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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长都在担心麻醉会影响孩子的生

长发育、智力，使孩子记忆力变差，真的是这

样吗？

关于家长所担心的问题， 临床医生也做

过对比研究，研究表明，大于 3 岁的儿童经过

短时间（或一次）全身麻醉手术，一般对儿童

身体发育、智力不会造成影响；但是如果低龄

儿童（＜3 岁）长时间或反复进行全身麻醉或

应用镇静药物， 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儿

童的智力发育（但也不能排除是术后其他因

素影响的，如疼痛、术后并发症等）。 所以，一

般对于单次、短时间内的小儿手术麻醉，一般

不会影响其身体发育及智力。 全身麻醉对孩

子来说是最安全的一种麻醉方法， 这样可以

减轻孩子对于手术环境的恐惧， 减轻孩子的

痛苦。

一、儿童麻醉类型

一般分为全身麻醉和局部麻醉。

1

、全身麻醉：全身麻醉（简称全麻）是指

麻醉药物通过呼吸吸入和（或）静脉注射、肌

内注射等途径进入体内， 并作用于中枢神经

系统，从而对全身起到麻醉作用的一种方法。

全麻后，孩子意识会消失、完全镇痛、肌肉松

弛及应激反应受到控制。

2

、局部麻醉：局部麻醉是将局麻药物

沿手术切口线分层注入组织内， 以使神经

末梢受到阻滞作用， 从而达到麻醉效果的

一种方法。

二、儿童麻醉前准备

1

、 遵医嘱禁饮禁食：≤36个月的婴幼儿

应禁食 6 小时、 禁水 2 小时；＞36 个月的儿

童，应禁食 8小时、禁水 2小时。

2

、配合医生做好备皮：家长要帮孩子洗

澡擦身，清洁皮肤。 大的儿童可以自行清洗。

家长还要帮孩子修剪指甲， 大的儿童可以自

行解决。 配合医护人员，剃除手术部位的毛发

（也就是备皮）（如开颅手术， 儿童应剔除头

发），根据手术部位剔除不同部位的毛发。

3

、手术麻醉前确保儿童良好睡眠：术前

家属应该注意儿童的睡眠质量， 对于焦虑的

儿童，家长可以进行开导，及时排解其紧张情

绪。 必要时可告知医生，可给予药物治疗。

三、全身麻醉不会影响孩子记忆力

儿童要想要顺利进行手术， 麻醉是必经

过程。 但是麻醉药物在人体内代谢很快，对人

体影响极小（这也是麻醉后患者能够很快醒

来的原因）。 全麻药物会随着人体的新陈代谢

被分解、排出体外（如经肝、肾、呼吸等途径。）

我们都会知道， 人体大脑结构复杂， 分工协

作，每个区域各司其职，又相互联系，掌控、调

节着的人体的生命活动。 如海马区控制着与

学习相关的记忆， 记忆是在大脑海马体中形

成的。 通过实验表明，麻醉药物不会针对海马

区（掌管记忆的区域）产生严重刺激（伤害）。

所以，麻醉只是暂时对儿童的神经进行抑制，

并不会改变大脑的结构和功能。 所以，也不会

影响孩子的记忆力。

四、全身麻醉对孩子智力的影响

麻醉是否影响孩子的智力呢？ 关于这个

问题目前还有争议， 因为孩子的智力发育与

多种因素相关， 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的还有

待研究。 大数据有关报道，＞3岁的儿童手术

时进行全麻对智力不会有影响。 但是有关实

验表明，＜3岁的儿童在应用麻醉剂或镇静剂

后有可能会影响儿童大脑发育（以多次麻醉

或＞3 小时的长时间麻醉为主）（目前还不确

定）。 所以，对于 3岁以下儿童,多次长时间的

全麻可能对儿童智力造成影响， 但目前依旧

存在争议。

五、儿童麻醉注意事项

家长作为监护人， 应该注意儿童术前

麻醉用药，应该严格遵医嘱执行。 麻醉前用

药，如地西泮或咪达唑仑，术前 15-20 分钟

口服。 阿片类药最好禁止使用，因其产生呼

吸抑制。

一定要遵医嘱进行禁食禁饮， 避免发生

误吸。

六、麻醉对孩子的危害

