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胃肠外科手术是一种针对胃肠道疾病的

复杂手术，涉及胃、肠、胰腺等器官，术后康复

和护理直接影响患者的恢复进程和生活质

量。本文将介绍术后的日常养护技巧，帮助患

者更好地恢复健康。

一、饮食调理

1、术后初期饮食：术后初期，患者的消化

系统功能尚未完全恢复， 需要特别注意饮食

的选择和安排。在术后最初的几天，建议患者

进食清淡的流质饮食，如米汤、果汁、蔬菜汁

等，以减少胃肠道负担。 随着患者的康复，可

以逐步增加半流质饮食，如稀饭、软面条等，

最终过渡到正常饮食。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注

意观察患者的消化反应， 逐渐增加食物的种

类和量， 避免一次性进食过多或过于复杂的

食物。

2、术后饮食禁：术后饮食需要避开一些

对消化系统有刺激的食物。辣椒、胡椒等辛辣

食物会刺激胃肠道，容易引起不适，应避免食

用。辛辣食物可能会导致胃肠道炎症，加重术

后不适感，因此应选择温和、清淡的食物。 油

炸食品、高脂肪食物会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

于消化， 应尽量避免。 油腻食物不仅难以消

化，还可能引起腹胀、腹痛等不适症状。 应尽

量选择低脂肪、易消化的食物，如蒸煮的蔬

菜、瘦肉等。

3、合理营养搭配：术后患者需要摄入足

够的营养以支持身体的恢复。 蛋白质是修复

组织的重要成分，可以通过食用鱼类、瘦肉、

蛋类等来补充。 多食用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以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增强免疫力。

