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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身体疼痛时多会

使用止痛药物。 你真的正确使用止痛药物

了吗？ 你知晓止痛药物的原理吗？ 相信看

了本文你就能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 什么是止痛药？

止痛药是指可部分或完全缓解疼痛的

药物， 止痛药的类型确实多种多样， 每一

种都有其特定的用途和效果。 以下是一些

常见的止痛药类型：

1

、 非甾体抗炎药

（

NSAIDs

）： 这是最常见的一类止痛药，

如布洛芬、 阿司匹林、 塞来昔布等。 它们

主要用于缓解轻度到中度的疼痛， 如头

痛、 关节痛、 牙痛等， 同时也具有抗炎和

退烧的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 长期使用

或过量使用可能会引发胃肠道问题或增加

出血的风险。

2

、 中枢性止痛药： 如曲马

多等， 它们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 主要用

于缓解中度到重度的疼痛， 特别是手术后

或创伤后的疼痛。

3

、 麻醉性止痛药： 这

类药物包括吗啡、 杜冷丁等， 主要用于治

疗严重的疼痛， 如癌症疼痛或术后疼痛。

然而， 这类药物具有成瘾性， 因此必须严

格控制使用。

4

、 解痉类止痛药： 如阿托

品、 山莨菪碱等， 主要用于治疗平滑肌痉

挛性疼痛， 如胃肠道痉挛等。

5

、 抗焦虑

类止痛药： 如安定等， 除了可以缓解疼痛

外， 还有助于减轻焦虑情绪， 对于紧张性

头痛等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二、 止痛药的原理是什么？

一些非甾体类抗炎药 （

NSAIDs

） 如

布洛芬等， 通过抑制体内的环氧化酶来减

少前列腺素的合成， 进而减少炎症反应和

疼痛感受。 这类药物对于轻到中度的疼

痛， 如头痛、 牙痛、 关节痛等具有较好的

效果。 阿片类药物如吗啡等， 通过作用于

中枢神经系统中的阿片受体来发挥镇痛作

用。 这类药物能够阻断疼痛信号的传递，

从而达到强效镇痛的效果， 多用于重度疼

痛的治疗， 如癌症晚期患者的疼痛管理。

还有一些其他的止痛药， 如针对特定疼痛

类型的药物， 它们可能通过作用于不同的

生理环节来缓解疼痛。

三、 该如何正确使用止痛药

1

、 遵循医嘱或说明书： 确保按照医

生或药品说明书的指示使用止痛药， 不要

自行增加剂量或更改用药方式。 如有疑

问， 请咨询医生或药师。

2

、 了解药物成分与适用症状： 不同

的止痛药适用于不同的症状， 了解药物

的成分和适用范围有助于您更准确地选

择药物。

3

、 注意用药时机： 止痛药通常在疼

痛开始时使用， 但如果疼痛持续不减或加

重， 应及时就医。

4

、 避免与其他药物相互作用： 在使

用止痛药时， 特别是处方药， 请告知医生

您正在使用的其他药物， 以免发生药物相

互作用。

5

、 关注不良反应： 使用止痛药后，