麻醉一般情况下都是安全的， 但是由于

儿童各器官发育未成熟， 对麻醉药物敏感度

会增高， 正常剂量麻药就可能导致儿童苏醒

延迟或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但是总体来说， 麻醉只要严格按照流程

操作，是非常安全的，一般甚少发生危险。 但

是对于麻药过敏或过敏体质的孩子来说，一

定要注意，术前一定要与麻醉医生进行沟通。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

手麻科）

儿童麻醉手术的身体风险考量

苗自甫

在当代社会， 肿瘤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健

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全球范围内，肿瘤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持续攀升，给个体、家庭乃至社会

带来沉重的负担。然而，肿瘤的治疗效果与其

发现的时间有着密切关系。早期发现肿瘤，能

够显著提高治疗成功率，降低治疗难度，同时

减少医疗开支。因此，了解和识别早期肿瘤信

号成为提高人类健康水平的关键一环。 本文

为大家介绍早期肿瘤信号的识别及其重要

性，以期提高公众的防癌意识和早筛能力。

一、早期肿瘤信号的多样性

早期肿瘤信号的多样性意味着识别的难

度也随之增加。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早期肿瘤信

号的类型，这些信号往往初期不明显，但随时

间推移可能会逐步加重：

1.

新发生的或持续性

的痛感：这种痛感通常与患者以往的疼痛经历

不同，可能是内脏肿瘤或骨髓肿瘤压迫周围组

织的结果。

2.

体表变化：包括新出现的痣、皮肤

颜色和质地的变化、乳房皮肤的内陷或橘皮现

象等， 这些往往是皮肤癌或乳腺癌的早期表

现。

3.

排泄系统变化：如尿血、大便潜血或排便

习惯的异常变化，可能是泌尿系统或消化系统

肿瘤的早期信号。

4.

系统性症状：如持续性的低

热、夜汗、乏力、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可能是

体内某种肿瘤活动的反映。

5.

呼吸改变：持续性

的咳嗽、呼吸困难或声音嘶哑可能与呼吸系统

相关的肿瘤有关。

6.

消化系统表现：比如吞咽困

难、反复的消化不良、胃部不适等，可能预示着

消化系统肿瘤的存在。

二、早期肿瘤信号的识别方法的进步

早期肿瘤信号的检出不仅依赖于患者和

医生的警觉性，也需要借助科技的力量。 以下

是目前常见的一些早期识别方法：

1.

影像学检

查： 如 CT、MRI、PET-CT 等高精度影像学

技术，可发现体内极小的肿瘤。

2.

实验室检测：

包括血液、尿液中的肿瘤标志物检测，早期发

现肿瘤的生物学变化。

3.

内镜检查：通过胃镜、

结肠镜等内镜设备直接观察消化道黏膜，发

现早期肿瘤。

4.

液体活检：通过检测血液中的

循环肿瘤 DNA 等， 实现非侵入性的肿瘤监

测。

5.

遗传筛查：对于有遗传倾向的个体，通过

基因检测提前预测肿瘤风险。

三、早期肿瘤信号的社会意识提升

早期识别肿瘤并不仅仅是医学领域的任

务，同样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1.

公共教

育：通过媒体、学校和社区进行健康教育，增

强公众对早期肿瘤信号的认识和自我防范意

识。

2.

职场健康计划：企业和组织可以定期为

员工提供健康筛查服务，促进早期识别。

3.

政

策引导： 政府可以提供肿瘤筛查的财政补贴

或保险支持，降低民众筛查的门槛。

四、早期肿瘤信号识别的挑战与对策

在早期识别肿瘤的过程中， 需要克服以

下挑战并寻找相应的对策：

1.

