 一旦发现明显的记忆力减

退、迷路等症状，应及时就医，争取早期干预。

结语

记忆的小船在人生的旅途中或许会遇到风

浪，但只要我们给予足够的关爱和呵护，就能让

它重新稳固起来。

对于老年认知功能障碍， 我们需要有正确

的认识和科学的态度，通过合理的治疗、训练和

照护，帮助老人保持较高的生活质量，让他们在

人生的最后阶段也能有尊严、快乐地度过。让我

们携手努力，为记忆的小船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 河北省第三荣军优抚医院）

老年认知功能障碍初探

□

谢辉

肝肾功能检测是体检中的重要项目，旨在

评估肾脏和肝脏的代谢、 排泄和解毒能力，帮

助及早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为治疗提供重要

依据。本文将详细介绍肝肾功能检测的意义和

注意事项，帮助您更好地了解这一检查。

一、肝肾功能检测的意义

1.

肝脏功能检测

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实质性器官， 具有

多种重要功能，如代谢、解毒、储存能量和合

成蛋白质等。 肝功能检测主要通过检测血清

中的转氨酶、胆红素、血蛋白等指标，来评估

肝脏的健康状况。 转氨酶升高可能表明肝细

胞受损； 胆红素水平升高则可能提示黄疸的

存在； 血蛋白和球蛋白的变化则反映了肝脏

的合成能力。

2.

肾脏功能检测

肾脏是排泄器官，负责过滤血液、排除废

物和调节水、电解质平衡。肾功能检测主要通

过检测血清中的肌酐、尿素氮、尿酸等指标，

以及进行肾小管功能检测和肾小球滤过率评

估，来反映肾脏的功能状态。肌酐和尿素氮的

升高可能提示肾脏功能受损； 尿酸水平异常

则可能与痛风等疾病有关。

肝肾功能检测的意义在于， 能够及早发

现潜在的肝脏和肾脏疾病，如肝炎、肝硬化、

肾炎、肾结石等，从而采取及时的治疗措施，

防止病情恶化，保护身体健康。

二、肝肾功能检测的注意事项

1.

空腹准备

进行肝肾功能检测时，通常需要空腹，即

禁食八小时以上，禁水六小时以上。这是因为

食物和饮料的摄入会影响血液中的化学成

分，从而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不过，如果

单独查肾功能，可以不空腹，但最好检查前一

两天避免高脂、高蛋白饮食。

2.

饮食调整

在检测前，应注意调整饮食，避免摄入过多

咖啡因、茶叶、红酒以及高盐食物。同时，避免过

量饮水，以免引起血液稀释，影响检测结果的准

确性。 检查前一晚应清淡饮食，不要饮酒。

3.

作息规律

检查前几天应调整作息， 保证充足的睡

眠，避免过度劳累。规律的作息有助于维持身

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4.

避免剧烈运动

检查当天早上，禁止进行剧烈的锻炼和运

动，因为运动会导致血液循环加快，影响血液

中的化学成分，从而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5.

用药注意

在进行肝肾功能检测前， 应告知医生目前

正在使用的药物， 特别是对肝脏和肾脏有影响

的药物，如利尿剂、抗生素等。医生可能会要求暂

停或调整用药方案，以确保检查结果的准确性。

6.

保持平静

检测时应保持平静，避免紧张焦虑。 情绪

波动也会影响血液中的化学成分，从而影响检

测结果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肝肾功能检测是守护健康的两

大重要防线。 通过定期进行肝肾功能检测，可

以及早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为治疗提供重要

依据。同时，在检测前应注意相关事项，确保检

测结果的准确性。让我们共同关注肝肾功能健

康，享受美好生活！

（作者单位：河北省廊坊市妇幼保健院）

肝肾功能检测：守护健康的两大重要防线

□

郑双双

小儿便秘的预防与处理

□

张宁

在现代医学中，药物相互作用（

Drug In－

teraction

，

DI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指的

是病人同时或在一定时间内先后服用两种或

两种以上药物后所产生的复合效应。

这些效应可能使药效加强、副作用减轻，

也可能导致药效减弱或产生不应有的毒副作

用。了解药物相互作用，对于保障用药安全至

关重要。

以下是关于药物相互作用的一些基本知

识以及避免药物“打架”的小技巧。

药物相互作用的类型与机制

1.

药物代谢酶的相互作用： 一些药物可

以影响体内的药物代谢酶系统， 导致其他药

物的代谢速度改变。例如，苯巴比妥作为肝药

酶诱导剂，能增加其他药物的代谢，使之作用

减弱；而地高辛与红霉素合用时，红霉素抑制

正常菌群，使地高辛血药浓度升高。

2.

药效学相互作用： 两种药物作用于同

一生理系统或受体时， 可能会产生协同或拮

抗作用。 例如，两种降压药同时使用时，可能

会导致血压过低； 而抗生素与抗凝血药物合

用，则可能增加出血风险。

3.

化学相互作用： 某些药物在混合或同

时服用时， 会发生化学反应， 产生新的化合

物，导致药物失效或产生新的副作用。

避免药物“打架”的小技巧

1.

咨询专业医生：在使用任何药物之前，

务必咨询专业医生。 医生会根据病情、年龄、

性别、体重等因素，选择合适的药物，并告知

可能存在的药物相互作用风险。

2.

提供完整的用药史：就诊时，向医生提

供正在使用的所有药物的详细信息， 包括处

方药、非处方药、保健品等。

这有助于医生全面了解用药情况， 避免

药物相互作用的发生。

3.

遵循医嘱：严格按照医生的指示用药，

不要自行增减剂量或更改用药方式。 如有疑

问，及时向医生咨询。

4.

注意药物说明书：在使用药物时，仔细

阅读药物说明书， 了解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提示。如果发现有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风险，

及时与医生沟通，寻求解决方案。

5.

避免饮酒：许多药物与酒精存在潜在的

相互作用风险。 在使用这些药物期间，应避免

饮酒，以减少药物相互作用的发生。

6.

定期药物复查： 在使用药物治疗期间，

定期进行药物复查，有助于医生及时了解用药

情况，调整治疗方案。

7.

关注特殊人群：老年人、儿童、肝肾功能

减退者等特殊人群， 在使用药物时应更加谨

慎。 尽量避免使用易导致药物相互作用的药

物，选择更安全的替代药物。

通过了解药物相互作用的知识并采取相

应措施，我们可以尽量避免潜在的药物相互作

用风险，确保用药安全有效。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