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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胃炎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

主要表现为上腹部不适、隐痛或烧灼感，部分

患者可能伴有嗳气、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

症状。为了缓解这些症状，合理的饮食调理至

关重要。 以下是关于慢性胃炎饮食调理的几

点建议：

一、注意营养均衡

1.

高蛋白食物：慢性胃炎患者应保证摄

入足够的高蛋白食物，如瘦肉、鸡肉、蛋、鱼

肉、 虾等， 这些食物有助于修复受损的胃黏

膜，促进身体恢复。

2.

高维生素食物：新鲜蔬菜和水果富含

维生素，尤其是深色的新鲜蔬菜和水果，这些

食物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促进胃黏膜的修复。

3.

矿物质： 补充富含血红素铁的食物，

如肝、腰等内脏，可预防和治疗贫血。

二、饮食宜软易消化

1.

软烂食物： 慢性胃炎患者应选择质

软、易消化的食物，如粥、面条、软米饭等。 这

些食物不会对胃黏膜造成过多的刺激， 有助

于消化和吸收。

2.

蒸煮为主： 烹调方法宜采用蒸、 煮、

烩、烧等，减少油脂摄入，避免油炸、烧烤等高

脂食物，以免加重胃的负担。

三、调节酸碱平衡

1.

中和胃酸：当胃酸分泌过多时，可适

量饮用牛奶、豆浆，或吃馒头、面包等碱性食

物，以中和胃酸，减轻胃部不适。

2.

刺激胃液分泌： 当胃酸分泌减少时，

可适量食用浓缩的肉汤、鸡汤、带酸味的水果

或果汁，以刺激胃液分泌，帮助消化。

四、避免刺激性食物

1.

生冷硬物：避免摄入过硬、过冷、过热

的食物，以及生冷瓜果、凉拌菜等，以免刺激

胃黏膜，加重炎症。

2.

辛辣油腻：忌食辣椒、芥末等刺激性

食物，以及肥肉、油炸等高脂食物，以免加重

胃的负担，影响病情恢复。

3.

粗纤维食物：减少粗粮和粗纤维食物

的摄入，如韭菜、芹菜等，以免增加胃的蠕动

负担。

五、定时定量

1.

规律饮食：保持一日三餐，准时准点

的饮食习惯，避免暴饮暴食，以免加重胃的

负担。

2.

适量饮食：吃饭不要吃得过饱，也不

要吃得太过少，一定要适量，以免造成胃

不适。

六、其他注意事项

1.

戒烟限酒：戒烟限酒，减少对胃黏膜的

刺激和损伤。

2.

保持心情愉悦： 避免长期精神紧张、焦

虑、抑郁等情绪状态，以免通过神经内分泌途径

影响胃黏膜的正常功能。

3.

定期检查：定期进行胃镜检查，及时发

现并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 预防慢性胃炎的

复发。

综上所述， 慢性胃炎的饮食调理应以营养

均衡、软易消化、调节酸碱平衡、避免刺激性食

物为原则，同时保持定时定量、戒烟限酒、心情

愉悦等良好的生活习惯。 这些措施有助于缓解

慢性胃炎的症状，促进病情的恢复。

��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二台

中心卫生院）

慢性胃炎的饮食调理

□

倪志华

龋齿和牙周病是两种常见的口腔疾病，

它们不仅影响口腔健康，还可能对全身健康

产生不良影响。通过科学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这两种疾病的发生率和

危害。

以下是对龋齿与牙周病的预防与治疗的

详细讲解。

一、龋齿的预防与治疗

1.

保持口腔卫生

定期口腔清洁：每天至少刷牙两次，每次

刷牙应持续三分钟，使用软毛牙刷和含氟牙

膏。 巴氏刷牙法是一种推荐的刷牙方法，可

以有效清洁牙齿和牙龈。

使用牙线和漱口水：牙线可以清除牙缝

中的食物残渣和菌斑，漱口水则可以帮助减

少口腔中的细菌。

2.

合理饮食管理

限制高糖食品和饮料：高糖食物和饮料

是龋齿的主要诱因，应尽量减少摄入，特别是

在饭后应及时刷牙或漱口。

增加蛋白质和蔬果摄入： 富含蛋白质和

维生素的食物有助于增强牙齿的抗龋能力。

3.

