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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疾病是一种综合性
的治疗方法，旨在通过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提
高治疗效果和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面将详细
介绍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疾病的基本原理、
方法、优势和注意事项。

一、基本原理
肿瘤疾病是一种复杂的疾病，其发生和

发展与多种因素有关，如遗传、环境、生活习
惯等。单纯西医治疗往往难以达到理想效果，
而中西医结合治疗则可以发挥中医和西医的
优势，提高治疗效果。

二、治疗方法
1.中医治疗：中医治疗肿瘤疾病主要采

用中药调理和针灸治疗。中药调理可根据患
者的体质和症状，辨证施治，调节气血、平衡

阴阳，从而达到缓解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的目的。针灸治疗可通过对相关穴位刺激，调
节脏腑功能，缓解症状。

2.西医治疗：西医治疗主要包括手术、放
疗、化疗等方法。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
择合适的治疗方法，如手术切除肿瘤、放疗杀
死癌细胞、化疗控制病情发展等。

3.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疾
病是将中医和西医的治疗方法相结合，取长
补短，提高治疗效果。如手术后的中医调理，
放疗、化疗中的中医辅助等。

三、优势
1.提高疗效：中西医结合治疗可以综合

发挥中医和西医的优势，提高治疗效果。在缓
解症状、控制病情等方面，中西医结合治疗可

以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2.减少副作用：西医治疗中的某些药物

或方法可能会产生副作用，而中医调理和
针灸治疗则相对安全，可减少药物副作用
的发生。

3.改善生活质量：中医调理可帮助患者
调节气血、平衡阴阳，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针灸治疗可帮助患者缓解疼痛、改善睡眠等。

4.个体化治疗：中医讲究个体化治疗，根
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中药和针灸
方法，提高治疗效果。

四、注意事项
1.保持积极心态：患者应保持积极乐

观的心态，积极配合治疗，树立战胜疾病的
信心。

2.合理饮食：患者应保持清淡、易消化的饮
食，多吃蔬菜水果，避免过度劳累和精神紧张。

3.定期复查：患者应遵医嘱，定期到医院进
行复查，以便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4.避免过度治疗：对于早期肿瘤，应以手术
为主；对于中晚期肿瘤，应以控制病情发展为
主，避免过度治疗。

总之，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疾病是一种综
合性的治疗方法，通过发挥中医和西医的优
势，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的生活质量。患
者应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合理饮食，定期复
查，避免过度治疗。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患
者，应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以达到最佳的治
疗效果。
（作者单位：廊坊市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疾病的优势
阴 吴 超

在现代社会中，结核病一直是一种备受
关注的传染病。结核菌通过空气传播，感染者
常常表现出慢性咳嗽、疲劳、发热等症状，严
重时甚至危及生命。那么，结核病与免疫力之
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如何提高免疫
力来预防结核病呢？

一、结核病与免疫力的关系
免疫力是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能够识

别和消灭外来入侵的病毒、细菌等微生物。结
核病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传染病，
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更容易感染结核分枝杆
菌。因此，免疫力在结核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具
有重要作用。

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更容易感染结核分枝
杆菌，而免疫力增强后，人体对结核病的抵抗

力也会相应增强。因此，了解免疫力与结核病
的关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免疫力，对于预防
和治疗结核病具有重要意义。

二、如何提高免疫力
1.均衡饮食：饮食是提高免疫力的基础，

应该保证摄入足够的营养物质，包括蛋白质、
维生素、矿物质等。建议多食用新鲜的蔬菜水
果、肉类、豆类等富含营养的食物。

2.适量运动：适量的运动可以增强身体
的免疫力，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
建议每周进行至少 150 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
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等。

3.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充足的睡眠、戒
烟限酒、保持乐观的心态等良好的生活习惯，
都可以提高免疫力。

4.接种疫苗：接种疫苗是提高免疫力预
防传染病的有效方法，如肺结核疫苗等。

5.合理使用免疫调节剂：在医生的指
导下，合理使用免疫调节剂可以帮助增强
免疫力。

三、具体措施
1.定期体检：定期进行体检，了解自己的

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并治疗潜在的健康问题，
如营养不良、贫血等。

2.积极治疗原发病：感染结核分枝杆菌
后，需要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
疗，以防止疾病进一步恶化。