二、活动与休息

1、适当活动：适当的活动可以促进血液

循环，防止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在手术后的

最初几天，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些简单

的床上活动，如翻身、抬腿等。随着康复进展，

可以逐步增加活动量，如短时间的室内走动，

但要避免剧烈运动。

2、充分休息：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

间，良好的睡眠有助于身体的自我修复。 术

后避免从事重体力劳动或长时间的精神压

力，以免影响恢复。

三、伤口护理

1、保持伤口清洁：保持伤口的清洁是防

止感染的关键。 定期换药：按照医生的指导，

定期更换伤口敷料，保持伤口的干燥和清洁。

定期换药不仅可以清除伤口表面的细菌，还

能观察伤口的愈合情况，及早发现异常。 避

免水淋：术后应尽量避免伤口接触水，洗澡时

可以采用局部擦拭的方式。 避免水淋可以减

少感染的风险，保持伤口干燥有助于愈合。

2、观察伤口变化：及时观察伤口的变化，

以便及早发现异常情况。红肿热痛：若发现伤

口出现红肿、发热或疼痛加剧，应立即联系医

生。这些症状可能是感染的迹象，需要及时处

理以防止进一步恶化。分泌物变化：如果伤口

有异常分泌物，如脓液，应尽早就医检查。 异

常分泌物可能预示着感染或其他问题， 及时

就医可以确保早期干预和治疗。

四、心理调适

1、保持积极心态：积极的心态能提高患

者的康复信心。 家人的陪伴和支持对患者的

心理康复非常重要，帮助他们保持乐观心态。

患者应学会自我调节情绪，可以通过阅读、听

音乐等方式放松心情。

2、专业心理辅导：有些患者可能会在术

后出现心理问题，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如果

患者感到焦虑、抑郁，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咨询

师的帮助。

五、定期复查

1、复查时间安排：复查时间应根据医生

的建议进行。 术后初期： 一般在术后 1 周、1

个月进行初步复查，了解伤口愈合情况。初期

复查可以帮助医生评估患者的恢复进展，及

时调整康复计划。 长期随访： 术后 3 个月、6

个月及一年内需进行长期随访， 监测整体恢

复情况。 长期随访有助于全面了解患者的健

康状况，预防可能的复发或并发症。

2、复查内容：复查内容应包括全面的

身体检查和相关的辅助检查。体格检查：包

括伤口检查、腹部触诊等。体格检查可以直

接了解伤口的愈合情况和腹部的恢复状

态，发现潜在问题。 影像学检查：必要时进

行超声、CT 等影像学检查，以排除并发症。

影像学检查可以提供详细的内部影像资

料， 帮助医生准确评估患者的恢复情况和

潜在风险。

总之， 胃肠外科手术后的日常养护需

要从饮食调理、活动与休息、伤口护理、心

理调适以及定期复查等多个方面入手。 只

有全面而细致的护理， 才能帮助患者更好

地恢复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希望本文所提

供的养护技巧能为术后患者和家属提供有

效的指导和帮助。

（作者单位：广西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胃

肠外科）

肩周炎患者恢复关节活动的注意事项

□

刘夕霞

肩周炎， 又称冻结肩或粘连性肩关节

炎，是一种常见的肩关节疾病，表现为肩关

节疼痛和活动受限。 患者常常因为长期的疼

痛和活动不便，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效

率。 然而，通过合适的治疗和康复锻炼，肩周

炎患者可以逐渐恢复关节活动， 减轻疼痛，

提高生活质量。

一、了解肩周炎的病因

肩周炎是一种复杂的疾病，可能由多种

因素引起。 了解这些因素有助于采取预防措

施或在发病后有效应对。

1、年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各

部位的磨损会增加。 中老年人肌肉和肌腱的

弹性降低，容易引起肩周炎。 因此，中年以

后，适当进行肩关节的保养和锻炼，有助于

预防或减轻症状。

2、肩部损伤：在日常生活中，肩部可能

因为跌倒、撞击或运动中的扭伤而受损。 这

些损伤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和正确的处理，就

可能发展成慢性炎症，导致肩周炎。

3、疾病因素：某些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和

甲状腺疾病，会通过影响血液循环和代谢机

能，增加患肩周炎的风险。 患者需要在积极

治疗这些慢性疾病的同时，注意监测肩关节

的健康状态。

4、职业因素：长时间的重复性肩部动作

或不良姿势，如长时间使用电脑或进行体力

劳动，可能导致肌肉疲劳和关节损伤。 通过

调整工作姿势，可减少肩周炎发生。

二、采用合适的治疗措施

治疗肩周炎需要综合考虑病情和个体

差异，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

1、药物治疗：非甾体抗炎药是治疗肩周

炎的常用药物， 通过减少炎症介质的生成，

缓解疼痛和肿胀。 患者在使用这类药物时，

应遵循医嘱， 注意药物的剂量和使用时间，

以避免副作用。

2、物理治疗：物理治疗方法多样，包括

超声波治疗、电疗、热疗等，可以帮助改善局

部血液循环，促进炎症物质的吸收，缓解肌

肉疼痛。 这些治疗通常由专业的物理治疗师

进行，确保安全有效。

3、穴位按摩：中医的穴位按摩可以通过

刺激特定的穴位，促进气血流通，缓解肌肉

紧张和疼痛。 这种治疗需要由有经验的中医

师进行，以确保正确的穴位和力度。

4、关节注射：在某些情况下，医生可能

会建议进行肩关节注射，以快速缓解疼痛和

炎症。 这种治疗方法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

行，以防止感染和其他并发症。

三、开展康复锻炼

1、肩关节的温热疗法：温热可以促进血

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 患者可以使用热水

袋或热毛巾敷在肩部， 每次 15-20 分钟，每

天 2-3次。 注意温度适宜，避免烫伤。

2、被动活动：在疼痛较为严重时，患者

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被动活动。 这些活动包

括肩关节的屈伸、外旋和内旋等，助于维持

关节活动度，防止关节僵硬。

3、渐进式主动运动：随着病情的改善，

患者可以逐步增加活动幅度和力量，进行主

动的肩关节运动。 这些运动应在不引起剧烈

疼痛的前提下进行，以促进关节功能恢复。

4、肩部稳定性训练：肩部稳定性训练有

助于增强肩部周围肌肉的力量和耐力，提高

关节的稳定性。 患者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稳

定性训练，如哑铃练习、墙壁推举等。

四、日常生活的调整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简单调整，可以帮助

减轻肩周炎的症状，促进康复。

1、避免长时间的肩部负荷：长时间携带

重物或进行重复性的肩部动作，可能加重肩

周炎的症状。 患者应尽量避免这些情况，或

采取间歇性休息，减轻肩部的负担。

2、改善睡姿：睡眠时长时间压迫患肩，可

能加重疼痛和肌肉紧张。 患者可以尝试使用

有支撑的枕头，或改变睡姿，减少肩部压力。

3、工作姿势调整：长时间保持不良的工

作姿势，如低头使用电脑，可能加重肩颈部

的负担。 患者应注意调整工作姿势，保持脊

柱的自然弯曲，并定期进行休息和放松。

4、饮食调整：合理的饮食有助于改善关

节健康。 患者可以增加富含 Omega-3 脂肪

酸和维生素 D 的食物，如深海鱼类、坚果和

乳制品，促进关节的修复和功能恢复。 同时，

减少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控制体重，减

轻关节负担。

综上所述，肩周炎虽然会给患者带来不

少困扰，但通过科学的治疗方法和持续的康

复锻炼，患者完全有可能恢复关节的正常活

动。 重要的是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遵循

医生的指导，逐步克服病痛，重拾健康的生

活。 同时，通过日常生活的合理调整，可以进

一步预防肩周炎的发生，为自己的身体健康

打下良好的基础。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兴治疗学：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

