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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主要影响

颈椎的结构和功能，给患者的生活带来诸多不

便。 本文将详细阐述颈椎病的症状、原因及治

疗方法，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并应对这一疾病。

一、颈椎病的症状

颈椎病的症状复杂多样，具体表现因个体

差异和病情严重程度而异。 常见症状包括颈部

疼痛、僵硬、活动受限等。 根据颈椎病的不同类

型，还可能出现以下特定症状：

1.

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可能出现上肢麻

木、疼痛、无力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肌肉萎

缩。 这种类型的特点是脖子到手臂部位的放射

性疼痛和麻木，根据受压节段的不同，可能有相

应区域的感觉麻木和疼痛。

2.

脊髓型颈椎病：主要表现为双下肢无力、

行走困难，可能还伴有上肢麻木、精细活动障碍

（如写字困难、拿筷子不稳）以及胸腹部束带感。

患者可能觉得走路时脚下有踩棉花感，甚至出

现大小便功能障碍。

3.

椎动脉型颈椎病：主要特点是突然眩晕，

尤其在脖子旋转到某一方向时眩晕加剧，回正

后症状可能减轻。 椎动脉型颈椎病还可能出现

脑供血不足的一系列表现，如头晕、头痛、耳鸣、

视力模糊，严重时可能导致晕厥。

4.

交感神经型颈椎病：患者可能出现头痛、

恶心、呕吐、心悸、胸闷等症状。交感神经型颈椎

病分为交感兴奋和抑制两种表现，兴奋时会出

现血压升高、心率增快等症状，抑制时则表现为

鼻塞、流鼻涕、耳鸣、心率下降、血压降低等。

二、颈椎病的原因

颈椎病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1.

颈椎退行性变：随着年龄的增长，颈椎间

盘、韧带等组织逐渐发生退行性变，导致颈椎结

构不稳定，容易引发颈椎病。

2.

不良生活习惯：长期低头看手机、电脑等

电子设备，或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都会增加颈

椎的负担，诱发颈椎病。 不良姿势如躺在床上

看电视、看书、高枕、坐位睡觉等，也会加重颈椎

的劳损。

3.

外伤：颈椎受到外力损伤，如车祸、跌落

等，可能导致颈椎骨折、脱位等，进而引发颈椎

病。 特别是已存在颈椎骨质增生、颈椎间盘膨

出等病变的患者，更容易在外伤后诱发症状。

4.

先天发育异常：部分患者可能因颈椎先

天发育异常，如颈椎管狭窄、颈椎畸形等，导致

颈椎病的发生。

5.

慢性感染：咽喉炎、龋齿、牙周炎、中耳炎

等部位的炎症刺激颈部软组织，或通过淋巴系

统引起颈部软组织病变，也可能导致颈椎病。

6.

风寒湿因素：外界环境的风寒湿因素可

以降低机体对疼痛的耐受力，使肌肉痉挛、小血

管收缩、淋巴回流减慢、软组织血循环障碍，继

而产生无菌性炎症，诱发颈椎病。

三、颈椎病的治疗方法

颈椎病的治疗应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

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主要包括非手术

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

非手术治疗：

1.

药物治疗：通过口服或注射药物，如非

甾体抗炎药、肌肉松弛剂等，缓解疼痛、肌肉紧

张等症状。

2.

物理治疗：包括针灸、推拿、牵引等物理

疗法，旨在改善颈椎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

促进颈椎功能的恢复。

3.

颈椎锻炼：通过适当的颈椎锻炼，增强颈

椎肌肉的力量和稳定性，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和

发展。 如定期做颈部运动，避免长时间保持同

一姿势。

4.