如出现胃部不适、 恶心、 呕吐、 头痛、 皮

疹等不良反应， 应立即停药并就医。

6

、 避免长期大量使用： 长期大量使

用止痛药可能导致药物依赖、 肝肾损伤等

严重后果。 如需长期使用， 请遵医嘱并定

期检查肝肾功能。

7

、 特殊人群慎用： 孕妇、 哺乳期妇

女、 老年人、 肝肾功能不全者等特殊人群

在使用止痛药时应格外谨慎， 务必咨询医

生意见。

四、 使用止痛药物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1

、 遵医嘱用药： 务必按照医生或药

师的指示服用止痛药， 不要自行增加剂量

或延长用药时间。

2

、 了解药物成分： 在使用止痛药前，

了解其成分， 并告知医生或药师您是否对

该药物或其中任何成分过敏。

3

、 避免与其他药物相互作用： 特别

是与血液稀释剂、 抗凝药物、 非甾体抗炎

药 （

NSAIDs

） 等合用时， 可能增加副作

用的风险。 务必告知医生您正在使用的其

他药物。

4

、 注意用药时间： 止痛药应按时服用，

而不是仅在疼痛时服用。 这有助于保持稳定

的血药浓度， 减少副作用， 并更有效地缓解

疼痛。

5

、 避免饮酒： 服用止痛药期间应避免

饮酒， 因为酒精可能增加胃肠道出血的风

险， 并与某些止痛药发生相互作用。

6

、 注意禁忌症： 某些止痛药不适用于

特定人群， 如孕妇、 哺乳期妇女、 患有特定

疾病 （如心脏病、 肝肾功能不全） 的人等。

在使用前应咨询医生或药师。

7

、 观察副作用： 密切观察是否出现恶

心、 呕吐、 胃痛、 头痛、 皮疹等副作用。 如

出现严重副作用， 应立即停药并就医。

8

、 不要长期使用： 除非医生特别指示，

否则应避免长期使用止痛药。 长期大量使用

可能导致肝肾功能损伤、 胃肠道出血等严重

问题。

9

、 合理存储： 将止痛药存放在儿童无

法触及的地方， 并遵循药品说明书上的存储

要求。

总之， 在使用止痛药时， 请务必遵循医

嘱和药物说明书上的指导， 确保安全有效地

使用药物。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不适， 请及

时就医咨询。

（作者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

民医院）

呵护血管： 延缓血管老化的生活措施

□

叶小颖

众所周知， 血管是生命之河， 是血液

流通的必经之路。 它们不仅负责输送营养

物质和氧气到身体各个部位， 还承担着排

出代谢废物的重要职责。 因此， 血管的健

康状况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命质量和寿命

长短。 那么， 如何让血管保持年轻、 强

健， 从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长久呢？

一、 知道血管老化是怎么造成的呢！

随着岁月的流转，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都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 其中血管的老化