□

罗梅

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作为一种新兴

的治疗技术， 近年来在医学领域取得了显

著的发展。与传统的手术方法相比，超声引

导下的介入治疗具有微创、精准、实时可视

化等优势， 广泛应用于各种疾病的诊断和

治疗中。 本文将介绍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

疗的概念、应用范围、技术优势以及发展的

前景。

一、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概述

1、定义与原理：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

是一种利用超声成像技术进行实时引导的

微创手术技术。 通过超声波的非侵入性成像

特点，医生能够在屏幕上实时观察到体内的

病变位置，从而精准地进行治疗操作。 该技

术主要依靠超声设备和介入器械的配合，在

病变组织或器官上进行穿刺、活检、导管插

入等操作。

2、历史背景与发展：超声引导下的介入

治疗始于 20 世纪中期， 最初应用于肝脏和

肾脏的穿刺活检。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设备的

改良， 其应用范围逐渐扩大到心血管疾病、

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等多个领域。 近年来，超

声设备的高分辨率成像和三维成像技术的

发展，使得该技术更加精准和高效。

二、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应用

1、肿瘤治疗：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在

肿瘤治疗中有着重要的应用， 包括肝癌、肾

癌、乳腺癌等。 通过超声引导，医生可以进行

肿瘤的穿刺活检，获取组织样本，进行病理

诊断。 这种方法相较于传统的外科手术，更

加微创，减少了患者的痛苦和恢复时间。 此

外，超声引导下的射频消融、微波消融等技

术， 可以精准地对肿瘤组织进行局部消融。

通过超声的实时监控，医生能够有效地控制

消融范围， 避免对周围健康组织的损伤，提

高了治疗的安全性和效果。

2、心血管疾病治疗：在心血管疾病的治

疗中， 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具有重要作

用。 例如，心脏病患者可通过超声引导下进

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将导管准

确送入病变部位， 进行球囊扩张或支架植

入，恢复血流通畅。 此外，超声引导下的经皮

心脏瓣膜修复术也日益受到关注。

3、神经系统疾病治疗：超声引导在神

经系统疾病中的应用包括脑血管病变的介

入治疗和神经根阻滞等。例如，在治疗脑动

脉瘤时， 通过超声引导可以准确定位动脉

瘤位置，进行微创介入治疗，减少开颅手术

的风险。神经根阻滞术中，通过超声引导可

以精确定位神经根，注入药物进行治疗，缓

解疼痛。

三、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技术优势

1、微创性：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具有

微创性，相较于传统开放手术，切口小、出血

少、恢复快。 这种优势使得患者的住院时间

大大缩短， 降低了术后感染和并发症的风

险，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2、实时可视化：超声引导提供了实时可

视化的操作环境，医生可以在超声屏幕上清

晰地看到器官和组织的内部结构，以及介入

器械的位置和运动轨迹。 这种实时可视化的

特点， 使得医生能够更加精准地进行操作，

避免误伤健康组织。

3、精准性：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具有

极高的精准性，通过超声成像技术，医生能

够准确定位病变部位，进行定向操作。 这种

精准性不仅提高了治疗的成功率，还减少了

对周围正常组织的损伤，降低了患者的痛苦

和风险。

四、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发展前景

1、技术创新：随着超声技术的不断创新

和发展，未来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将更加

精准和高效。 例如，三维超声成像技术、多模

态成像技术的应用，将使医生能够更全面地

了解病变情况，提高治疗的准确性。

2、应用拓展：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的

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拓展， 除了现有的肿瘤、

心血管、神经系统等领域，未来还可能应用

于更多的疾病治疗中。 例如，在消化系统疾

病、泌尿系统疾病等方面，超声引导的介入

治疗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3、个性化治疗：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和

对疾病认识的深入，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

将更加注重个性化治疗。 根据每个患者的具

体情况，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提高治疗

效果，减少不良反应。

总之，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作为一种

新兴的治疗技术，凭借其微创性、实时可视

化和精准性的优势，已经在医学领域取得了

显著的成就。 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的应用范围将进一

步扩大，并在未来的医学治疗中发挥更加重

要的作用。 我们有理由相信，超声引导下的

介入治疗将为广大患者带来更多的福音，推

动医学事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广西河池市中医医院）

胃肠外科手术后的日常养护技巧

□ 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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