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颞下颌关节是连接下颌骨和颅骨的重要

关节， 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然而， 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姿

势，很多人经常遭受颞下颌关节疼痛的困扰。

本文将详细介绍颞下颌关节疼痛的原因，并

提供一些科学有效的方法来调整生活习惯，

促进颞下颌关节的改建。

一、颞下颌关节疼痛的原因有哪些？

颞下颌关节疼痛是一种常见的口腔疾

病，其通常由多种因素引起。错误的咀嚼方式

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过度咀嚼：有些人在进食时喜欢过度

咀嚼食物， 这样会使颞下颌关节处于长时间

的紧张状态， 导致关节肌肉疲劳和疼痛。 因

此，适当控制咀嚼次数和力度非常重要。

2.

咀嚼偏向一侧：有些人习惯将食物咀

嚼偏向一侧， 这会导致颞下颌关节负荷不均

衡，进而引发疼痛。正确的咀嚼方式应该是将

食物均匀地分布在口腔中，避免单侧咀嚼。

3.

错误的咀嚼动作：一些人在咀嚼时使

用错误的动作， 比如用牙齿夹住硬物或者用

力咬合，这样会增加颞下颌关节的负荷，导致

疼痛。 正确的咀嚼动作应该是轻柔地将食物

压碎，避免用力咬合。

4.

错误的姿势：在咀嚼时，头颈部的姿势

对颞下颌关节的健康至关重要。 长时间保持

不良姿势，比如低头看手机或者工作时弯腰，

会使颞下颌关节处于不稳定状态， 容易引发

疼痛。 正确的姿势是头部保持直立， 颈部放

松，避免过度弯曲或者扭转。

5.

咬硬物：一些人习惯性地咬硬物，如笔、指

甲，这样会增加颞下颌关节的压力，导致疼痛。

应该尽量避免咬硬物，保持口腔的自然状态。

错误的咀嚼方式是导致颞下颌关节疼痛

的重要原因， 为了预防和缓解颞下颌关节疼

痛，我们应该养成正确的咀嚼习惯，如适度咀

嚼、均衡咀嚼、正确的咀嚼动作、正确的姿势

以及避免咬硬物。 如果出现持续性的颞下颌

关节疼痛，建议及时就医，接受专业治疗。

二、颞下颌关节疾病的主要症状？

颞下颌关节疾病是指患者颞下颌关节及其

周围组织发生功能异常或病理改变，引起相应症

状和体征的一类疾病。 该疾病常见于年轻人群，

特别是女性，其典型症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颞下颌关节疼痛：患者常感觉到颞下颌

关节区域的疼痛， 可以是持续性的或阵发性

的，并可能放射至耳朵、太阳穴、颧骨等部位。

疼痛程度可以从轻微不适到剧烈疼痛不等。

2.

下颌运动受限：患者在开口或咀嚼时

可能会感到下颌活动受限， 无法完全张开口

或闭合口。 这种受限可能伴随着疼痛或不适

感，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和进食。

3.

颞下颌关节咯吱声：患者在开口或闭

合口时可能会听到关节咯吱声， 类似于摩擦

音。这种咯吱声可能伴随着疼痛或不适感，且

在关节活动时更加明显。

4.

面部肌肉紧张：颞下颌关节疾病患者

常常伴有面部肌肉紧张的症状。例如，患者可

能会出现面部肌肉痉挛、咬肌肥大等，导致颜

面外形改变。

5.

头痛和颈痛：颞下颌关节疾病可以引

起头痛和颈痛， 这些症状往往与颞下颌关节

疼痛同时存在。疼痛可能是单侧或双侧的，发

作性或持续性的。

三、 如何通过调整生活习惯促进颞下颌

关节改建

在决定进行颞下颌关节改建前， 要先反

思自身生活习惯，并作出调整。

1.

控制咀嚼。 过度咀嚼坚硬的食物会给

颞下颌关节施加过大的压力， 增加关节紊乱

的风险。 因此，要尽量避免咀嚼坚硬的食物，

如坚果、硬果、硬糖等，并将食物切成小块，慢

慢咀嚼，能有效减少关节的负担。

2.

改变咀嚼方式：有些人喜欢只用一侧的

牙齿咀嚼食物，会导致颞下颌关节不平衡。 我

们应该尽量平衡地使用双侧牙齿咀嚼食物，从

而减轻关节的压力。

3.

改善姿势：长时间保持不良姿势，如低头

看手机或电脑， 会增加颞下颌关节的紊乱风

险。 我们应该保持正确的坐姿和站姿，保持头

部与身体的正常对齐。

4.