神经阻滞治疗：如颈硬膜外神经阻滞治

疗、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等，通过阻断神经传

导，缓解疼痛和麻木等症状。

手术治疗：

对于病情严重、 非手术治疗无效的患者，可

考虑手术治疗。手术方法包括颈椎前路手术、颈椎

后路手术等，旨在解除颈椎压迫，恢复颈椎结构的

稳定性。但手术治疗存在一定风险，患者应充分了

解手术风险并谨慎选择。

四、颈椎病的预防

除了积极治疗颈椎病外，预防同样重要。 以

下是一些预防颈椎病的建议：

1.

保持正确的坐姿和站姿：避免长时间低头

看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适时调整姿势，保持颈

部放松。

2.

定期进行颈椎锻炼：如颈部伸展、旋转等运

动，增强颈椎肌肉的力量和稳定性。

3.

注意保暖：避免颈椎受凉，特别是在冬季和

空调房间中，要注意颈部的保暖。

4.

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度劳累和情绪波

动，保持良好的心态有助于减轻颈椎的负担。

综上所述， 颈椎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

其症状复杂多样，原因复杂。 在治疗方面，应根据

患者的具体病情和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包括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同时，预防颈椎病的

发生同样重要，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

（作者单位：广西钦州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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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作为传染病防控的关键环节，对于

阻断病毒、 细菌等病原体的传播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在当前的传染病防控形势下，充分

认识消毒工作的重要性，并科学、规范地开展

消毒工作， 对于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消毒的重要性、消

毒方法的分类与选择、 消毒工作的规范操作

以及注意事项等方面，为大家普及消毒知识，

提供正确的消毒工作指南。

一、消毒在传染病防控中的重要性

消毒是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重要手段之

一，通过杀灭或去除病原体，减少疾病传播的

风险。 在传染病爆发期间， 消毒工作尤为重

要，可以有效切断传播途径，降低感染率。 此

外， 消毒工作还有助于预防和控制其他常见

疾病，如感冒、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以及肠

道传染病等。

二、消毒方法的分类与选择

消毒方法主要分为物理消毒和化学消毒

两大类。物理消毒主要包括煮沸、高压蒸汽灭

菌、紫外线、电离辐射灭菌法等；化学消毒则

是利用化学药物破坏病原体的结构， 从而达

到消毒的目的。不同的消毒方法各有优缺点，

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消毒方法。

1.

物理消毒方法：

煮沸法：简单有效，适用于金属制品、餐具、玻

璃等物品的消毒。 一般将物品放入沸水中煮

沸

10~30

分钟即可杀灭细菌。

高压蒸汽灭菌法：灭菌效果好，常用于医

院等场所的医疗器械消毒。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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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氏度下

灭菌

30

分钟即可达到理想的消毒效果。

紫外线灭菌法：主要用于空气消毒，紫外

线照射

2

小时可有效杀灭细菌。 但紫外线对人

体皮肤、眼睛有一定伤害，使用时需注意防护。

电离辐射灭菌法： 适用于不耐热物品的

消毒，如医疗用品、橡胶等。 但电离辐射对人

体有一定影响，需专业人员操作。

2.

化学消毒方法

含氯消毒剂：具有较强的杀菌能力，适用

于环境、物品表面的消毒。但使用时需注意浓

度控制，避免对人体造成刺激。

75%

乙醇消毒液：适用于皮肤、物品表面

的消毒。 乙醇易挥发，使用时需保持通风，避

免火源。

其他消毒剂：如过氧化氢、碘伏等，也具

有较好的消毒效果， 但使用时需遵循产品说

明书，确保安全有效。

三、消毒工作的规范操作

1.

消毒前的准备

在进行消毒工作前，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工

作。 首先，了解消毒对象的性质、用途和可能存

在的病原体；其次，选择合适的消毒方法和

消毒剂；最后，准备好所需的消毒设备和防

护用品。

2.

消毒操作的步骤

清洁：在消毒前，应先将物品或环境表面

的污垢、尘埃等清洁干净，以提高消毒效果。

消毒：按照所选消毒方法的操作要求，对

物品或环境表面进行消毒处理。 注意控制消

毒剂的浓度、作用时间和温度等参数，确保消

毒效果。

冲洗： 对于使用化学消毒剂进行消毒的

物品，消毒后应进行充分的冲洗，以去除残留

的消毒剂。

晾干： 消毒后的物品应放置在通风干燥

处晾干，避免再次污染。

3.