3.增加运动：除了适量的有氧运动外，还
可以增加力量训练，以增强肌肉力量，提高免
疫力。

4.合理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维生素和矿
物质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
建议多食用富含这些营养物质的食品。

5.接种疫苗：按照医生的建议接种相应的
疫苗，如肺结核疫苗等。

6.合理使用药物：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
用免疫调节剂或抗结核药物，以提高免疫力或
治疗结核病。

总之，提高免疫力是预防和治疗结核病的
重要措施之一。通过均衡饮食、适量运动、保持
良好的生活习惯、接种疫苗、合理使用药物等方
法，可以提高免疫力，增强人体对结核病的抵抗
力。同时，定期体检、积极治疗原发病也是提高
免疫力的重要手段。
（作者单位：廊坊市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浅谈结核病与免疫力的关系
阴 聂喜红

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CT（计算机 X
线断层扫描）和 MRI（磁共振成像）已成为临
床诊断疾病的重要工具。这两种技术各有其
优点和局限性，可以从不同角度提供疾病信
息，为临床医生提供更全面的诊断依据，便于
临床医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本文将介绍
CT 与 MRI 在不同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一、CT的应用
CT 是一种利用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对 X

射线吸收率与穿透率的不同，运用 X 线穿透
人体，由探测器接收透过人体后的 X 线，经
过计算机处理获得密度不同的影像图像。它
的密度分辨率较高，对人体的肺部、骨骼、空
腔脏器、血管等结构成像效果好，尤其对于肺
部肿瘤、骨折、钙化、出血、脑部外伤等疾病的
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1.肺部肿瘤诊断：CT 在发现早期肺部肿
瘤方面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可以清晰地显示

肿瘤的大小、位置、形态等信息。对于肿瘤的
分期和分型，CT 也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2.骨折诊断：CT 对于骨折的诊断具有较
高的准确性，可以清晰地显示骨折线的位置、
骨折端的移位、是否存在游离骨片等情况，为
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3.脑部出血、外伤的疾病诊断：CT 在脑部
疾病的诊断中具有广泛应用，如脑出血、脑外伤
等。它可以清晰地显示出血部位、出血量大小、
血肿的形态变化和是否破入脑室内、是否合并
脑疝等严重并发症等，还可见于显示颅骨骨折
情况，是否合并脑挫裂伤、硬膜下和或硬膜外血
肿等情况，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帮助。

二、MRI 的应用
MRI 是一种利用磁场和射频脉冲激发人

体内的氢质子，然后接受质子发出的磁共振
信号，通过计算机运算构成图像。通俗的讲相
当于利用外力让人体内水分子振动起来，再

平静下来，感受一下里面的振动。它能够提供
人体内部不同组织的信息，包括肌肉、神经、
关节等软组织分辨较好。因此，MRI 在诊断神
经系统、肌肉骨骼系统、软组织肿瘤等方面具
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1. 神经系统诊断：MRI 可以清晰地显示
脑组织、脊髓和神经根等结构，对于确定脑部
肿瘤位置及范围、脑血管疾病（动静脉畸形、
血管瘤及脑静脉血栓等）、脊髓损伤及椎管内
肿瘤等具有重要意义。

2. 肌肉骨骼系统诊断：MRI 可以用于诊
断肌肉、韧带、关节软骨等软组织损伤，对于
关节退行性变、关节炎及创伤性骨关节病等
疾病的诊断也具有较高的价值。

3. 软组织肿瘤诊断：MRI 对于软组织肿
瘤的诊断和发现也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可
以提供肿瘤内部成分、周围的浸润等情况的
信息，为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三、CT与MRI 的优缺点比较
CT 和 MRI 在疾病诊断中各有其优点和局