减少咬合力：有些人习惯通过咬合牙齿

来发泄情绪， 会给颞下颌关节带来额外的负

担。 我们要使用其他方式来释放情绪，如进行

运动、听音乐、与朋友交流等。

5.

避免咬硬物：有些人习惯用牙齿咬开硬

物，如开瓶盖、咬指甲，这种行为会损伤牙齿和

颞下颌关节。 我们要避免将牙齿用于咬硬物，

而是使用合适的工具来完成这些任务。

通过调整生活习惯，能减少颞下颌关节紊

乱的风险，但如果已经出现颞下颌关节紊乱的

症状，如疼痛、肿胀等问题，要及时就医，并进

行颞下颌关节改建。医生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

情况，提供个性化治疗方案，帮助恢复颞下颌

关节的正常功能。

（作者单位：广西贵港市覃塘区人民医院）

如何通过调整生活习惯促进颞下颌关节改建

□

黄厚鲜

B10

在医学的广阔天地里， 超声引导下的穿

刺活检犹如一盏明灯， 为医生和患者照亮了

前行的道路。 它结合了现代医学影像技术的

精准与穿刺活检的有效性， 不仅提高了诊断

的准确性， 更在保障患者安全方面展现出卓

越的优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神奇

的医学世界， 探索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背后

的精准与安全之道。

一、什么是穿刺活检

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活检是一项高度专业

的医学技术，它利用外径仅为

0.5mm

的

25G

穿刺针，在

B

超的精确引导下，将针尖准确

刺入患者体内疑似病变的部位。 这一步骤需

要医生具备丰富的医学知识和精细的操作技

巧，确保穿刺过程的安全和准确。一旦穿刺针

到达目标位置， 医生将通过针尖取出少量组

织样本。这些样本随后被送往病理实验室，由

专业的病理医生进行详细的病理学检测。 通

过对组织样本的细胞结构、异型性、分化程度

等方面的综合分析， 病理医生能够判断病变

的性质，即良性或恶性。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活

检在医学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它能够提

供准确的组织学信息， 帮助医生制定个性化

的治疗方案， 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手术和治疗

风险。 这一技术的精确性和安全性得到了广

大医生和患者的认可和信赖。

二、活检的适应症

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的适应症：

1.

疑似恶性肿瘤：对于疑似恶性肿瘤的

患者， 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能够明确病变的

性质，为后续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2.

不明原因肿块：对于身体各部位出现

的不明原因肿块， 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能够

明确肿块的性质， 帮助医生制定合适的治疗

方案。

3.

评估治疗效果：对于已经接受治疗的

患者， 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能够评估治疗效

果，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三、禁忌症

虽然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具有诸多优

点，但并非所有患者都适合进行此项检查。以

下是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的禁忌症：

1.

凝血功能障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

在穿刺过程中容易出现出血并发症， 因此不

适合进行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

2.

严重心肺功能不全：严重心肺功能不

全的患者在穿刺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呼吸困

难、心律失常等严重并发症，因此应谨慎选择

此项检查。

3.

穿刺部位感染：对于穿刺部位存在感

染的患者， 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可能会加重

感染，应待感染控制后再行检查。

4.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对于孕妇及哺乳

期妇女， 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可能会对胎儿

或婴儿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应尽量避免进行

此项检查。

5.

不能配合检查的患者：对于不能配合

检查的患者，如精神异常、躁动不安等，超声

引导下穿刺活检可能难以顺利进行， 因此应

选择其他检查方法。

五、活检的优势

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具有以下优势：

1.

精准度高：无需担心辐射问题，实时监

测功能确保操作安全，且可多次重复进行。以

甲状腺结节穿刺活检为例，即使是

1cm

的小

结节， 也能在超声引导下进行精准的细胞学

活检。在此过程中，医生和患者都能实时看到

病灶和针尖的准确位置， 从而确保操作的精

确性和安全性。

2.

并发症少：与传统的开放性手术相比，

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的并发症发生率更低，

如感染、出血等风险均显著降低。

3.

恢复快：由于创伤小、并发症少，患者

在进行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后恢复较快，缩

短了住院时间，降低了医疗成本。

4.

可重复性强：对于需要多次活检的患者，

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可重复进行， 不会对患者

的身体状况造成严重影响。

5.

广泛的应用范围：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

可应用于全身各个部位的病变组织获取， 为临

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6.

麻醉风险小：该技术主要以局部麻醉为

主，大幅降低了全身麻醉可能带来的风险，让治

疗过程更加安心。

六、注意事项与术前准备

1.

术前评估：在进行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

前，医生会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包括病史、

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查等，以确保患者适合进行

此项检查。

2.