提高公众警觉

性： 不断提高人们对肿瘤早期信号的认知水

平，缩短疾病的诊断时间。

2.

加强跨学科合作：

医生、研究人员和技术开发者之间的合作，有

助于开发新的诊断工具和提高现有方法的准

确性。

3.

优化筛查程序：制定个体化、高效的筛

查流程，减少漏诊和误诊。

五、早期肿瘤信号识别的经济效益

早期识别肿瘤不仅能救命， 还具有显著

的经济效益：

1.

降低医疗成本：早期治疗一般

需要的医疗资源和治疗成本远低于晚期。

2.

提

高工作效率： 患者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健

康状态，减少疾病对工作和生产力的影响。

3.

减少社会负担： 减少因晚期肿瘤治疗和护理

引起的社会和家庭负担。

六、早期肿瘤信号识别的生活质量影响

对于患者来说， 早期识别肿瘤信号的重

要性也体现在生活质量的提高上：

1.

治疗方法

的多样性： 早期发现肿瘤一般伴随着更多的

治疗选项和更低的副作用。

2.

心理健康的维

护：早期诊断可减少患者的心理负担，避免晚

期诊断时可能面临的恐惧和不确定性。

3.

家庭

和社会关系的稳定： 减少疾病带来的家庭和

社会压力，维持患者的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

肿瘤的早期发现和治疗是一场与时间的

赛跑。 从早期肿瘤信号的识别到治疗的实施，

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公众教育的提升、筛查技

术的革新以及整个社会对于早筛意识的重视

都是降低肿瘤带来的威胁的有效手段。 我们

应当齐心协力，从个体到社会各个层面，不断

提高对早期肿瘤信号的识别能力和意识，以

此来提升治疗成功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减

少经济与社会负担。

（作者单位：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仙葫院区）

早期肿瘤信号的识别与重要性

韩雪琼

糖尿病早期识别与及时干预

蒋雪妹

糖尿病， 这个名词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再

陌生。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饮食习惯的多

样化， 这种因为体内胰岛素分泌不足或利用

不当导致的疾病已经悄然成为全球性的健康

问题。 早期识别与及时干预是控制糖尿病发

展、减少并发症的关键，本文将为大家介绍如

何做到这一点。

一、糖尿病的基本知识

1.

糖尿病的定义和分类：糖尿病是一个长

期的代谢紊乱疾病，以高血糖水平为特征。它

分为几种类型，其中最常见的是 1 型和 2 型。

1 型糖尿病通常与自身免疫系统破坏胰岛 β

细胞有关，导致胰岛素分泌绝对不足；而 2 型

糖尿病多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相关， 表现为

胰岛素抵抗和相对胰岛素分泌不足。 除此之

外， 妊娠糖尿病在孕期出现， 通常分娩后消

失，但增加了妇女未来患 2型糖尿病的风险。

2.

糖尿病的危害：糖尿病长期高血糖的状

态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 对个人健

康构成巨大威胁。 心脑血管疾病是最主要的

致命并发症， 此外， 糖尿病还可导致神经病

变、肾病变、视网膜病变等。 这些并发症会显

著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增加医疗负担。

二、糖尿病的早期识别

1.

高危人群的筛查：糖尿病的有效预防和

控制始于对高危人群的精准筛查。 这一策略

的核心在于识别那些由于遗传、生活方式、生

理状态或其他健康问题而处于高风险状态的

个体。 首先，家族病史是糖尿病风险的一个显

著指标， 特别是那些有一级亲属患有糖尿病

的人。 他们应定期进行血糖水平检测，包括空

腹血糖和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还可进行

口服葡萄糖耐量测试（OGTT）。 其次，肥胖，

尤其是中心性肥胖，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

大大增加了 2型糖尿病的风险。 此外，高血压

和高血脂患者的血管状况可能受损， 也容易

引发糖尿病。 最后，女性若有妊娠糖尿病史或

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 其代谢异常可能增加

了未来患糖尿病的几率。 这些人群需定期进

行血糖监测，同时，他们也应接受全面的健康

评估，包括体重、腰围测量、血压和血脂水平

检测，以对糖尿病风险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2.

