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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医学与放射治疗作为现代医学的

重要分支，在治疗恶性肿瘤等疾病方面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随着放射性物质

或辐射器具的应用，辐射损伤成为了一个不

容忽视的问题。

本文将从认识辐射、防护措施及应对辐

射损伤的方法三个方面进行科普。

一、认识辐射

辐射分为非电离辐射和电离辐射两大

类。 非电离辐射包括无线电波、微波、红外

线、可见光及紫外线等，它们不会直接损伤

DNA

，但长时间暴露可能对皮肤和眼睛造成

伤害。 而电离辐射，如

X

射线、

γ

射线以及

放射性物质发出的阿尔法粒子、 贝塔粒子

等，能够直接使

DNA

发生电离，进而对人体

细胞和组织造成损伤。

二、防护措施

1.�

远离辐射源

减少接触高强度辐射源的时间和距离是

预防辐射损伤的首要措施。 在日常生活和工

作中，应尽量避免长时间接触微波炉、电视、

电脑等电子设备， 并减少到医院接受

X

光、

CT

等放射性检查的次数。 对于放射治疗患

者，应严格遵循医生的指导，避免非必要的辐

射暴露。

2.�

穿戴防护装备

在可能暴露于核辐射或放射治疗的区

域，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和面罩，以减少辐射

对皮肤和呼吸系统的直接损害。此外，对于放

射治疗患者， 医生也会根据具体情况为其选

择合适的防护用品，如防护垫等。

3.�

保持良好生活习惯

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增强身体对辐射的

抵抗力至关重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合理的饮

食以及适当的体育锻炼， 都有助于提高身体

免疫力，从而减轻辐射对身体的损伤。 同时，

避免长期处于高压和焦虑状态， 也有助于维

持身体内分泌平衡，减少辐射的敏感性。

三、应对辐射损伤的方法

1.�

及时治疗

对于已经发生的辐射损伤， 应及时就医

并接受专业治疗。 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

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包括使用药物促

进细胞修复、减轻炎症反应等。

2.�

皮肤护理

放射治疗过程中， 患者可能会出现皮肤

红肿、疼痛等副作用。 为减轻这些症状，患者

应保持照射野皮肤的清洁干燥， 避免使用刺

激性强的洗涤用品，并穿着柔软宽松的内衣。同

时， 可以使用一些具有保湿和修复功能的护肤

品来缓解皮肤不适。

3.�

口腔护理

放射治疗还可能引起口咽干燥、 疼痛等症

状。 为减轻这些不适，患者应保持口腔湿润，多

饮水或使用口腔喷雾。若出现严重的粘膜反应，

如口腔溃疡等，应及时就医并遵医嘱进行治疗。

总之， 放射医学与放射治疗在医学领域具

有重要地位， 但其伴随的辐射损伤问题也不容

忽视。

通过正确认识辐射、 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以及及时应对辐射损伤的方法， 我们可以最大

