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化内科，一个专注于人体消化系统健

康的重要科室，它涵盖了从口腔到肛门的所

有消化过程。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详细探

讨从餐桌到马桶的消化内科知识，以便您更

好地了解和保护自己的消化系统健康。

一、口腔健康：餐桌的门户

口腔是餐桌的门户，是消化系统的第一

道防线。 保持口腔卫生对于预防消化系统疾

病至关重要。 定期刷牙、使用牙线、漱口等良

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有助于预防龋齿、牙周病

等口腔问题。 此外，饮食要均衡，避免过多的

甜食、油腻食物和高盐食品，以降低消化系

统疾病的风险。

二、食管健康：食物的通道

食管是食物进入胃部的通道，其健康状

况直接关系到消化系统的整体功能。 保持食

管健康的秘诀在于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如

细嚼慢咽、避免暴饮暴食、尽量避免吃过热

或过冷的食物等。 此外，戒烟、戒酒也是保护

食管的重要措施。 如果感到食管不适，如疼

痛、烧心、吞咽困难等，应及时就医。

三、胃部健康：食物的加工厂

胃部是食物的主要加工场所，通过胃酸

和消化酶的作用，将食物分解为身体所需的

营养物质。 保持胃部健康的关键在于规律饮

食，避免过度饥饿或暴饮暴食。 饮食要均衡，

避免过多油腻、辛辣、刺激性食物，以保护胃

黏膜。 同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充足的

睡眠也有助于维护胃部健康。

四、肠道健康：食物的出口

肠道是食物最终消化的场所，也是身体

吸收营养物质的主要通道。 保持肠道健康的

关键在于保持饮食卫生，避免摄入不洁食物

和过期食品。 此外，规律排便也是维护肠道

健康的重要措施。 如果有便秘、腹泻、腹痛等

肠道不适症状，应及时就医。

五、幽门螺杆菌：消化系统的隐形杀手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细菌

感染，与许多消化系统疾病密切相关。 如果

您感到胃部不适，尤其是伴有腹胀、反酸、嗳

气等症状时，应及时就医进行幽门螺杆菌检

测。 如果检测结果阳性，应在医生指导下采

取规范的治疗措施， 以根除幽门螺杆菌，降

低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风险。

六、预防胃肠癌症：消化内科的重要任务

胃癌和肠癌是消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

与不良的饮食习惯、遗传因素、幽门螺杆菌感染

等密切相关。作为消化内科患者，除了遵循上述

建议外，还应定期进行胃肠镜检查，以便及时发

现早期肿瘤病变并进行干预。同时，保持良好的

心态、均衡饮食、适量运动等生活方式也有助于

降低胃肠癌症的发生风险。

结语

消化内科知识全攻略旨在帮助读者了解和

保护自己的消化系统健康。从餐桌到马桶，我们

探讨了口腔、食管、胃部、肠道等多个方面的知

识。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饮食习惯和作息规律

是维护消化系统健康的基本要求。 让我们携手

共进，关爱自己的消化系统健康。

（作者单位：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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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卫常识

