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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医学领域， 超声技术以其无创、

无痛、无副作用的特点，成为腹部健康检查

的重要手段。 腹部超声检查不仅广泛应用于

消化系统疾病的筛查和诊断， 还在泌尿系

统、妇科等多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文将分条解析腹部超声检查的科学

原理、应用范围及其作为腹部健康守护者的

独特优势。

一、超声技术的科学原理

超声技术利用频率高于

20000

赫兹的

声波进行探测和成像。 这些声波在人体组织

传播时，会遇到不同的介质，产生反射、折射

和散射等现象。

这些现象被超声探头捕捉并转化为电

信号，再经过计算机处理，形成图像供医生

分析。 通过超声波在不同组织中的传播速度

和回波强度的差异， 医生可以判断不同组织

的类型和位置，进而得出病变的形态、大小和

结构等信息。

二、腹部超声检查的应用范围

1.

消化系统脏器检查：腹部超声能够清

晰地显示肝脏、胆囊、胰腺和脾脏等脏器的形

态、大小、质地以及是否存在异常回声。

2.

胃肠道疾病诊断：尽管胃肠道内气体

较多，超声检查受到一定限制，但在肠梗阻、

肠套叠等疾病的诊断中， 腹部超声仍能提供

有价值的诊断信息。

3.

泌尿系统检查：腹部超声可以观察肾

脏的位置、形态、大小以及内部结构，了解是

否有结石、囊肿或其他占位性病变。

同时，对于膀胱，超声可以观察其形态、

壁的厚度和内部回声，判断是否存在异常。

4.

妇科检查：腹部超声在妇科领域也有广

泛应用，可以观察子宫、卵巢的位置、形态和大

小，对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疾病进行诊断。

5.

腹部肿块诊断：腹部超声在定位和识

别异常肿瘤、囊肿、脓肿和附属器官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可以帮助医生确定肿块的性质、大

小和位置。

三、腹部超声检查的优势

1.

无创性：腹部超声检查无需侵入性操

作，不会给患者带来痛苦和创伤。

2.

安全性：超声检查对人体无害，无辐

射，适合各年龄段人群。

3.

可重复性：由于其无创的特性，腹部

超声可以在短时间内多次进行， 便于动态观

察病情变化。

4.

实时性：超声检查可以实时显示腹部

脏器的结构和功能，有助于早期发现病变。

四、腹部超声检查的注意事项

1.

检查前准备： 根据检查的具体器官，患

者需要遵循相应的准备要求，如空腹、憋尿等，

以保证检查结果的准确性。

2.

穿着要求： 检查时应穿宽松舒适的衣

服，避免穿着带有金属或塑料装饰的衣物，以免

干扰超声波的传播。

3.

保持平静：检查过程中，患者应保持平

静呼吸，避免过度紧张，以免影响检查结果。

腹部超声检查作为一种无创、无痛、安全的

检查方法， 在腹部健康的筛查和诊断中具有广

泛的应用价值。通过了解腹部超声检查的原理、

适应症和注意事项， 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一

技术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第二医院）

小儿过敏性鼻炎，也称为小儿变应性鼻

炎， 是儿童常见的一种慢性鼻黏膜充血疾

病。 主要临床症状包括鼻痒、打喷嚏、流清鼻

涕和鼻塞等。

这些症状不仅影响孩子的日常生活，还

可能引发咳嗽、哮喘等其他并发症。 因此，了

解如何缓解鼻塞，帮助孩子畅享呼吸，是每

个家长都应重视的医学知识。

一、盐水洗鼻

生理盐水清洗鼻腔是一种简单而有效

的缓解鼻塞的方法。 家长可以通过使用生理

盐水喷雾器或滴鼻剂， 每日多次清洁鼻腔，

帮助软化并清除黏液，改善通气。 这种方法

适用于轻度至中度的过敏性鼻炎引起的鼻

塞，特别是对于儿童患者更为适宜。 盐水不

仅可以清洁鼻腔分泌物， 还能减少刺激，缓

解鼻塞症状。

二、药物治疗

1.

抗组胺药物：口服或外用抗组胺药如

氯雷他定、 西替利嗪等， 能有效阻断组胺受

体，减轻炎症反应，从而缓解鼻塞症状。 这类

药物适用于由过敏原导致的鼻塞， 尤其是季

节性或常年性过敏性鼻炎。

2.