程度地减少辐射对身体的伤害， 保障患者的健

康和安全。

（作者单位：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中医医院）

如何应对辐射损伤及防护措施

□

丛方慧

妇科炎症的定期复查与调理

□

郭春梅

妇科炎症是女性常见的健康问题，常表

现为白带异常、外阴瘙痒、下腹痛等症状。 它

不仅影响女性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更严

重的健康问题，如宫颈糜烂、盆腔炎等。 传统

的中医调理方法，通过内外兼治，能够有效

缓解妇科炎症，帮助女性恢复健康。

以下将详细介绍中医调理妇科炎症的

几种主要方法。

一、内服中药，调理气血

中医治疗妇科炎症， 首先注重内服中

药。 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病情，选择具有清热

利湿、温阳散寒、活血化瘀等功效的中药方

剂。 例如，湿热下注型妇科炎症可选用龙胆

泻肝汤，寒湿凝滞型可选用温经汤，阴虚湿

热型可选用知柏地黄汤。

这些中药方剂能够调节体内阴阳平衡，

清除病邪，促进气血畅通，从而缓解妇科炎

症的症状。

二、外用药物，直接作用

除了内服中药，中医还常使用外用药物

进行局部治疗。 苦参、黄柏、蛇床子等中药材

煎水后，可通过外洗或坐浴的方式直接作用

于患处，减轻炎症和瘙痒。

这种方法直接有效，能够迅速缓解外阴

瘙痒、白带异常等症状。

三、针灸疗法，调和气血

针灸是中医的特色疗法之一。 通过针刺

三阴交、气海、关元、足三里等穴位，可以调和

气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增强机体免疫力，

有助于炎症的吸收和消退。

针灸疗法对于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炎

症相关症状也有显著的改善作用。

四、拔罐疗法，疏通经络

拔罐疗法通过在肾俞、命门、关元俞、大

肠俞等穴位进行拔罐，有助于促进气血流通，

消除局部的寒湿或瘀滞， 辅助缓解盆腔区域

的紧张和疼痛。

拔罐疗法不仅能够改善妇科炎症的症

状，还能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

五、饮食疗法，调理体质

中医认为， 饮食对于调理身体有着重要

的作用。 妇科炎症患者应根据自身体质调整

饮食。

湿热体质者应避免油腻和辛辣食物，如

炸鸡、辣条、芥末等；阴虚体质者应多食用滋

阴食物，如枸杞、银耳、雪梨等。

同时，多吃富含维生素

C

、

E

以及锌的食

物，如猕猴桃、坚果等，有助于提高机体抵抗

力，辅助身体对抗致病菌。

六、保持个人卫生，预防复发

除了中医调理， 保持个人卫生也是预防

和治疗妇科炎症的重要措施。 女性应保持外阴

清洁干燥，勤换内裤，并使用温和无刺激性的洗

液清洗外阴。避免使用碱性洗液清洗阴道，以免

破坏阴道的酸碱平衡。 同时，避免过度劳累，保

证充足睡眠，有利于身体恢复。

七、定期复查，监测病情变化

妇科炎症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患者

需要定期复查，监测病情变化。 通过

B

超、白带

常规等检查， 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存在的并发

症，确保治疗效果。

总之，中医调理妇科炎症以其独特的优势，

为女性提供了有效的治疗选择。

通过内服中药、外用药物、针灸、拔罐、饮食

疗法等多种方法，中医能够全面调理女性身体，

帮助女性告别妇科炎症的烦恼。

（作者单位： 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五堡

中心卫生院）

急性胰腺炎是一种复杂的消化系统急

症，其病因多样、发病机制复杂、临床表现多

变且治疗难度大。 本文将从预防到治疗对急

性胰腺炎进行全方位解析，以帮助公众更好

地了解这一疾病。

一、急性胰腺炎概述

急性胰腺炎是多种病因导致胰腺组织自

身消化、水肿、出血及坏死等炎性损伤的急性

过程。 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可分为轻症急性

胰腺炎 （

MAP

）、 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

（

MSAP

）、重症急性胰腺炎（

SAP

）及危重急性

胰腺炎。其中，

MAP

预后良好，但

SAP

和

CAP

往往伴随着高死亡率及多器官功能障碍，需

引起高度重视。

二、急性胰腺炎的预防

预防急性胰腺炎的关键在于减少诱因、

调整饮食、劳逸结合、改善生活条件和控制相

关疾病。

1.

减少诱因：急性胰腺炎的诱因包括胆

道疾病、酒精、胰管阻塞、十二指肠降段疾病、

手术与创伤、代谢障碍、药物、感染等。应纠正

不良习惯，禁止饮酒，保证饮食规律，以预防

疾病发作。

2.

饮食调理：养成合理的饮食结构，尽量

做到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以温性和营养丰富

的食物为主，避免高脂、高蛋白饮食，以减少

高三酰甘油血症的发生， 从而预防胰腺循环

障碍和胰腺炎。

3.

劳逸结合：避免过度劳累或长时间熬

夜，以免导致免疫力低下，容易诱发急性胰

腺炎。

4.

