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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日间手术已

成为越来越多患者的首选。 这种手术方式的

特点是手术当天入院、当天出院，大大缩短

了住院时间，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和身心

压力。 而与之配套的麻醉技术也得到了不断

的完善和提升，使得患者在手术过程中的舒

适度和恢复速度得到了显著提高。

一、术前准备

1.

评估病情：在决定进行日间手术前，医

生会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全面评估，确保患者

适合进行手术，且麻醉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2.

术前检查：患者需要进行一系列术前

检查，包括血液、心电图、超声心动等，以确

保麻醉和手术的安全。

3.

术前教育：患者和家属需要了解手术

和麻醉相关知识，如禁食禁水时间、术后注意

事项等，以便更好地配合医生。

二、术中麻醉

1.

麻醉方式：根据手术部位和患者情况，

医生会选择合适的麻醉方式，如局部麻醉、全

身麻醉等。

2.

麻醉药物：为了确保患者安全，术中使

用的麻醉药物剂量会严格控制。 同时，医生

会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以便及时调整

药物剂量。

3.

麻醉深度监测：在手术过程中，医生会

使用各种监测设备，如呼吸、血压、心率等，以

实时监测患者麻醉深度，确保患者生命安全。

三、术后恢复

1.

术后观察：患者在术后会被送入观察

室，持续监测生命体征，确保安全。

2.

疼痛管理：术后疼痛是难免的，医生会

根据患者疼痛程度给予适当的镇痛药物，以

减轻疼痛不适感。

3.

早期活动：术后尽早活动有助于促进

血液循环、预防血栓形成等。 医生会根据手

术情况和患者身体状况，指导患者进行适当

活动。

4.

饮食恢复：术后恢复期间，患者需遵循

医生建议，合理安排饮食，以促进身体恢复。

5.

术后随访：患者需按时回医院进行术

后随访，以便医生了解恢复情况，及时调整

治疗方案。

四、常见问题解答

1.

麻醉会影响智力吗？

答：通常情况下，手术麻醉不会影响智力。

麻醉药物在手术结束后会逐渐被代谢掉，不会

在体内蓄积。 但过量或误用药物可能会导致智

力受损。

2.

术后多久可以恢复到正常生活？

答：根据手术部位和病情不同，术后恢复

时间也会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日间手术可在

当天出院，恢复正常生活需要一段时间，具体

时间需根据医生建议和患者身体状况而定。

日间手术麻醉是一种安全、高效的手术方

式，具有快速恢复、轻松出院的优点。 术前准

备、术中麻醉和术后恢复是确保患者安全的关

键环节。 了解这些环节的相关知识，有助于患

者更好地配合医生，加速康复进程。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

日间手术麻醉的要点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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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真真

在我们的身体中， 红细胞是负责输送氧

气和营养物质的重要细胞。 它们通过血管不

断流动，为身体的各个部位提供所需的氧气。

然而，当红细胞变得“巨大”时，会给我们的健

康带来不小的威胁。 今天， 我们将一起揭开

“巨幼红”的神秘面纱，探讨红细胞巨大化会

引发怎样的健康危机。

一、什么是巨幼红？

巨幼红是指一种异常大的红细胞， 通常

是由缺乏维生素

B12

或叶酸等营养物质引

起的。这些营养物质是细胞分裂和

DNA

合成

所必需的，缺乏它们会导致红细胞发育不良，

进而导致巨大化的红细胞。

二、红细胞巨大化引发的健康危机

1.

贫血：巨大化的红细胞会导致血液中

红细胞数量增加，从而引发贫血。贫血会影响

身体各部位的正常运转，如肌肉、心脏等，使

人感到疲劳、无力、头晕等。

2.

神经认知问题：巨幼红还会影响神经

系统的正常功能。 由于神经细胞需要足够的

氧气供应， 巨大化的红细胞会导致氧气供应

不足，进而影响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这可能

会导致记忆力下降、思维迟缓、注意力不集中

等问题。

3.

消化问题：巨大化的红细胞也可能导

致消化系统的问题。 由于胃黏膜也需要足够

的营养物质来维持其正常功能， 缺乏维生素

B12

或叶酸可能导致胃黏膜萎缩， 进而引发

胃炎、胃溃疡等疾病。

4.

免疫系统受损：巨幼红也可能影响免

疫系统的正常功能，导致免疫力下降。这可能

会增加感染疾病的风险，如感冒、肺炎等。

三、为什么巨幼红细胞会变得“巨大”？

1.