定期牙科检查

专业洁牙和口腔检查： 建议每年至少进

行一次专业洁牙和全面口腔检查， 以便早期

发现并治疗潜在问题。

4.

氟化物应用

使用含氟牙膏： 氟化物能够增强牙齿的

抗酸能力，有效抵抗酸蚀。

氟化物涂布：对于高风险人群，如儿童，

可以通过定期涂氟来预防龋齿。

5.

龋齿的治疗

补牙：对于早期的龋齿，可以通过补牙来

修复。

根管治疗：对于较严重的龋齿，可能需要

进行根管治疗，去除坏死的牙髓组织，并用材

料填充。

拔牙：对于无法修复的严重龋齿，可能需

要拔除。

二、牙周病的预防与治疗

1.

保持口腔卫生

正确刷牙：使用软毛牙刷，每天至少刷牙

两次，推荐使用巴氏刷牙法。

使用牙线和牙缝刷： 清除牙缝中的食物残渣

和菌斑。

戒烟：吸烟是牙周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戒

烟有助于预防牙周病。

2.

定期洗牙

专业洗牙：建议每年到正规口腔机构洗

牙

1-2

次，以去除牙石和菌斑。

3.

及时治疗

龈上洁治和龈下刮治：通过洁治和刮治，

去除牙周袋内的牙石和菌斑， 缓解牙周炎

症状。

牙周手术：对于严重的牙周病，可能需要进

行牙周手术，如牙周翻瓣手术。

4.

口腔保健措施

牙龈按摩：经常进行牙龈按摩，可以促进牙

龈的血液循环，保持其牢固。

叩齿运动：早晨和晚上进行叩齿运动，有助

于增强牙齿的坚固性。

5.

饮食调节

均衡饮食：多吃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

质的食物，有助于保护牙齿和牙龈。

避免刺激性食物： 尽量减少酸性食物和饮

料的摄入，以减少对牙齿和牙龈的刺激。

通过科学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我们可以有

效地降低龋齿和牙周病的发生率和危害。 保持

口腔卫生、合理饮食、定期牙科检查和及时治疗

是预防和治疗这两种疾病的关键。 让我们从日

常做起，关注口腔健康，享受美好的生活。

（作者单位：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医院）

龋齿与牙周病的预防与治疗方法

□

王磊

在医学领域，临床检验作为疾病诊断、治

疗监测及健康评估的重要手段， 扮演着不可

或缺的角色。它如同医生的“显微镜”，能够深

入探索人体内部的微观世界， 为精准医疗提

供坚实的依据。本文将从几个关键方面，详细

阐述临床检验的重要性。

1.�

早期发现疾病迹象

�临床检验能够捕捉到人体在疾病初期

的一些微妙变化，如血液成分的异常、尿液中

蛋白质或糖分的增加等， 这些都是疾病早期

的重要线索。

例如，血常规检查可以帮助识别贫血、感

染或炎症； 而空腹血糖测试则是糖尿病筛查

的基础。通过定期的体检和针对性的检验，许

多慢性疾病可以在尚未出现明显症状前就被

发现，从而赢得宝贵的治疗时间。

2.�

指导精准治疗

不同个体对同一种药物的反应可能存在

显著差异，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遗传

背景、生理状态等因素。

临床检验， 特别是遗传学检测和药物代

谢基因检测， 能够为医生提供患者特异性的

信息，指导个性化治疗方案的选择。

比如， 某些抗癌药物的疗效和副作用与

患者的特定基因变异密切相关， 通过基因检

测可以预测疗效，避免不必要的药物副作用，

提高治疗成功率。

3.�

监测疾病进展与治疗效果

在治疗过程中， 临床检验是评估疾病是

否得到有效控制、 治疗方案是否需要调整的

重要依据。

例如，对于高血压患者，定期监测血压及

血液生化指标（如血脂、肾功能）可以评估药

物疗效，及时调整用药剂量或种类，确保血压

稳定在理想范围。 对于癌症患者，肿瘤标志物

的动态监测能够反映肿瘤的生长或消退情

况，为医生制定后续治疗计划提供依据。

4.�

预防医学的实践

临床检验不仅服务于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也是预防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筛查