限性。CT 的优点包括扫描速度快、密度分辨率
高，扫描范围大。适合急诊外伤患者、或配合不佳
患者，另外还可以用于肿瘤患者全身扫描发现转
移灶。缺点是软组织分辨率低、有电离辐射。而
MRI的优点则包括对软组织分辨率高、无电离辐
射、多序列多参数多方位成像等。同时，MRI的价
格相对较高，检查时间较长，噪声大，对检查环境
的要求也较高（不能有任何影响磁场的物体），以
免影响检查结果。此外，特殊人群如体内含有金
属植入物、患有幽闭恐惧症、高热意识不清的患
者等等不适合进行MRI检查。

综上所述，CT 和 MRI 在不同疾病诊断中具
有不同的应用价值，各有其优缺点。临床医生应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选择合适的检查方
法，为患者提供更全面、准确的诊断依据。

（作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CT 与MRI 在不同疾病诊断方面的应用
阴 梁占东

细菌性痢疾，也称为细菌性腹泻，是一种
由痢疾杆菌引起的常见肠道传染病。患者常
常会出现腹泻、腹痛、发热等症状，严重时甚
至可能导致脱水、休克等危及生命的情况。因
此，正确的护理对于细菌性痢疾的康复至关
重要。

一、急性期患者的护理
1.休息与饮食：急性期患者应卧床休息，

避免剧烈运动。饮食方面以流质或半流质食
物为主，如米汤、稀粥、面条等，以补充体内流
失的水电解质，同时减轻胃肠道负担。避免进
食生冷、油腻、刺激性食物，以免加重病情。

2.大便管理：由于大便次数增多，患者应
使用便盆、布兜或垫纸，以便保存体力。每次
便后，用软卫生纸轻轻擦拭，然后用温水清洗
肛门，再涂上凡士林油膏或抗生素类油膏，以

保护肛门皮肤。
3.按时服药：患者应按照医嘱按时服药，一

般为 7~10天。不要刚停止腹泻就停止服药，以
免细菌产生抗药性，使病情转为慢性痢疾。

4.隔离与消毒：患者的食具、用具要单独使
用，并有专用便盆。同时，使用避污纸隔离，教导
家人使用避污纸，避免手的传播。避污纸的做法
是将清洁的纸裁成方块儿，串在一起挂在墙上，
从前边往后使用。使用时要从中间抓取，避免污
染下页纸。同时，注意纸的正反面，即清洁面和
污染面，不要污染取物的镜面。

二、慢性期患者的护理
1.饮食调整：慢性期患者应注意饮食调

整，少吃生冷食物，病情较重者应采用少油、
少渣、高蛋白、高维生素食物，如豆浆、蛋汤、
瘦肉末、菜泥等，以改善全身营养状况。同时，

鼓励患者多吃生大蒜，以增强肠道抵抗力。
2.体育锻炼：慢性期患者应在力所能及

的情况下进行各种体育锻炼，如散步、体操、
气功、打太极拳等，以增强体质，提高抵抗力。

3.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痢疾患者一般
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以提高疗效。同
时，也可采取保留灌肠的方法给药，每天治疗
一次。

三、预防措施
细菌性痢疾的预防主要从三个方面进

行，包括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以及保护
易感者。

1.控制传染源：早期发现病人和带菌者，
及时隔离和彻底治疗，是预防菌病的重要措
施。对于已经感染的人，需要采取有效的隔离
和治疗措施以防止疾病传播。

2.切断传播途径：搞好“三管一灭”是预防
菌病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就是管好水、粪和
饮食，以及消灭苍蝇等传播媒介。此外，养成饭
前便后洗手的习惯也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方法。
对于饮食业、儿童机构等高风险人群，应定期
进行带菌状态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传
染源。

3.保护易感人群：对于特殊人群，如婴幼儿
和老年人，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是比较弱的，
属于易感人群，需要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

总之，正确的护理对于细菌性痢疾的康复
至关重要。无论是急性期还是慢性期患者，都
需要在休息、饮食、大便管理、按时服药等方面
加以注意。

（作者单位：保定市莲池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细菌性痢疾的护理办法及预防措施
阴 刘凤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