术前准备：患者在进行超声引导下穿刺

活检前应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如保证充足

的睡眠、避免剧烈运动等。 同时，患者应提前

告知医生自身的身体状况、 药物过敏史等相

关信息。

3.

术后护理：患者在完成超声引导下穿刺

活检后，应注意休息、避免剧烈运动、防止穿

刺部位感染等。 同时，患者应密切关注自身身

体状况的变化， 如出现不适或异常症状应及

时就医。

（作者单位：广西贵港市覃塘区人民医院）

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的适应症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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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一种常见且危险的心血管疾

病，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范围内的健康难题。

传统上， 中西医在对待疾病方法和理念上存

在较强差异。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

医学研究持续深入， 许多证据表明中西医结

合治疗冠心病具有显著的优势。 本文将探讨

中西医联姻在冠心病治疗中的应用， 以及这

场生命与疾病之间的博弈。

一、 影响冠心病的可变危险因素主要有

哪些呢？

1.

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是最为常见的不

良生活习惯， 烟草中的有害物质会引起血管

收缩、血小板聚集等现象，从而增加冠心病的

风险。 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也是重要的危险因

素，高盐、高脂肪、高糖的饮食会导致血压升

高、血脂异常等，从而增加患冠心病的风险。

2.

缺乏体力活动。 长期久坐不动、缺乏适

度的运动会导致出现肥胖、高血压等问题，进

而增加患冠心病的风险。 适度的体力活动能

提高心脏功能和血管弹性， 减少冠心病的发

生概率。

3.

长期的精神压力和情绪问题。过度的工

作压力、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会导致神经内

分泌系统失调，增加冠心病的风险。因此，保持

良好的心理状态对于预防冠心病至关重要。

4.

慢性病。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会

增加冠心病的发病率， 这些慢性病会损坏心

血管系统，从而加剧冠心病的发展。

二、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冠心病的特色和

优势

近年来， 中西医结合治疗方式在冠心病

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显著的成效。中

西医结合治疗能综合考虑病情和患者个体差

异。 中医注重整体观念，通过望、闻、问、切等

方法对患者进行综合诊断，分析病因和病机，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西医则侧重于病理

学和生物医学等方面的研究， 通过现代医学

技术对冠心病进行深入诊断。 中西医结合治

疗可综合两种医学的优势， 针对不同患者的

病情差异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提高治疗

的针对性。同时，中西医结合治疗注重预防和

康复。中医强调“既已病治未病”，通过调理人

体阴阳平衡、 气血流通等方法进行疾病的预

防和康复；西医则注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通

过药物、手术等方式来控制疾病的发展。中西

医结合治疗综合考虑预防和康复的因素，通

过中医的中药、针灸、推拿等手段调理人体机

能，并运用西医技术进行病情监测，使治疗更

加全面。 并且，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副作用较

低， 传统西医治疗方式往往依赖于药物和手

术，但这些治疗方法常常会产生各种副作用，

如药物对肝肾功能的损害， 手术后的恢复期

等。 而中医治疗冠心病注重调整患者体质和

内环境，强调自身抵抗力的提高，减少对药物

的依赖，从而控制副作用的发生。

三、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的方法有哪些？

冠心病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传统中医和西医结合

治疗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冠心病的治疗中，取

得良好的效果。 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的方

法有很多，其中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心

脏康复等。

1.

药物治疗。西医药物如

β

受体阻断剂、

钙通道阻滞剂、 抗血小板药物等有效控制心

绞痛、稳定冠状动脉病变、预防血栓形成；而

中医药物则注重调理全身气血， 增强机体自

我修复能力。 常用的中药有丹参、川芎、三七

等，这些药物能改善微循环、减轻心肌缺血，对

于冠心病患者有较强的疗效。

2.

手术治疗。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术（

CABG

）

是一种常见的手术方法，通过搭桥或取血管移

植来改善心肌供血，减轻心绞痛症状。 而冠脉

支架术（

PCI

）则是通过在狭窄的冠状动脉内放

置支架来扩张血管，恢复血流通畅。 这些手术

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3.

心脏康复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的重

要环节。 通过合理的运动训练、心理疏导和营

养指导等综合干预措施，能提高冠心病患者的

心肺功能，减少心脏负荷，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概率；中医的针灸、推拿等疗法也可帮助患者

舒缓症状，提高心脏功能。

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的方法多样，每个

患者的治疗方案都应该根据其具体病情来制

定。 中医强调整体观念和个体化治疗，西医则

注重药物和手术的应用。 两种医学的结合能够

发挥各自的优势，为冠心病患者提供更全面的

治疗方案，帮助他们恢复健康。

（作者单位：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西医结合在冠心病治疗中的应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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