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常识

MARKET��INFORMATION

14

2024-7-29���

星期一 责任编辑 李臻 制作 李臻 电话：

0351-�4048890

备孕女士和孕妇为何要远离弓形虫

□

陆丹霞

在现代医学蓬勃发展的今天， 中医

肿瘤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依然在

肿瘤治疗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中医肿瘤学

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通过调和阴阳、 祛邪扶正的治疗原则，帮

助患者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

存期。 本文将从中医肿瘤学的基本理论、

治疗方法、 临床应用等几个方面进行介

绍，力求让读者了解这一古老而又充满活

力的医学体系。

一、中医肿瘤学的基本理论

1、阴阳平衡：阴阳平衡是中医理论

的核心。 在中医看来，人体的健康状态取

决于阴阳的动态平衡。 当阴阳失调时，正

气不足，邪气乘虚而入，便可能导致疾病

的发生。肿瘤的产生也被视为阴阳失调的

结果，治疗的关键在于恢复阴阳的平衡。

2、气血失和：气血是人体生命活动

的基本物质，气为阳，血为阴。气血失和不

仅会影响机体功能， 还会导致瘀血内停，

形成肿块。中医通过调理气血、化瘀散结，

来抑制肿瘤的生长和扩散。

3、正气与邪气：正气是人体的防御

能力，邪气则指各种致病因素。 中医肿瘤

学强调扶正祛邪，通过增强正气来抵御邪

气，从而达到控制和消除肿瘤的目的。

二、中医肿瘤学的治疗方法

1、中药治疗：中药治疗是中医肿瘤

学的主要方法之一。 根据辨证施治的原

则，中医师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开具

不同的中药方剂。这些方剂常用的中药有

补气养血、化痰散结、清热解毒等功效。补

气养血类药物如黄芪、人参等，能够提高

机体的免疫功能， 增强患者的抗病能力。

化痰散结类药物如半夏、贝母等，主要用

于软坚散结，消除体内肿块。 清热解毒类

药物如黄连、金银花等，常用于清除体内

的毒素，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通过合理

的中药配伍， 可以综合调理患者的身体，

增强疗效，减轻副作用。

2、针灸治疗：针灸通过刺激人体特

定的穴位，调节经络气血，达到治疗疾病

的目的。 在肿瘤治疗中，针灸主要用于缓

解疼痛、改善症状、增强体质。通过针刺穴

位，如合谷、足三里等，可以有效缓解肿瘤

患者的疼痛。 针灸还可以改善患者的食

欲、睡眠等，提升整体生活质量。 此外，针

灸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通过调

节机体的整体功能， 提高患者的抗病能

力，从而辅助中药治疗，达到更好的治疗

效果。

3、食疗与养生：通过合理的饮食和

生活习惯，可以调理机体，增强免疫力，辅

助肿瘤治疗。 食疗方面，常推荐富含蛋白

质、维生素的食物，如瘦肉、豆类、蔬菜水

果等，这些食物有助于增强体质，提供必

要的营养支持。养生方面，注重起居有常、

劳逸结合，通过适度运动和休息来保持身

体的最佳状态。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能增

强体质，还能改善情绪，减少压力，从而有

助于肿瘤的防治。

三、中医肿瘤学的临床应用

1、预防：中医体质调理，通过辨识个

体的体质类型， 采取相应的调理方法，预

防肿瘤的发生。 例如，针对气虚体质的人

群，可以通过补气的方法，增强体质；对于

阴虚火旺的体质，则可采用滋阴清热的方

法，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日常保健方面，

通过饮食、起居、情志调节等方式，维持阴

阳平衡，增强正气，减少患病风险。

2、辅助治疗：中医药可以减轻放化

疗的副作用，如恶心、呕吐 、白细胞减少

等，提升患者的耐受性。通过中药调理，能

够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增强身体的自愈

能力，抑制肿瘤的复发和转移。此外，中医

还通过针灸等方法，缓解放化疗引起的不

良反应，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使其更好

地配合整体治疗方案。

3、康复治疗：在肿瘤康复阶段，通过

中药调理，补益气血，调和阴阳，使患者逐

渐恢复体力，增强身体的抗病能力。 康复

期间，结合针灸、推拿等方法，可以改善患

者的身体机能，缓解疼痛和不适，促进身

体的全面康复。此外，强调心理调节，通过

情志调理， 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

心，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有助于康复过

程的顺利进行。

总之， 中医肿瘤学以其独特的理论

和方法，在肿瘤的预防、治疗和康复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调和阴阳、祛邪扶正的治

疗原则， 不仅体现了中医整体观念的优

