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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作为消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

瘤之一， 其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逐年上升，

给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带来了严重威胁。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通过科学合理的饮食

习惯调整，我们完全有可能降低罹患结直肠

癌的风险。 以下几点科学饮食建议，助您远

离肠道癌魔。

1.�

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

膳食纤维是肠道健康的守护者，它能促

进肠道蠕动，缩短食物残渣在肠道内的停留

时间， 减少有害物质与肠黏膜的接触机会。

建议多吃全谷物（如糙米、燕麦）、豆类、蔬菜

（特别是绿叶蔬菜）和水果，这些食物富含不

可溶性纤维和可溶性纤维，对预防结直肠癌

大有裨益。

2.�

控制红肉和加工肉类的摄入

大量研究表明，频繁食用红肉（如牛肉、

猪肉）和加工肉类（如香肠、火腿、培根）与结

直肠癌的风险增加有关。 这些肉类在加工和

烹饪过程中可能产生致癌物质， 如多环芳烃

和

N-

亚硝基化合物。 因此，建议适量减少这

些肉类的摄入，用鱼、禽、豆制品等更健康的

蛋白质来源替代。

3.�

限制高脂肪饮食

高脂肪饮食， 特别是饱和脂肪和反式脂

肪的摄入，与结直肠癌的风险增加相关。这些

脂肪不仅会增加体重， 还可能影响体内激素

水平和肠道微生态平衡。选择低脂乳制品、橄

榄油等健康脂肪来源， 减少油炸食品和高脂

零食的摄入，有助于维护肠道健康。

4.�

多摄入抗氧化物质

抗氧化物质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硒和

类胡萝卜素等，能够中和体内的自由基，减少

细胞损伤，从而降低癌症发生的风险。新鲜水

果和蔬菜是这些抗氧化物质的宝库， 尤其是

色彩鲜艳的果蔬，如西红柿、胡萝卜、柑橘类

水果等，更应成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

5.�

保持适量饮水

充足的水分摄入有助于保持肠道通畅，

减少便秘， 从而避免粪便在肠道内滞留过久

而产生有害物质。 成人每日建议饮水量约为

1.5-2

升，具体还需根据个人活动量、环境温

度等因素调整。

6.�

戒烟限酒

吸烟和过量饮酒不仅直接损害肺部和肝

脏，也与结直肠癌的风险增加密切相关。戒烟和

限制酒精摄入，是维护全身健康，包括肠道健康

的重要措施。

总之， 科学合理的饮食习惯是预防结直肠

癌的重要防线。

通过增加膳食纤维、控制红肉和加工肉类、

限制高脂肪饮食、多摄入抗氧化物质、保持适量

饮水以及戒烟限酒等措施， 我们可以有效降低

结直肠癌的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肠道健康。

记住，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每一餐开始。

（作者单位：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在医院的深处，有一个令人敬畏而又至

关重要的地方———重症医学科。 这里是抢救

急危重症的前沿阵地，也是医院生死之间的

最后一道防线。 在这里，重症护理团队如同

生命的守护者。 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为危重症患者带来希望与温暖。

一、重症护理的定义

重症护理，也称为重症监护或危重症护

理，是针对病情严重、生命体征不稳定的患

者进行的专业护理服务。 这些患者通常因严

重感染、器官功能衰竭、创伤等原因而生命

受到威胁。 重症护理的目标是通过精密的监

测和专业的护理手段，稳定患者病情，为医

生的治疗提供有力支持，最终帮助患者恢复

健康。

二、重症护理的重要性

1.

提高生存率：重症护理团队通过密切

监控患者生命体征， 及时发现并处理病情变

化，显著提高患者存活率。

2.

减轻病痛：重症护理人员会运用镇痛、

镇静等手段，有针对性地缓解患者的痛苦。

3.

促进康复：重症护理不仅关注患者的

生理恢复，还注重心理和社会层面的康复，通

过心理疏导和康复训练，加速患者体能恢复，

提升生活品质。

三、重症护理的基本内容

1.

观察与评估： 全方位评估患者的生

理、心理和社会需求，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案。

2.

治疗与护理：实施个性化的治疗与护

理方案，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及日常护理

操作。

3.

心理疏导：密切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

提供心理疏导和安慰，帮助患者树立信心。

4.

康复训练：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制定

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包括肢体和语言训练等。

四、重症护理的关键技术

1.

无创呼吸支持：如面罩通气和鼻导管

通气，提供有效的通气功能和氧合功能，减轻

患者呼吸负担。

2.

血流动力学支持： 监测患者的血压、

心率等指标，评估循环功能，提供必要的药物

治疗和协助。

3.

心电监护：通过心电图监测患者心脏

电活动，及时发现心律失常等异常情况。

4.