鼻用皮质类固醇喷雾：如丙酸氟替卡

松、布地奈德等，这类药物能够抑制局部免疫

反应，减少鼻黏膜肿胀和分泌物，从而改善鼻

塞情况。 它们适用于长期控制过敏性鼻炎的

症状，包括持续性的鼻塞。

3.

其他药物：如鼻渊通窍颗粒、孟鲁司

特钠咀嚼片等，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鼻塞

及其他过敏性鼻炎症状。

三、雾化治疗

雾化治疗是一种将药物直接作用于鼻黏

膜的治疗方法，能够快速缓解鼻塞、流涕等过

敏性鼻炎症状。通过局部给药的方式，雾化治

疗不仅能减少药物对胃肠道的刺激， 还能提

高药物的吸收率，从而更有效地控制症状。

四、避免过敏原

在治疗小儿过敏性鼻炎时， 避免接触已

知的过敏原至关重要。 家长应保持室内空气

清新， 定期更换床上用品， 避免孩子接触尘

螨、花粉等常见过敏原。此外，饮食均衡，增加

维生素

C

摄入， 也能增强孩子的免疫力，有

助于预防过敏性鼻炎的发作。

五、日常护理

除了上述治疗方法外， 日常护理同样重

要。家长应教导孩子正确擤鼻涕，避免用力过

猛导致鼻腔受损。 同时，可以让孩子多喝水，

保持鼻腔湿润，也有助于缓解鼻塞。 此外，适当

锻炼，增强体质，也能提高孩子对过敏原的耐受

能力。

六、脱敏治疗

对于部分严重过敏性鼻炎患儿， 脱敏治疗

可能是一种有效的长期解决方案。 脱敏治疗允

许患者长期接触小剂量过敏原， 使身体逐渐适

应并减少过敏反应。然而，脱敏治疗并不适用于

所有患者，且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总之， 小儿过敏性鼻炎虽然常见且可能反

复发作，但通过科学的治疗方法和日常护理，我

们可以帮助孩子缓解鼻塞症状，畅享自由呼吸。

家长应密切关注孩子的病情变化， 及时就医并

遵循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妇幼保

健院）

小儿过敏性鼻炎：缓解鼻塞，畅享呼吸

□

杨春敏

脑梗塞是由于脑动脉粥样硬化， 血管内

膜损伤使脑动脉管腔狭窄， 进而因多种因素

使局部血栓形成， 使动脉狭窄加重或完全闭

塞，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坏死，而出现神经

功能缺损。

那么，脑梗患者的日常护理要点有哪些呢？

一、心理护理

脑梗塞患者多由于急性发病而卧床不

起，生活不能自理，常有悲伤、烦躁、情绪抑郁

等情绪反应。

二、急性期的护理

1.

保持呼吸道通畅，防止窒息。 脑梗塞患

者应将头侧向一边，以便口水和呕吐物流出，

防止窒息。

2.

迅速控制患者的病因。 在医生的指

导下给予低盐低脂饮食， 并积极控制血压

及血脂。

3.

维持患者的水电解质平衡。 由于患者

常有进食障碍，可导致机体缺水，因此应给予

患者足够的饮水。

三、恢复期的护理

1.

康复训练： 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康复

训练，包括肢体的活动等。

注意患者的心理变化， 积极做好心理疏

导工作。鼓励患者保持乐观情绪，增强战胜疾

病的信心。

2.

防寒保暖： 冬季来临之后一定要注意

好防寒保暖措施， 特别是在室内温度过低时

也要及时进行调温，避免局部受压。对于热水

袋的使用也要谨慎对待。

3.

合理饮食： 在饮食方面要做出合理的

调整，多吃清淡易消化的食物，避免食用高脂

肪高热量的食物。同时要控制总热量摄入，多

食用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食物。

另外要遵循少食多餐的原则， 定时定量

进餐。

4.

定期到医院进行复查： 在病情稳定之

后也要定期到医院进行复查， 了解身体的恢

复情况， 一旦出现异常反应时也能够及时就

医治疗。

四、家庭护理要点

1.

保持环境清洁安静，注意保暖。

2.

急性期应将床头抬高以利于呼吸道分

泌物排出。

3.

做好皮肤护理，防止褥疮发生。每两小

时翻身一次，局部皮肤按摩。

4.