消毒工作的注意事项

安全操作：在进行消毒工作时，应注意个

人安全， 佩戴防护用品， 避免直接接触消毒

剂。 同时，确保通风良好，避免消毒剂挥发对

人体造成危害。

质量控制： 定期对消毒工作进行检查和

评估，确保消毒效果符合要求。对于不合格的

消毒结果， 应及时分析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进

行改进。

环保意识：在使用消毒剂时，应注意节约用

量，避免浪费。 同时，对于废弃的消毒剂容器和

包装物，应妥善处理，防止对环境造成污染。

四、结语

消毒在传染病防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

性。正确、规范的消毒工作可以有效切断传播途

径，降低感染风险，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了解消毒知识，掌握正

确的消毒方法，并在日常生活中加强消毒工作，

共同营造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

在未来的传染病防控工作中， 我们还应继

续加强消毒工作的研究和创新，探索更加高效、

环保的消毒方法和技术， 为疫情防控提供更加

有力的支持。 同时，加强公众的健康教育，提高

人们的消毒意识和技能，形成全民参与、共同防

控的良好氛围。

总之，消毒是传染病防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环节。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消毒工作的重要性，并

采取科学、规范的操作方法，确保消毒工作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传染

病挑战，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作者单位：广西上思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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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流性食管炎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

病，其主要症状包括烧心和反酸等。这种疾病

的主要原因是胃酸反流到食管， 对食管黏膜

造成损害。为了有效控制反流性食管炎，我们

需要了解其发病原因，掌握与胃酸‘抗战’的

生活之道。 本文将从饮食、生活习惯、药物等

方面进行科普。

一、饮食调整

1.

避免刺激性食物：过于辛辣、过冷过热

的食物都会刺激胃酸分泌，加重病情。建议选

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2.

少量多餐：过饱会加重胃部负担，导

致胃酸分泌过多。建议适当控制食量，少食

多餐。

3.

避免高脂饮食：高脂食物难以消化，会

刺激胃酸分泌，加重病情。

4.

增加膳食纤维：适当增加膳食纤维的

摄入，有助于促进胃肠蠕动，减少胃酸分泌。

二、生活习惯改善

1.

保持充足睡眠：睡眠不足会影响胃肠

功能，导致胃酸分泌紊乱。

2.

避免饭后立即平卧：饭后立即平卧会

导致胃酸反流。 建议饭后适当活动，如散步。

3.

保持大便通畅：便秘会刺激胃酸分泌，

加重病情。 建议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保持

大便通畅。

4.

适当运动：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胃肠

蠕动，减少胃酸分泌。建议选择轻松的运动方

式，如散步、瑜伽等。

三、药物控制

1.

抑酸药：如质子泵抑制剂（

PPI

）等，可

有效抑制胃酸分泌，减轻症状。服药时间需遵

照医嘱，一般餐前服用。

2.

促动力药：如莫沙必利等，可促进胃肠

蠕动，减少胃酸滞留。服药时间同样需遵照医

嘱，一般餐前或餐后服用。

3.

联合用药：对于症状较重者，可考虑联

合用药，以提高治疗效果。 同时，患者需注意

药物副作用，如有不适及时就医。

四、其他注意事项

1.

定期复查：症状缓解后，仍需定期到医院

复查，了解病情变化，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2.

心理调适：心理因素对胃肠功能有较大

影响，应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过度焦虑。

3.

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反流性食管炎的

防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我们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坚持健康饮食和规律作息。

总之，反流性食管炎的治疗和预防需要我

们从饮食、生活习惯、药物等多个方面入手。 通

过科学合理的调整，我们可以有效控制反流性

食管炎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南省鲁山县中医院）

反流性食管炎的治疗方法与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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