巨幼红细胞是指外周血的红细胞体积

增大，最常见的疾病是巨幼红细胞贫血疾病，

是由于体内维生素

B12

或者叶酸的降低所

引起。 叶酸和维生素

B12

降低，或者两者同

时缺乏引起细胞代谢发生一系列的障碍，就

能引起红细胞合成减少， 而且特征性表现为

红细胞体积增大， 这时候就叫巨幼细胞性的

贫血。 巨幼细胞性贫血一般补充叶酸或者

B12

以后，贫血会迅速纠正。

2.

在一些其它的疾病里面，比如骨髓增

生异常综合征，一些其它的血液系统的疾病，

也能表现为红细胞的增大， 但这种红细胞的

增大往往体积轻度增大。此时，可以通过检查

血中叶酸、 维生素

B12

的浓度加以鉴别，或

者通过抽骨髓的方法鉴别疾病， 根据不同原

因引起的疾病进行针对性治疗。

3.

所以巨幼红细胞性贫血，之所以出现

细胞大， 主要还是由于叶酸，

B12

的缺乏，所

导致的核浆发育不平衡。

四、巨幼红细胞“巨大”的特点

1.

巨幼红细胞性贫血的特点是血红蛋白

的水平低于正常值， 红细胞的平均体积以及

平均红细胞的血红蛋白的含量都是高于正常

值，比如红细胞呈大细胞型，是红细胞的体积

是

>100FL

， 平均红细胞的血红蛋白的浓度

>

32p

克。 中性粒细胞会分叶过多，而且有的中

性粒细胞核的分叶可以

>5

个，也是病变的特

点。 而且有时候巨幼红细胞会呈现为三系减

少，就是白细胞、血红蛋白的浓度，以及血小

板都是低于正常值。

2.

骨髓象往往表现为核细胞的增生和活

跃，各型细胞均表现为巨幼的恶变的特点。另

外，改变和贫血的严重程度，有正相关性。 此

类生化的特点是叶酸和

B12

的测定都低于

正常值， 在临床上表现上可能是一个慢性疾

病的过程。有的人可能会慢慢地表现为乏力、

容易疲倦、头晕，有的人可能会出现活动后的

心悸、气短。 部分患者甚至可能会出现黄疸，

有的人也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食欲缺乏、腹胀、

腹泻、便秘症状。这些都是贫血导致的消化系

统的改变，也有的人可能会出现口腔黏膜、舌

乳突、胃肠道黏膜的上皮细胞发生一些改变。

3.

有的人由于贫血也会出现一些神经系

统的一些特征，比如头晕、头痛、注意力不集

中。 对于巨幼红细胞性贫血或者大细胞性贫

血，可能还有一些特征性的表现，会出现手足

麻木、深部的感觉障碍，也有的人可能会出现

共济失调， 也可能表现为腱反射消失或者亢

进。 这些都是由于维生素

B12

缺乏导致的巨

幼红细胞特征性的神经系统的改变， 所以一

旦出现贫血，需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根据辅助

检查的结果判断是哪一种类型的贫血， 并及

时干预治疗，对患者的预后有改善。

五、巨幼红细胞“巨大”的常见症状表现

1.

巨幼红细胞性贫血的症状包括乏力，

头晕，活动后气短，心悸，黄疸，反复发作的舌

炎，舌面光滑，舌乳头消失，食欲不振，腹泻，

便秘等。 部分患者还可以出现手足对称性麻

木，下肢步态不稳，感觉障碍，行走困难，嗜

睡，精神错乱。

2.

发生巨幼红细胞性贫血时，病人往往

出现叶酸或者维生素

b12

的缺乏， 骨髓中红

系细胞， 粒细胞以及巨核细胞可以出现巨幼

样改变，这些巨变的细胞可以发生原位溶血，

外周血液当中可以出现全血细胞的减少。 需

要按照医生的指导， 补充叶酸或者维生素

B12

进行治疗。

3.

同时要注意纠正偏食挑食的不良习

惯， 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多吃动物的肝

脏，动物的肾脏，瘦肉，鸡蛋等，还要改善烹饪

习惯，蔬菜不要过度的烹煮。

六、 发生巨幼红细胞性贫血的原因是什

么呢？

巨幼红细胞性贫血通常情况下是由于营

养不良、吸收和利用障碍、消耗过大以及先天

因素导致。

1.

吸收和利用障碍：慢性腹泻、小肠切

除、局限性回肠炎、肠结核等疾病会影响维生

素

B2

与叶酸的吸收。 而肝脏疾病、急性感染、

胃酸减少或维生素

C

缺乏则会影响维生素

B2

与叶酸的代谢或利用。

2.

消耗过大：未成熟儿、新生儿及婴儿期生

长发育迅速，造血物质需要量相对增加。 如摄

入不足，则易缺乏维生素

B2

和叶酸。 反复感染

时，维生素

B12

及叶酸消耗增加，易导致缺乏。

3.