饮食以低盐、低脂、高蛋白、高维生素为

主。 少量多餐，防止进食过多发生呕吐等不适。

5.

鼓励病人多运动肢体，防止肌肉萎缩。

6.

观察病人有无意识障碍、头痛、恶心呕

吐、瞳孔变化等情况，以了解颅内压变化情况。

五、出院指导

1.

坚持服药，定期复查。如有不适及时就医。

2.

适当休息，合理饮食，避免过度劳累和

精神刺激。

3.

保持情绪稳定，预防复发。

4.

加强肢体功能锻炼，动作轻柔，防止意

外伤害。

5.

对于记忆力下降的患者，家属应加强看

护，防止走失。

6.

注意防寒保暖， 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

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

总之，脑梗患者的日常护理需要从多个方

面入手，包括心理护理、饮食调整、康复训练、

家庭护理以及出院指导等。

只有做好这些方面的护理工作，才能帮助

患者早日康复，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北县张北镇卫生院）

脑梗患者的日常护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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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探秘：腹部健康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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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冬彩

在医学领域，肠镜作为一种重要的检查

手段， 对于早期发现肠道疾病具有重要意

义。 本文将围绕肠镜在结肠炎、肠息肉与大

肠癌的早期筛查中的应用进行科普介绍。

一、肠镜概述

�肠镜，全名电子结肠镜，是一种细长灵

活的软管，头端装有灯光、摄像头以及钳子，

从肛门进入大肠，一直到达小肠的末端。 通

过摄像头传回的图像，医生可以观察到肠道

内的情况，如果发现异常，还可以利用钳子

钳取病变组织进行病理检查。

二、结肠炎的肠镜筛查

结肠炎是直肠、结肠黏膜的非特异性炎

症病变，主要症状包括腹泻、腹痛、黏液便及

脓血便，严重者可能伴有消瘦、乏力等。 如果

不及时医治，反复发作的结肠炎可能在

8-15

年内发展为结肠癌。

肠镜是诊断结肠炎的重要工具之一。 通

过肠镜， 医生可以直观地观察到肠道黏膜的

充血、水肿、出血、糜烂和浅表性小溃疡等病

变，从而作出明确诊断。对于疑似结肠炎的患

者， 肠镜检查结合病理活检是确定诊断的金

标准。

三、肠息肉的肠镜筛查与治疗

肠息肉是指肠黏膜表面突出的异常生长

的组织，主要分为炎症性和腺瘤性两种。炎症

性息肉在炎症治愈后可自行消失， 而腺瘤性

息肉则不会自行消失，且有恶变倾向。

肠镜是检出息肉和确定其病变性质的最

有效措施。定期进行全结肠镜检查，并在肠镜

下进行干预治疗， 可以有效预防肠息肉的恶

变。对于符合内镜下治疗指征的息肉，可行内

镜下切除，并将切除标本送病理检查。

四、大肠癌的肠镜筛查

大肠癌，即结直肠癌，是最常见的消化道

恶性肿瘤之一。 其发生与高脂肪低纤维素饮

食、大肠慢性炎症、大肠腺瘤、遗传因素等有

关。大肠癌起病隐匿，早期常无明显的临床表

现，但病情发展较慢，预后相对较好。

肠镜是大肠癌筛查的金标准。通过肠镜，

医生可以直接观察到肠道内的病变， 并取活

检进行病理诊断。 对于高危人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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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结直肠癌家族史、大便隐血实验阳性者

等，应定期进行肠镜检查，以便及早发现和治

疗大肠癌。

五、肠镜筛查的重要性与注意事项

肠镜筛查对于预防和治疗肠道疾病具有重

要意义。通过早期筛查，可以及时发现并治疗肠

道病变，降低癌症发生的风险。 然而，肠镜筛查

并非人人适用，对于某些肠梗阻的病人，盲目进

行肠镜检查可能导致严重并发症。

此外， 公众应提高对肠镜筛查的认识和

主动性，积极参与体检和筛查，了解自己的健

康风险。

综上所述，肠镜作为一种重要的检查手段，

在结肠炎、 肠息肉与大肠癌的早期筛查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提高公众的认识和主

动性，加强科研技术的投入，我们有望实现更早

期的癌症发现和更高的生存率。

（作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肠镜探秘：结肠炎、肠息肉与大肠癌的早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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