症状的辨识：由于糖尿病在早期往往缺

乏明显的症状， 识别这一疾病的挑战尤为突

出。但是，即使是微妙的变化，也可能是糖尿病

发展的警告信号。常见的早期症状包括异常的

口渴和频繁的排尿，这是身体尝试通过增加尿

量来排出过多的葡萄糖。体重的无解释性下降

可能反映了身体为了获取能量而开始分解脂

肪和肌肉。由于高血糖水平会影响身体的免疫

反应和修复能力，频繁的感染和缓慢的伤口愈

合也常常伴随而来。 此外，视力模糊、疲劳、皮

肤问题和神经病变（如皮肤瘙痒、手脚麻木或

疼痛）也可能是糖尿病的早期迹象。因此，对这

些症状保持警觉， 并在出现时进行医疗咨询，

对于早期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

3.

血糖监测：血糖监测是识别糖尿病的关

键工具。 空腹血糖测试提供了血糖水平的直

接测量， 而餐后血糖测试则帮助医生了解患

者的血糖如何响应饮食。 糖化血红蛋白

（HbA1c）的检测可以反映过去 2 到 3 个月内

的平均血糖水平， 是评估长期血糖控制状况

的重要指标。定期进行这些测试，可以帮助医

生和患者及时发现血糖问题， 并据此调整治

疗方案， 从而预防糖尿病的发展或其并发症

的出现。此外，自我血糖监测对于那些已经被

诊断出糖尿病的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

为它可以指导日常的饮食和活动决策， 帮助

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

三、及时干预的方法

1.

饮食调整：饮食调整是糖尿病及时干预

的基石。 健康的饮食习惯可以帮助控制血糖

水平，预防糖尿病的进一步发展。饮食调整应

着重于总量控制，减少高糖和高脂肪，高热量

食品的摄入，增加高纤维食物的比例。 此外，

定时定量的饮食习惯也是控制血糖的重要因

素。需要避免的是饥一顿饱一顿的饮食模式，

这种模式会导致血糖的剧烈波动。

2.

体育锻炼：规律的体育锻炼可以提高身

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血糖水平，并有助

于体重管理。 建议每周进行至少 150 分钟的

中等强度运动，并结合有氧和抗阻训练。

3.

药物治疗：对于那些通过生活方式调整

仍无法控制血糖的患者， 药物治疗成为必要

的干预手段。 常用的口服降糖药包括磺脲类、

双胍类、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等，它们通过

不同的机制来降低血糖水平。 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口服药物效果不佳， 可能需要使用胰岛

素治疗。 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对药

物的反应来调整治疗方案。

4.

教育与自我管理：糖尿病患者的教育和

自我管理对于疾病的长期控制至关重要。 患

者需要了解如何监测自己的血糖水平， 认识

糖尿病的症状和并发症， 学习健康饮食和锻

炼的方法，并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药物。 此外，

患者还应该学习如何应对糖尿病可能引起的

紧急情况， 比如低血糖和高血糖的症状及其

初步处理方法。

5.

定期评估与监测：定期评估患者的血糖

控制情况、 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习惯和药物

使用情况是非常重要的。 定期的医学检查应

包括血糖监测、血压和血脂水平检查、眼底检

查、足部检查和其他相关的器官功能评估。 这

些评估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治疗方

案，以减少糖尿病长期并发症的风险。

糖尿病的早期识别与及时干预是一项系

统工程，它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日常饮

食到定期检查，从身体锻炼到药物治疗，每一

项措施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糖尿病，减少其带

来的危害。

（作者单位： 上海市长宁区新泾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