尤为引人关注。 血管作为血液输送的重要

通道， 其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全身各脏器

的正常运作。 然而， 随着年龄的增长， 血

管壁会逐渐变得僵硬、 脆弱， 血管弹性下

降 ， 这无疑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

的隐患。

血管壁的老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主

要归因于血管内壁的细胞功能减弱。 随着

年龄的增长， 血管内壁的细胞逐渐失去活

力， 导致血管壁变得粗糙不平， 容易受到

外界因素的损害。 同时， 血管壁中的胶原

蛋白和弹性蛋白等结构物质也会逐渐减

少， 使得血管壁变得薄弱， 容易破裂。

除了年龄因素外， 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导

致血管老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吸烟是其中

最为显著的危害之一。 香烟中的尼古丁等

有害物质能够直接损害血管内壁， 导致血

管硬化、 狭窄， 甚至引发血栓等严重后

果。 此外， 酗酒也会对血管造成极大的伤

害， 酒精能够刺激血管内壁的炎症反应，

加速血管老化进程。 缺乏运动也是导致血

管老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长期缺乏运动会

导致血液循环不畅， 血管壁得不到充分的

营养和氧气供应， 从而加速老化。

二、 延缓血管老化的进程要怎么做

1

、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戒烟对于

降低血管受损的风险具有显著效果。 吸烟

是导致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烟草中

的有害物质会损伤血管内壁， 导致血管狭

窄、 硬化， 从而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

险。 戒烟可以逐渐减少这些有害物质在体

内的积累， 使血管逐渐恢复到健康状态。

此外， 戒烟还能改善血液循环， 降低血压

和心率， 进一步保护血管健康。

2

、 限酒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重要措

施。 适量的饮酒可能对心血管健康有一定

益处， 但过量饮酒则会对血管造成严重的

损害。 酒精会扩张血管， 增加血流量， 但

同时也会加重心脏负担， 导致心律失常等

问题。 长期大量饮酒还会使血管壁变得脆

弱， 容易发生破裂和出血。 因此， 我们应

该限制饮酒量， 避免过量饮酒对血管造成

损害。

3

、 均衡饮食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

关键。 我们应该摄入足够的蛋白质、 维

生素和矿物质， 以满足血管修复和生长

的需要。 蛋白质是血管壁的重要组成成

分， 可以帮助修复受损的血管组织； 维

生素和矿物质则有助于维持血管的正常

功能。 同时， 我们还应该控制脂肪和盐

的摄入量， 避免过多的脂肪和盐对血管

造成损害。

4

、 适量运动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重

要手段。 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增加血

管壁的弹性， 从而降低血管疾病的风险。

适量的有氧运动， 如散步、 慢跑、 游泳

等， 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血管的健康状态。

5

、 控制血压和血脂： 高血压和高血

脂是导致血管老化的重要因素。 因此， 定

期监测血压和血脂水平， 并采取相应措施

将其控制在正常范围内， 对于保护血管健

康至关重要。

6

、 保持良好的心态： 心理压力和情绪

波动会对血管产生不良影响。 长期的精神紧

张或情绪波动会导致血管收缩、 血压升高，

从而加速血管老化。 因此， 保持积极乐观的

心态， 学会释放压力， 对维护血管健康具有

重要意义。

7

、 其他具体措施： 多吃富含抗氧化

物质的食物， 如蓝莓、 绿茶、 菠菜等， 这

些抗氧化物质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

基， 减轻血管受到的氧化损伤。 同时适量

摄入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如鱼类、

坚果等， 有助于降低血脂水平， 保护血管

免受损害。

不管怎么说， 血管的健康状况直接关

系到我们的生命质量和寿命长短。 为了保持

血管的年轻和强健， 我们需要从生活方式、

饮食、 运动、 心理等多方面着手， 采取综合

措施来延缓血管老化的速度。 同时我们也应

该定期进行体检， 及时发现并处理血管方面

的问题， 确保我们的血管始终处于最佳状

态。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拥有更加健康、 长

寿的生命。

（作者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

民医院）

牙周病： 口腔健康“头号杀手”