势，还为肿瘤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

和希望。然而，中医肿瘤学并非万能，需与

现代医学相结合，综合运用，才能更好地

服务于肿瘤患者， 助力他们战胜病魔，重

获健康。 未来，随着中医药研究的不断深

入和发展，中医肿瘤学必将在肿瘤治疗领

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

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钦州市中医医院）

中医肿瘤学治疗：调和阴阳，祛邪扶正

□

韦海霞

在备孕和孕期的漫漫征途中， 弓形虫

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潜在威胁。 许多备

孕女士和孕妇都被建议进行弓形虫检查，

并尽可能远离可能的感染源。 那么，这背后

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弓形

虫病。 弓形虫病是由刚地弓形虫引起的一

种人畜共患病， 它可以侵袭人体的各个部

位，且症状常常隐匿，容易被误诊漏诊，给

患者带来严重后果。

弓形虫病的传染源众多， 这使得我们

的防范工作面临不小的挑战。 动物是主要

的传染源，猫及猫科动物更是重中之重，其

粪便中排卵囊数多且持续时间长。 不仅如

此，猪、羊、狗、鼠等动物也可能携带弓形

虫。 而人类自身，如患弓形虫病的患者，其

尿液、唾液、眼泪、鼻涕、精液、经血等也都

可能带有弓形虫包囊。

那么，弓形虫是怎样传染给人的呢？其

传播途径多样，包括母婴传播，母体若在孕

期感染，虫体可经胎盘垂直传播给胎儿；经

口传播，食用未煮熟的肉制品、蛋品，饮用

被污染的水等；接触传播，破损的皮肤黏膜

接触被卵囊污染的土壤、 水源或猫的排泄

物直接被感染；输血或器官移植传播；飞沫

传播，患者通过打喷嚏形成飞沫传染；性传

播，患者的精液和经血中含大量包囊，可通

过性行为相互传播。

哪些人群容易感染弓形虫呢？ 实际上，

人类对弓形虫普遍易感。 但孕产妇、新感染

孕妇的胎儿以及免疫功能低下者， 如肿瘤

病人、 使用免疫抑制剂患者、 器官移植病

人、艾滋病病人等，还有动物饲养员、屠宰

场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等，感染的风险相对

更高。

弓形虫感染的危害不容小觑。 它是一

种机会致病性疾病， 当宿主免疫功能下降

时，可引发急性炎症反应，主要侵害眼、脑、

心、肝、淋巴结等重要器官。 对于孕妇而言，

妊娠早期感染可能导致胎儿畸形、早产、流

产；在妊娠中期感染，可能导致胎儿生长受

限，即胎儿的发育速度明显慢于正常水平，

体重、身长等指标不达标。 妊娠晚期感染，

即便胎儿存活，出生后也可能出现眼损害、

脑瘫、精神症状、癫痫、智力低下等问题，此

外，还可能出现脑积水、脑钙化和小头畸形

等严重的脑部结构异常， 这些都会给孩子

的一生带来巨大的痛苦和负担， 也给家庭

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神压力。

综上所述备孕女士和孕妇感染弓形虫

的危害极其严重， 因此做好预防和检查工

作至关重要。

如何预防弓形虫感染呢？

为了预防弓形虫感染， 我们需要采取

一系列措施。 饮食卫生至关重要，不吃生或

未煮熟的肉类、 蛋类， 严格区分器具的生

熟。 不吃未洗净的果蔬， 不喝未煮沸的生

水，孕妇要避免与猫、狗等动物密切接触，

不打理猫狗生活， 孕前应定期检测弓形虫

血清抗体， 首次检测通常在孕期 10�-�12�

周，阴性者需在 20�-�22�周复查，复查阴性

者，足月时还需进行第三次检测。 对易感人

群，如屠宰场及肉类加工人员等，要做好个

人卫生，定期检测血清抗体，同时要搞好周

围环境卫生，加强对水源 、动物和禽畜

的管理。

常用的检测方法有哪些呢？ 弓形虫检

查主要包括病原体检查和免疫学检查。 免

疫学检查包括血清学检查， 通过抽血检测

血液中弓形虫的抗体来帮助确定。 病原体

检查通常临床上采用直接涂片法， 进行吉

姆萨染色后再镜检， 发现有滋养体或者包

囊，可以帮助诊断弓形虫感染。 但本方法检

出率比较低，临床通常使用血清学检查。

倘若防不胜防被弓形虫感染了该如何是

好？ 能够治疗吗？

所幸的是， 弓形虫病能够通过药物

予以治疗，常用药物包括乙胺嘧啶、磺胺

类药物、螺旋霉素等。 公众号生殖圈文章

指出，乙胺嘧啶和磺胺类药物联合应用能

够提升药效，但均具潜在的致畸性，妊娠

12�周内禁用。 乙酰螺旋霉素口服后能完

全吸收，副作用和毒性小，在胎盘组织浓

度高，无致畸性，可用于孕妇弓形虫的治

疗。积极且规范的治疗能够降低先天性弓

形虫的发病率。

总之， 备孕女士和孕妇务必要对弓形

虫保持高度警觉， 借助科学的预防和检测

手段，以及积极规范的治疗，为自身和宝宝

的健康筑牢坚固防线。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马

山县人民医院）

心力衰竭：当心脏无力时，我们该如何应对？

□

陈海忠

心力衰竭， 简称心衰， 是一个复杂且

严重的医学问题， 影响着全球数百万人的

生活质量。 当我们的心脏无力泵送足够的

血液来满足身体的需要时， 就会出现心

衰。 这不仅是一种身体上的挑战， 也是情

感和精神上的考验。 那么， 面对心衰， 我

们究竟该如何应对呢？

一、 了解心衰： 不仅仅是心脏无力

首先， 让我们深入了解心衰的本质。