性检验，如乳腺癌的乳腺钼靶检查、宫颈癌的

宫颈涂片检查等， 可以在无症状人群中识别

出潜在的高风险个体，及时采取干预措施，防

止疾病的发生或发展。此外，定期的健康体检

也能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采取健

康生活方式，预防疾病。

5.�

促进科研与医学进步

临床检验数据是医学研究的重要资源，它

们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大量关于疾病发生、 发展

及转归的真实世界证据。 通过对大量样本的分

析，科学家能够发现新的疾病标志物、优化诊断

方法、探索更有效的治疗手段。 这种基于数据的

科学研究，是推动医学不断进步的关键驱动力。

总之， 临床检验是现代医学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它不仅是疾病诊断的“金钥匙”，更是实现

精准医疗、促进健康管理的基石。 随着科技的进

步，临床检验将更加精准、高效，为人类健康保

驾护航。 因此，积极参与临床检验，不仅是对自

己健康的负责，也是推动医学发展的重要一环。

（作者单位

:

河北省固安县人民医院）

浅谈临床检验的重要性

□

邵楠

腹部超声的定义及检查方法

□

王亚楠

在医学领域，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种

检查手段层出不穷，其中腹部超声作为一种

安全、无创、快捷的医学影像检查技术，被广

泛应用于腹部疾病的筛查和诊断。

本文将详细介绍腹部超声的基本概

念、检查方法、注意事项及其在临床上的重

要意义。

一、腹部超声的定义

�腹部超声是利用高频声波对人体腹部

进行扫描，通过声波的反射和散射来生成图

像，从而帮助医生观察和评估腹部器官的结

构和功能。

超声波的频率高于人耳能听到的声波频

率，因此人耳无法听到。 当超声波遇到不同

密度的组织界面时，会发生反射和散射，这些

反射波被超声探头接收并转换成电信号，再

经过计算机处理， 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超

声图像。

二、腹部超声的检查方法

腹部超声检查方法简便，诊断准确率高，

对受检者无损伤性。 检查过程通常包括以下

几个步骤：

1.

常规检查：受检者需排便排气，适度

充盈膀胱。超声探头沿着大肠的走向，从右下

腹连续扫查到左下腹及耻骨上区， 仔细顺序

检查。 这种检查方法有助于发现中晚期结直

肠肿瘤等病变。

2.

饮水检查：在某些情况下，医生会要

求受检者饮用一定量的液体，以充盈胃、十二

指肠和小肠，形成良好的透声窗，有助于识别

各段肠道并显示病变部位与周围的关系。

3.

局部加压检查：对于某些深部的病变

部位，如回盲部或阑尾，医生会采用局部加压

检查以获得更清晰的图像。

三、腹部超声的注意事项

为了确保检查的准确性和安全性，受

检者在进行腹部超声检查时需要注意以下

几点：

�

1.

空腹检查：腹部超声检查通常要求空

腹

6

到

8

个小时， 以避免食物和气体对超声

波的干扰。 检查前一天晚上应避免食用油腻

食物，检查当日早晨不吃不喝。

2.

饮食调整：在检查前，应避免食用豆

制品和奶制品， 因为这些食物容易引起肠管

胀气，影响检查结果的准确性。

�

3.

排空膀胱： 在检查前尽量排空膀胱，

以减少对超声检查的干扰。但在检查膀胱、前

列腺、子宫、附件以及早孕情况时，需要适度

充盈膀胱。

�

4.

穿着宽松：穿着宽松、易于穿脱的衣物，

以便在检查过程中方便暴露腹部。

四、腹部超声的临床意义

腹部超声在腹部疾病诊断方面具有非常重

要的价值。 它可以迅速检查出肝、胆囊、胆管、

脾、胰、肾、肾上腺、膀胱、前列腺等脏器的大小、

形状变化，是否处于正常位置，脏器内有无占位

性病变，以及占位性病变的性质等。

总之，腹部超声作为一种安全、无创、快捷

的医学影像检查技术， 在腹部疾病的筛查和诊

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了解腹部超声的基本原理、 检查方法

及其在腹部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我们可以

更好地认识这一技术的重要性和实用性。

（作者单位：河北三河燕郊二三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