□

蓝东云

口腔健康关系全身健康， 而牙周病作

为口腔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严重威胁着

人们的牙齿和身体健康。 本文将为大家介

绍牙周病的成因、 症状、 危害以及预防方

法， 让你重新认识这个口腔健康的“头号

杀手”。

一、 牙周病的认识

1

、 定义： 牙周病是指发生在牙支持

组织 （牙周组织） 的疾病， 包括仅累及牙

龈组织的牙龈病和波及深层牙周组织 （牙

周膜、 牙槽骨、 牙骨质） 的牙周炎两大

类。 它是引起成年人牙齿丧失的主要原因

之一， 也是危害人类牙齿和全身健康的主

要口腔疾病。

2

、 牙周病的发展过程： 牙周病的发

展过程可分为早期牙周病和晚期牙周病。

早期牙周病主要表现为牙龈炎症、 牙龈出

血、 牙周袋形成等； 晚期牙周病则会出现

牙齿松动、 牙槽骨吸收、 牙齿丧失等症状。

二、 牙周病的成因

1

、 菌斑牙石： 牙周病的主要病因是

牙菌斑和牙石。 牙菌斑是一种粘稠的、 无

色透明的生物膜， 它附着在牙齿表面， 通

过细菌代谢产生酸性物质， 导致牙齿脱

矿、 牙釉质损坏。 牙石则是牙菌斑中的硬

质成分， 容易沉积在牙齿表面和牙缝中，

进一步加重牙周病的症状。

2

、 不良口腔习惯： 不良口腔习惯，

如刷牙不当、 使用牙线不规范等， 会导致

牙菌斑和牙石的积累， 从而诱发牙周病。

此外， 吸烟、 喝酒、 咀嚼槟榔等不良生活

习惯也会增加牙周病的发生风险。

3

、 遗传因素： 遗传因素在牙周病的

发生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研究表明， 某些

人由于遗传原因， 其牙周组织的抵抗力较

弱， 容易受到牙菌斑和牙石的侵袭。

4

、 系统性疾病： 牙周病与许多系统

性疾病有关， 如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呼

吸系统疾病等。 这些疾病会导致牙周组织

的免疫力下降， 使牙周病更容易发生。

三、 牙周病的症状

1

、 牙龈炎症： 牙周病早期表现为牙

龈炎症， 牙龈红肿、 刷牙时容易出血。 这

是牙周病最常见的症状， 也是最容易发现

的阶段。

2

、 牙周袋形成： 随着病情的发展，

牙周膜被破坏， 牙槽骨逐渐吸收， 牙龈与

牙根分离， 形成牙周袋。 牙周袋深度超过

3

毫米， 表示牙周病已经发展到中期。

3

、 牙齿松动： 牙周病晚期， 牙齿周

围的牙槽骨继续吸收， 牙齿松动、 移位，

甚至发生脱落。

4

、 牙槽骨吸收： 牙槽骨是支撑牙齿

的重要组织， 牙周病会导致牙槽骨吸收，

使牙齿失去稳固性。 牙槽骨吸收是不可逆

的过程， 一旦发生， 无法恢复。

5

、 口臭： 牙周病会导致口腔内细菌

数量增多， 使口腔产生异味， 严重时出现

口臭症状。

四、 牙周病的影响

1

、 牙齿丧失： 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

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牙周病的不断

发展， 牙齿逐渐松动、 脱落， 最终导致咀

嚼功能下降。

2

、 口腔功能受损： 牙周病会导致牙

齿松动、 移位， 影响口腔正常的咀嚼、 发

音等功能。

3

、 全身健康风险： 牙周病与许多全

身性疾病有关， 如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等。 研究表明， 牙周病患者

发生这些疾病的风险较一般人更高。

五、 牙周病的预防

1

、 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保持良好

的口腔卫生习惯是预防牙周病的关键。 每

天坚持刷牙至少两次， 使用牙线清洁牙

缝， 定期到牙科诊所进行检查和洁牙。

2

、 定期口腔检查： 定期到牙科诊所

进行检查， 及时发现和治疗口腔疾病， 避

免牙周病的发展。

3

、 控制全身疾病： 患有糖尿病、 心血

管疾病等全身疾病的患者， 应积极控制病

情， 降低牙周病的发生风险。

4

、 戒烟限酒： 戒烟限酒是预防牙周病

的重要措施。 吸烟会降低口腔免疫力， 增加

牙周病的发生风险； 酒精则会促进口腔细菌

繁殖， 加重牙周病症状。

5

、 牙周病治疗： 龈上刮治和龈下刮治

是牙周病的基础治疗方法， 通过清除牙齿表

面和牙龈边缘的菌斑和牙石， 减轻炎症。 对

于已形成牙周袋的患者， 牙医可以采取牙周

袋治疗， 通过根面平整术、 牙周手术等方法

清除牙周袋内的细菌和炎症组织， 促进牙龈

愈合。 对于牙周破坏严重的患者， 牙医可以

进行牙龈翻瓣术， 将牙龈瓣翻开， 直视下清

除根分叉或者复杂部位的牙石和牙菌斑。

六、 结语

牙周病作为口腔健康的

"

头号杀手

"

，

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牙齿和身体健康。 掌握牙

周病的成因、 症状、 危害和预防方法， 有助

于我们更好地保护口腔健康， 拥有灿烂的笑

容。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 关注口腔健康， 拒

绝牙周病！

（作者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

民医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