营养支持：为患者提供合理的营养摄

入，满足机体需求，促进康复。

五、重症护理的人文关怀

重症护理不仅仅是技术的展现， 更是人文

关怀的体现。 护理团队通过与患者和家属的沟

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和顾虑，提供心理支持。

在患者意识清晰的情况下， 耐心倾听患者

的感受，给予安慰和鼓励，尊重患者的尊严，维

护家庭和谐。

重症护理是一项充满挑战但意义深远的工

作。在这个冰冷的仪器和繁琐的医学操作背后，

是护理团队对患者生命的关爱与守护。 他们用

专业技能和人性关怀的结合，为患者带来希望，

为生命注入温暖。

（作者单位：河北省邢台市第九医院

/

巨

鹿县医院）

浅谈重症护理的过程

□

杜朋帅

在医学的广阔领域中， 中医内科以其独

特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 展现了对于人体

健康与疾病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中医内科强

调从整体角度出发， 将人体视为一个有机统

一的整体，而非孤立器官或症状的总和。这一

理念在现代医学日益重视综合治疗和预防保

健的今天，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以下是中医内科智慧的几个关键点，帮

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身体疾病与健康。

1.�

阴阳平衡是健康之本

中医内科认为， 人体健康的基础在于阴

阳的平衡。 阴阳学说将宇宙万物分为对立统

一的两个方面， 人体内部也存在这样的平衡

机制。疾病的发生往往是阴阳失衡的结果，如

阴虚火旺、阳虚寒凝等。

治疗时，中医通过调整阴阳关系，如采用

温阳散寒、滋阴清热等方法，恢复机体的平衡

状态，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2.�

五行相生相克，脏腑功能相互关联

中医将人体内脏分为五脏六腑， 并通过

五行理论解释它们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 这

一理论不仅揭示了脏腑之间的生理联系，还

指导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例如，肝属木，心

属火，木生火，故肝病可影响心功能，治疗时

需兼顾两者。 这种整体观念有助于发现潜在

的健康问题，提前干预。

3.�

辨证施治，个性化治疗

中医内科强调“辨证施治”，即根据患者

的具体症状、体质、环境等因素，综合分析病

因、病性、病位，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一

疾病在不同人身上可能表现为不同的证候，

因此治疗方法也需相应调整。 这种个体差异

化的治疗思路， 体现了中医对个体差异的高

度尊重。

4.�

预防为主，调养身心

中医内科不仅关注疾病的治疗， 更重视

疾病的预防与养生。 通过调整饮食、作息、情

绪等生活方式，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

中医提倡“治未病”，即在疾病尚未发生

时采取措施，维护身体的和谐状态。 此外，中

医还强调心理健康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倡

导身心同治。

5.�

调和气血，促进自愈

气血是中医理论中的基本概念， 气血流畅

是身体健康的基石。 中医内科通过药物、针灸、

推拿等手段，调节气血运行，促进新陈代谢，加

速组织修复，激发机体自身的自愈能力。这种治

疗思路强调调动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 而非单

纯依赖外力。

综上所述， 中医内科的智慧在于其从整体

视角看待身体疾病与健康，通过调整阴阳、脏腑

关系，实施个性化治疗，强调预防与调养，以及

促进气血调和，达到维护人体健康、治疗疾病的

目的。这一理念不仅丰富了医学的内涵，也为现

代人追求全面健康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作者单位： 河北省直属机关第二门诊部）

心脏病作为现代生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

健康威胁，影响着无数患者的生活质量。近年

来， 科技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心脏病的

治疗方式， 从心律失常的治疗到心脏起搏的

应用，这些进步不仅提高了治疗效果，还为患

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一、心律失常的治疗

心律失常是指包括心脏冲动频率、节律、

起源部位、传导速度与激动顺序的异常，常见

治疗方式包括药物治疗、 非药物治疗和手术

治疗。

1.

药物治疗： 通过使用抗心律失常药

物，如钠通道阻滞剂、

β

受体阻滞剂和钾通道

阻滞剂等，调节心脏的电生理活动，恢复正常

心律。

然而，药物治疗可能存在副作用，需根据

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和剂量。

2.

非药物治疗： 包括电除颤和电复律。

电除颤常用于心室颤动等危及生命的心律失

常，能迅速终止异常心律；而电复律则适用室

上性心动过速、心房颤动、心房扑动等情况。

3.

手术治疗：如心脏射频消融术，通过

导管将高频电流引入心脏， 消除异常的电生

理通路，从而治疗心律失常。

对于某些严重的心律失常， 可能需要进

行心脏起搏器植入术或心脏再同步化治疗。

二、心脏起搏治疗

心脏起搏治疗是通过人工心脏起搏器发

放一定形式的脉冲电流， 经过导线和电极传

递，刺激心脏，使之激动和收缩。

这种治疗方法在心脏传导系统受损或心

率过慢时尤为重要。

1.

起搏器植入：起搏器是一种小型电子

设备， 植入体内后， 能持续监测心脏的电活

动，并在必要时发放电脉冲，刺激心脏跳动。

起搏器植入术已成为治疗心动过缓等心脏传

导系统疾病的常用方法。

2.

术后护理：起搏器植入后，患者需要

接受全面的临床护理服务， 包括观察局部有

无渗血，预防并发症，等。

三、科技推动心脏病治疗的新进展

近年来， 科技在心脏病治疗领域取得了

许多突破性的进展。

1.

基因治疗：通过改变患者的基因表达

来治疗心脏病， 为遗传性心脏病等疾病提供

了新的治疗途径。

2.

干细胞治疗：将干细胞注入受损的心脏

组织中，可以促进心肌细胞的再生和修复，从而

改善心脏功能。

3.

人造心脏肌肉补丁：通过人工培育的心

肌细胞制成补丁样的组织， 直接修补受损的心

脏区域。

这项技术不仅能填补受损部位， 还能重新

激活受损的心肌细胞，使之恢复功能。

科技的进步为心脏病的治疗带来了革命性

的变化。从心律失常的治疗到心脏起搏的应用，

再到基因治疗、 干细胞治疗和人造心脏肌肉补

丁等新技术的发展， 这些创新不仅提高了治疗

效果，还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更长的生命。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市第一医院）

科技进步为心脏病的治疗带来革命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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