心衰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 而是一种综

合症， 它可能由多种心脏疾病引发， 包括

冠心病、 高血压、 心脏瓣膜病、 心肌病等。

简而言之， 心衰是心脏结构和功能受损的

最终结果， 导致心脏无法有效地泵血。

要点：

1.心衰是心脏结构和功能受损的结果。

2.它可能由多种心脏疾病引发。

3.心衰不仅仅是心脏无力， 而是一种

综合症。

二、 心衰的症状： 警惕身体的信号

心衰的症状多种多样， 不同患者可能

表现出不同的症状。 常见的症状包括：

1.呼吸困难， 尤其是在活动或躺下时。

2.疲劳和无力感， 即使进行轻微的活

动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3.液体潴留导致的肿胀， 尤其是脚

踝、 腿部和腹部。

4.频繁咳嗽和喘息， 尤其是在夜间。

5.心率加快或不规则。

6.食欲下降， 伴随恶心和呕吐。

三、 诊断心衰： 技术与挑战并存

诊断心衰需要结合患者的病史、 体格

检查以及一系列先进的医学检测。 这些检

测可能包括：

1.心电图 （ECG）： 记录心脏的电活

动， 有助于发现心脏节律问题。

2.超声心动图： 使用声波创建心脏的

图像， 评估心脏的结构和功能。

3.血液检查： 检测特定的生物标志

物， 如 BNP （B 型利钠肽）， 以评估心衰

的严重程度。

4.运动测试： 评估心脏在体力活动时

的反应。

四、 治疗心衰： 多管齐下的策略

治疗心衰是一个复杂且需要多方面考

量的过程， 通常采用多种策略综合治疗。

这些策略主要包括：

1.药物治疗：

利尿剂： 这类药物有助于身体排除多

余的液体， 从而减轻由心衰引起的肿胀症

状。

ACE 抑制剂： 该药物不仅用于降低血

压， 还能有效改善心脏功能， 是心衰治疗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β 受体阻滞剂： 这类药物能够降低心

率， 减轻心脏的工作负担， 有助于改善心

衰患者的预后。

醛固酮受体拮抗剂： 通过减少体内的

盐和液体潴留， 这类药物有助于更好地控

制心衰症状，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2.非药物治疗：

心脏再同步治疗 （CRT）： 此方法涉

及植入式设备的使用， 通过该设备协调心

脏的收缩， 从而有效改善心脏功能。

心脏瓣膜修复或置换： 针对由瓣膜问

题引发的心衰， 可能需要进行瓣膜修复或

置换手术， 以恢复心脏的正常功能。

心脏移植： 对于严重心衰患者， 当其

他治疗方法均无效时， 心脏移植可能成为

最终的治疗手段。

治疗心衰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具体病

情，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并结合药物

治疗和非药物治疗手段， 以期达到最佳的

治疗效果。

五、 生活方式调整： 小改变， 大影响

除了医疗干预， 生活方式的调整也是心

衰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下是一些建议：

1.健康饮食： 减少盐的摄入， 控制液

体摄入， 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

2.规律运动： 根据医生的建议， 进行

适量的有氧运动， 如散步或游泳。

3.管理压力： 学会放松技巧， 如深呼

吸和冥想， 以减少心脏的压力。

4.戒烟限酒： 避免吸烟和过量饮酒，

以保护心脏健康。

5.监测体重： 每天监测体重， 及时发

现液体潴留。

六、 面对心衰： 情感与心理的支持

心衰不仅影响身体健康， 还可能对情

感和心理健康造成重大冲击。 患者可能会

感到恐惧、 焦虑、 无助和孤独。 因此， 情

感和心理的支持同样重要。

1.寻求社会支持： 与家人、 朋友或支

持团体分享感受。

2.心理咨询： 专业的心理咨询可以帮

助患者应对情绪挑战。

3.保持积极态度： 尽管面临挑战， 但

保持积极和乐观的态度有助于应对心衰。

七、 未来展望： 科学与希望的交汇

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进步， 心衰治疗

与管理正持续发展。 新药物、 设备及治疗

方法为患者带来更多选择与希望。 具体方

向包括：

1.基因治疗与细胞疗法： 探索修复受

损心脏组织新方法。

2.远程医疗与可穿戴设备： 提升心衰

管理便捷性与效率。

3.预防策略： 优化心脏疾病预防与管

理， 减少心衰发生。

八、 结语

心力衰竭是一个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

医学问题， 但它并非不可战胜。 通过综合

的医疗干预、 生活方式调整以及情感和心

理的支持， 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心衰， 提

高生活质量。 面对心衰， 我们不仅仅是在

与一个医学问题抗争， 更是在探索一种更

全面、 更人性化的健康管理方式。 在这个

过程中， 科学、 希望与人文关怀交织在一

起， 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前行的道路。

（作者单位： 广西博白县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