消化内科知识全攻略

□杜超

亲爱的读者们， 欢迎您加入微生物世

界的知识之旅！在我们的探索过程中，我们

将一起解开从细菌到病毒， 从原生生物到

古菌这些微观生物的奥秘。 这个过程中充

满了奇迹， 科学证据的解读也将逐步解开

许多人类疾病与这些微生物之间的关系。

在此， 我们为您准备了这份全方位解析的

科普材料， 让我们一起开始这场精彩的旅

程吧！

一、微生物概述

微生物是地球上数量庞大且种类繁多

的微小生物， 它们广泛存在于我们生活的

环境中。从细菌到病毒，微生物涵盖了广泛

的生物分类， 它们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成

为疾病的病原体。

二、细菌

细菌是最原始、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

它们形态各异， 大小一般在 0.5 微米到 50

微米之间。虽然细菌结构简单，但它们却能

完成复杂的生命活动，包括代谢、生长、分

裂和移动等。 细菌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感染

人体，例如通过伤口感染、食物中毒等。

三、病毒

病毒是比细菌更小的生物体， 仅由一

个或多个核酸分子（DNA 或 RNA）和蛋白

质外壳组成。 病毒只能通过宿主细胞进行

复制和繁殖，这使得病毒具有高度特异性。

病毒可以引起各种疾病，如感冒、流感、艾

滋病等。

四、微生物检验的重要性

微生物检验在公共卫生领域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可以帮助医生诊断疾

病， 而且可以提供对传染病控制和预防策

略的有力支持。通过检测感染患者的样本，

微生物检验师可以确定感染类型并采取相

应的治疗措施。

五、常见的微生物检验方法

1.�培养法： 将病原体样本放在特定的

培养基中， 使其在适宜的环境下生长和繁

殖。 这种方法可以识别新的病原体并确定

其种属。

2.�免疫学方法：利用抗原 - 抗体反应

的原理， 通过检测患者血清或体液中的抗

体或抗原来诊断疾病。 这种方法在病毒和

细菌的检测中非常常见。

3.�分子生物学方法： 利用核酸杂交或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等技术检测病原体

核酸。 这种方法对于病毒和未知病原体的检

测特别有效。

六、未来展望

随着科技的进步， 微生物检验将越来越

依赖于先进的生物技术，如基因编辑、纳米技

术和人工智能等。 这些技术将有助于开发更

精确、更快速的诊断方法，为公共卫生领域提

供强大的支持。 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微生

物的多样性及其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 因此

我们需要更加全面和系统地研究微生物。

总结：从细菌到病毒，微生物世界充满了

神秘和奇妙。 通过全面的解析，我们能够更好

地理解这些微小生命的奥秘， 从而为预防和

治疗疾病提供科学依据。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

索这个奇妙的微生物世界吧！

（作者单位： 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医院）

分娩过程的全解析

□王朔

微生物检验：从细菌到病毒的全方位解析

□张洪霞

分娩， 作为女性生育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是胎儿及其附属物从临产开始到从母体

内全部娩出的过程。 从产科视角出发，整个

分娩过程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产程、第二

产程和第三产程。

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变化和应对方

法，下面将详细解析这三个阶段。

第一产程：漫长而关键的起点

第一产程是分娩旅程的起点，从规律宫

缩开始直到宫口完全打开。 对于初次分娩的

孕妇，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大约 11-12 小时，

而对于有分娩经验的孕妇， 则通常需要 6-8

小时。

宫缩的变化：宫缩在第一产程中是逐渐

加强的。 在产程开始时， 宫缩持续时间短

（10-20 秒），间歇时间长（5-6 分钟），强度较

弱。 随着产程的进展， 宫缩间隔时间缩短

（2-3 分钟），持续时间变长（30-40 秒），到宫

口快开全时， 持续时间会达到 50-60 秒，间

隔 1分钟。

宫颈的变化： 宫颈管会缩短和消失，宫

口逐渐扩张，胎头逐渐下降，胎膜破裂（即羊

水破了）。 这些变化都是为了确保胎儿的顺

利降生。

孕妇的建议：在这一阶段，孕妇可以少

量多次进食高热量易消化的食物， 补充体