营养不良：维生素

B2

主要存在于动物食

品中，如肝、肾、肉类等，而奶类含量甚少。 叶酸

则以新鲜绿叶蔬菜、肝、肾等含量较多。 若不及

时添加辅食或年长儿长期偏食，容易导致维生

素

B2

或叶酸的缺乏而诱发疾病。

4.

先天因素：胎儿通过胎盘从母体获取维

生素

B2

和叶酸，贮存在肝脏中。 如孕妇患维生

素

B12

或叶酸缺乏，则新生儿贮存少易发生此

类疾病。

七、如何预防巨幼红？

预防巨幼红的关键是保持均衡的饮食，摄

入足够的维生素

B12

和叶酸。 以下是一些预防

措施：

1.

饮食多样：确保食物的多样性，包括富含

维生素

B12

和叶酸的蔬菜、水果、全谷物等。

2.

定期检查：定期进行血液检查，以便及时

发现营养物质的缺乏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3.

合理补充营养素：如果饮食中缺乏维

生素

B12

或叶酸， 可以适当补充。 对于老年

人来说，由于消化吸收能力下降，更容易出现

缺乏维生素

B12

的情况， 因此定期到医院进

行血液检查和适当补充维生素

B12

是非常必

要的。

总之，巨幼红是一种由营养物质缺乏引起

的红细胞巨大化现象，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不

小的威胁。 通过保持均衡的饮食、定期检查和

适当补充营养素，我们可以有效地预防巨幼红

的发生。 让我们关爱自己的身体，关注健康，从

了解和预防巨幼红开始。

（作者单位：上海市黄浦区体检站）

巨幼红细胞“巨大”的常见症状及预防方法

□

唐耀宏

妊娠期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妊娠期并发

症， 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都可能产生不良影

响。为了确保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我们需要对

妊娠期糖尿病进行正确的认识和宣教。

一、妊娠期糖尿病的定义和原因

妊娠期糖尿病是指在妊娠期间首次发现

或发生的糖尿病。 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孕妇

体内胰岛素分泌不足或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

所引起的。在妊娠期间，孕妇体内的激素水平

发生变化，导致血糖水平波动。 此外，随着胎

儿的生长发育，孕妇的胰岛素需求量增加，如

果不能得到足够的胰岛素供应， 就可能导致

妊娠期糖尿病。

二、妊娠期糖尿病的症状

妊娠期糖尿病通常没有明显症状， 但可

能出现多饮、多食、多尿的情况。 如果不及时

治疗，可能会导致胎儿生长受限、羊水过多、

早产、胎儿畸形、新生儿低血糖等情况。

三、妊娠期糖尿病的健康宣教

1.

饮食控制：妊娠期糖尿病的饮食控制

非常重要。 孕妇应遵循低糖、高纤维、高蛋白

质的饮食原则， 少吃含糖量高的食物， 如糖

果、甜点等。同时，要保证足够的营养摄入，以

满足胎儿和孕妇的需要。 建议孕妇在饮食上

遵循少食多餐的原则，避免暴饮暴食。

2.

运动：适当的运动有助于控制血糖。 孕

妇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

方式，如散步、瑜伽等。 但要注意不要过度运

动，以免对胎儿造成影响。

3.

定期产前检查：孕妇应定期进行产前

检查，以便医生及时了解孕妇和胎儿的情况，

及早发现并控制血糖。

4.

心理调适：妊娠期糖尿病可能会给孕

妇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 因此孕妇应保持良

好的心态，积极面对疾病。家人和社会也应给

予孕妇支持和关爱，帮助她们缓解心理压力。

5.

用药：在某些情况下，孕妇可能需要使用

胰岛素来控制血糖。在使用胰岛素时，应遵循医

生的建议，按时注射，并注意监测血糖水平。

6.

预防感染：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应避免

接触感染源，以预防感染。 如果出现发热、咳

嗽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7.

避免过度劳累：孕妇应避免过度劳累，注

意休息和睡眠，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四、妊娠期糖尿病的预防

预防妊娠期糖尿病的方法包括合理饮食、

适量运动、定期产前检查等。 孕妇在孕期应避

免高糖食物，增加蔬菜、水果和全谷物食物的

摄入量，保证营养均衡。 同时，孕妇应保持乐观

的心态，避免过度紧张和焦虑。

总之，妊娠期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妊娠期

并发症，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都可能产生不良

影响。 通过正确的认识和宣教，孕妇可以更好

地应对妊娠期糖尿病，保障母婴健康。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

医院）

妊娠期糖尿病的症状与预防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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