控制疾病：如果自身患有高血脂、糖尿

病等慢性疾病，应积极控制血糖和血压，以降

低急性胰腺炎的发生风险。

三、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表现

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表现以急性上腹痛为

主要特征，疼痛多位于中左上腹甚至全腹，可

放射至背部。此外，患者还常伴有恶心、呕吐、

轻度发热等症状。随着病情的发展，部分患者

可出现急性多器官功能障碍及衰竭的表现。

四、急性胰腺炎的诊断

急性胰腺炎的诊断依赖于临床表现、实

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等多个方面。 血清淀

粉酶和脂肪酶是诊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标志

物。 影像学检查如腹部超声、

CT

和

MRI

等有

助于明确胰腺及周围脏器的病变情况。

五、急性胰腺炎的治疗

急性胰腺炎的治疗方法包括一般治疗、

药物治疗、内镜治疗和手术治疗等。

1.

一般治疗：遵医嘱禁食，进行肠外营养

或空肠营养支持，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和加强

监护。

2.

药物治疗：包括抑制胃酸分泌药物、解痉

镇痛药物和抗菌药物， 以抑制胰腺分泌和控制

感染。

3.

内镜手术治疗：对于胆源性胰腺炎，需要

在发病后的

24-72

小时内进行内镜手术治疗，

以清除胆管结石，恢复胆道通畅。

4.

手术治疗：对于以上治疗无法缓解症状

或伴有并发症的患者， 需要尽早接受外科手术

治疗。

急性胰腺炎作为一种高死亡率的疾病，其

预防和治疗至关重要。 通过减少诱因、 调整饮

食、劳逸结合、改善生活条件和控制相关疾病，

可以有效预防急性胰腺炎的发生。 一旦出现急

性胰腺炎的症状，应及时就医，遵医嘱进行治疗

和调养。

（作者单位：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康力医院）

急性胰腺炎：从预防到治疗的全方位解析

□

马连国

心病也需心药医：患者心理学的奇妙作用

□

李兴艳

在医学的广阔领域中，除了药物与手术

这些直观的治疗手段外，患者心理学正逐渐

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它像一股温暖的

风，吹散了患者心中的阴霾，为治疗疾病提供

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 正如古语所言，“心病

还须心药医”，在现代医学的框架下，患者心

理学的奇妙作用正日益显现。

一、情绪与疾病的紧密联系

情绪与健康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长期的精神压力、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不

仅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直接导致

或加剧某些身体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免疫系

统疾病等。 患者心理学通过研究这些情绪因

素，帮助医生更好地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从

而制定更加全面、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二、认知行为疗法：改变思维，改善健康

认知行为疗法（

CBT

）是患者心理学中常

用的一种治疗方法。 它帮助患者识别和改变

消极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 从而改善情绪

状态，增强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 例如，对于

慢性疼痛患者，

CBT

可以教会他们如何以更

积极的方式看待疼痛， 减少疼痛对日常生活

的影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减轻疼痛程度。

三、心理干预：提升治疗效果的催化剂

在癌症、 心脏病等重大疾病的治疗过程

中，心理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心理咨询、

支持小组等形式， 患者可以获得情感上的支

持， 减轻治疗过程中的恐惧和不安。 研究表

明， 接受心理干预的患者往往能更好地配合

治疗，提高生活质量，甚至在生存率上也有所

提升。这种“心药”的作用，是单纯药物治疗难

以替代的。

四、正念冥想：心灵的自我疗愈

正念冥想作为一种源自东方的心理实

践，近年来在西方医学界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它通过引导患者专注于当下， 接受而不评判

自己的感受和思想，从而达到减轻压力、提升

情绪调节能力的目的。 对于失眠、焦虑、慢性

疼痛等患者而言， 正念冥想提供了一种非药

物的自我管理策略， 帮助他们找回内心的平

静与力量。

五、社会支持系统：构建康复的坚固后盾

人是社会性动物， 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是

促进康复的关键因素之一。 患者心理学强调建

立包括家人、朋友、医护人员在内的广泛支持网

络，为患者提供情感、信息和实际帮助。 这种社

会性的“心药”，能够增强患者的归属感和自信

心，促进身心全面康复。

总之，患者心理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

为治疗“心病”提供了丰富的“心药”。 它教会我

们， 真正的健康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无病无痛，更

是心灵上的平和与喜悦。 在未来的医学实践中，

患者心理学将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人

类的健康福祉贡献智慧与力量。 让我们携手并

进，用心治愈心，共同迎接更加美好的健康未来。

（作者单位：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