力。 宫缩间歇期可以下床活动，帮助产程推

进。 但避免大喊大叫和用力过度，以免消耗

过多体力。

第二产程：胎儿娩出的关键时刻

第二产程是从宫口完全打开到胎儿娩

出的过程。 对于初次分娩的孕妇，这一阶段

通常不超过 3小时，而对于有经验的孕妇，则

不应超过 2小时。

胎儿的娩出：在这一阶段，孕妇的外阴

和肛门区域会受到较大的压力，胎儿将逐渐

下降，通过外阴娩出。 孕妇需要配合接生医

生正确用力，宫缩时节先吸气屏住，然后用

力往外推，等宫缩停的时候，就停下来休息。

孕妇的感受：孕妇在这一阶段可能会感到强

烈的便意，这是胎儿压迫直肠所致。 同时，外

阴和肛门区域可能会感到肿胀和膨隆。

第三产程：胎盘娩出的收尾阶段

第三产程是胎盘从子宫内壁剥离并娩

出的过程， 通常在胎儿出生后的 5-30 分钟

内完成，最长不超过 30分钟。

胎盘的娩出：在胎儿娩出后，子宫会继

续收缩，帮助胎盘顺利地从内壁剥离。

孕妇可能会有轻微的宫缩感， 伴随着少量

出血。 如果胎盘在 30 分钟内没有自行娩出，则

需要手动剥离。

产后的观察：胎盘娩出后，医护人员会进行

检查，以确保胎盘的完整性。 同时，助产士会帮

助宝宝进行简单的检查和处理， 然后送到母亲

的怀抱中。孕妇需要在产后观察 2小时，以确保

没有并发症的发生。

结语

分娩过程是一个充满挑战和艰辛的过程，

但也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喜悦的过程。 孕妇在分

娩过程中需要学会配合医生，正确用力，保持放

松和信心。同时，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和鼓励也是

非常重要的。通过了解分娩过程的知识和技巧，

孕妇可以更加从容地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市妇幼保健院）

骨骼创伤后的科普知识

□张振梁

在人体的复杂构造中， 骨骼扮演着支

撑、保护与运动的关键角色。它们坚韧而富

有弹性，如同生命的基石，支撑着我们日常

的活动与梦想。 然而，当遭遇意外创伤，骨

骼的完整性受到挑战， 一场关于修复与重

生的奇妙旅程便悄然开启。 本文将通过几

个关键阶段， 为您揭示骨骼在创伤后的重

生故事，同时融入医学科普知识。

1.�初步应急：急救与稳定

创伤发生时， 首要任务是迅速采取急

救措施，以控制出血、减少疼痛并防止进一

步损伤。对于骨折患者，正确的固定至关重

要，这不仅能减轻疼痛，还能避免骨折端移

位造成血管、神经的二次伤害。现代急救技

术如使用夹板、绷带或紧急呼叫专业救援，

为后续的医疗干预赢得了宝贵时间。

2.�诊断评估：X 光与 CT 扫描

到达医院后， 医生会利用 X 光或 CT

（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对受伤部位进行

详细检查，以确定骨折的类型（如开放性、

闭合性、粉碎性等）、位置及是否伴有周围

组织损伤。 这些高精度的影像学检查是制

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基础。

3.�治疗选择：保守治疗与手术介入

根 据骨折的严重程度， 治疗方案可分为

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类。 保守治疗主要

通过复位（手法或牵引）、固定（石膏、支具）

及康复锻炼促进骨折愈合。 而手术治疗则

适用于复杂骨折，通过内固定（如钢板、螺

钉）或外固定架，精确复位并稳定骨折端，

为骨骼再生创造最佳条件。

4.�骨骼愈合：生物学奇迹

骨骼具有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 这一

过程称为骨愈合， 大致分为血肿机化演进

期、原始骨痂形成期、成熟骨痂期和骨痂改

造塑形期。 在骨折后， 身体会迅速形成血

肿，随后转化为纤维组织，进而形成软骨样

骨痂。随着时间的推移，软骨逐渐被硬骨替

代，骨折线逐渐模糊直至消失。 此间，充足

的营养（特别是钙、维生素 D）、适当的应力

刺激以及规律的康复训练， 都是加速愈合

的重要因素。

5.�康复之路：重建功能与生活质量

骨折愈合并非终点，恢复关节功能、肌

肉力量和日常生活能力才是最终目标。 康

复计划通常包括物理治疗、 职业治疗和心理

支持， 旨在逐步增加活动范围、 增强肌肉力

量，并帮助患者重新适应日常生活和工作。 耐

心与坚持是康复过程中的关键， 而积极的心

态更是促进全面恢复的重要动力。

结语

骨骼的创伤与重生， 不仅是对身体的一

次考验，更是对意志与希望的磨砺。 随着医学

技术的不断进步，从急救到治疗，再到康复，

每一步都充满了科学与人文的关怀。 每一次

骨折的愈合，都是生命不屈不挠、自我修复能

力的见证。 让我们珍惜这份来自身体深处的

力量，以更加坚韧的姿态，迎接生活中的每一

个挑战。

（作者单位：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