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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常见恶性

肿瘤，其发生与人乳头瘤病毒（

HPV

）感染密

切相关。

然而， 子宫颈癌是一种可防可控的疾

病，通过早期预防、筛查和自我保护，可以大

大降低其发病率和死亡率。 本文将详细介绍

子宫颈癌的预防措施，特别是筛查与自我保

护的重要性。

一、接种

HPV

疫苗

HPV

疫苗是预防子宫颈癌最有效的手

段之一。 该疫苗能够诱导机体产生针对特定

型别的

HPV

抗体，从而有效预防

HPV

感染，

降低子宫颈癌的发病风险。 建议女性在合适

的年龄段内接种

HPV

疫苗，并遵循医生建议

完成全程接种。 早期接种，特别是在青少年

时期，可以获得更好的预防效果。

二、定期进行子宫颈癌筛查

子宫颈癌筛查是通过一系列检查手段，

发现宫颈细胞的异常变化， 从而在癌变前进

行干预和治疗。 筛查方法主要包括宫颈细胞

学检查（

TCT

）和

HPV

检测。

宫颈细胞学检查： 通过采集宫颈细胞样

本，观察细胞形态和结构，判断是否存在异常

变化。简便、无创伤、痛苦小，是子宫颈癌筛查

的基本手段。 一般女性推荐筛查起始年龄为

25-30

岁。

HPV

检测：通过检测宫颈细胞中的

HPV

病毒，判断是否存在感染。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 能够发现一些细胞学检查无法发

现的早期病变。 对于

27-45

岁女性处于性行

为活跃阶段，有较高的的

HPV

感染风险和患

子宫颈癌前病变的风险， 对于有性行为的女

性定期进行子宫颈癌筛查。 根据个人经济条

件采用每

5

年一次的

HPV

单独检测，或与细

胞学联合筛查；或每

3

年一次细胞学检查。

三、避免高危因素

除了

HPV

感染外，子宫颈癌的发病还与

多种高危因素密切相关，如过早开始性行为、

多个性伴侣、长期吸烟、免疫功能低下等。 因

此， 女性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避免这

些高危因素，以降低子宫颈癌的发生概率。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良好的生活习惯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降低患病风险。建议保持

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量运动，避免熬夜、劳

累，戒烟限酒。

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外阴清洁，每日用清

水清洗外阴，勤换内衣裤，避免不洁性行为；

经期应使用清洁卫生用品并及时更换；；避免

使用公共浴巾、浴盆等卫生设施。出现外阴不适

或异常分泌物时应及时就诊

四、提高自我保健意识

女性朋友们应充分认识到子宫颈癌筛查的

重要性，积极参与筛查，保护自己的健康。同时，

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

也是降低子宫颈癌发病风险的关键。

关注癌症危险信号：出现异常阴道出血、白

带增多、下腹部疼痛、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时，

应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

子宫颈癌是一种可防可控的疾病， 通过接

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子宫颈癌筛查、避免高

危因素和提高自我保健意识， 我们可以大大降

低子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早预防早安心，

让我们共同守护女性的健康与幸福。

（作者单位：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子宫颈癌的筛查与自我保护

□

夏蕾

消化系统疾病是人群中极为常见的健

康问题，涵盖了从轻微不适到危及生命的各

种病症。 从胃炎到消化性溃疡，这些疾病不

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更严重

的健康问题。 本文旨在科普这些疾病的基本

知识，并强调早期诊断与治疗的重要性。

一、胃炎及其表现

胃炎是胃黏膜的炎症，可分为急性和慢

性两种。 急性胃炎通常是由于感染、药物、酗

酒或胆汁反流等外部因素引起的。 慢性胃炎

则可能与幽门螺杆菌感染、自身免疫反应或

长期不良饮食习惯有关。

症状： 胃炎患者常表现为上腹部隐痛、饱

胀感、反酸、嗳气、食欲不振等消化不良症状。

这些症状虽不致命，但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诊断与治疗： 胃镜是诊断胃炎的金标

准，可以直观观察胃黏膜状况并取样活检。治

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如抑酸剂、胃黏膜保护

剂、抗生素等）和生活方式调整（如戒烟、限

酒、避免刺激性食物）。

二、消化性溃疡及其特点

消化性溃疡主要指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

疡， 是由于胃酸和胃蛋白酶对胃肠道黏膜的

消化作用造成的。 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消化性

溃疡的主要病因。

症状： 胃溃疡的疼痛多在餐后

1

小时内

出现，经

1～2

小时后逐渐缓解；十二指肠溃疡

疼痛则在餐后

3～4

小时出现，进餐后可缓解。

两者常伴有反酸、烧心等症状。

诊断与治疗： 胃镜是诊断消化性溃疡的

主要手段。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如质子泵

抑制剂、抗生素等）和必要时的手术治疗。 药

物治疗旨在杀灭幽门螺杆菌、抑制胃酸分泌、

保护胃黏膜。

三、早期诊断的重要性

消化系统疾病， 尤其是胃炎和消化性溃

疡，如果得不到及时诊断和治疗，可能会引发

更严重的并发症，如胃穿孔、出血、幽门梗阻

等。这些并发症不仅增加治疗难度，还可能威

胁患者生命。

早期诊断的优势在于：

1.

及时治疗：早期发现疾病，可以迅速

采取治疗措施，防止病情恶化。

2.

减少并发症：通过早期干预，可以有

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3.

降低医疗成本：早期诊断和治疗可以

避免病情恶化后的高昂医疗费用。

四、预防措施

预防消化系统疾病的关键在于：

1.

健康饮食：避免刺激性食物，保持营养均衡。

2.

规律作息： 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

息时间。

3.

戒烟限酒： 烟草和酒精是消化系统疾病

的危险因素。

4.

定期体检： 定期进行胃镜等消化系统检

查，及时发现潜在问题。

结语

消化系统疾病虽然常见， 但通过早期诊断

和治疗，大多数患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保持健

康的生活方式，定期进行体检，是预防这些疾病

的关键。 对于已经出现症状的患者， 应及时就

医， 以免延误病情。 通过科学的预防和治疗措

施，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消化系统健康。

（作者单位：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医院）

消化系统疾病的早期诊断及预防措施

□

武海玲

手术室是医院内最为专业和神秘的地方

之一， 医生与护士在这里共同演绎着一场场

惊心动魄的生命之战。 为了确保这场战斗的

胜利，手术室的无菌环境显得尤为重要。本文

将分条解析手术室如何通过“无菌世界”的构

建来确保手术安全。

1.�

无菌环境的基本概念

无菌环境是指在一定空间内没有细菌、

病毒等微生物存在的状态。在手术室中，无菌

环境是确保手术成功的关键因素， 因为任何

微生物污染都可能导致手术失败， 甚至危及

患者生命。

2.�

空气净化与消毒

手术室的空气净化通过高效过滤器和层

流装置实现， 这些系统可以有效去除空气中

的微生物，降低空气中的细菌浓度。 同时，手

术室的地面、墙壁、天花板等表面需要定期进

行消毒， 以杀死表面的微生物并防止它们进

入空气中。

3.�

手术器械的消毒与灭菌

手术器械的消毒与灭菌是手术室无菌操

作中的核心内容。每次手术前，器械都必须经

过严格的清洗、消毒与灭菌处理，常用的方法

有高温蒸汽灭菌、 环氧乙烷灭菌和等离子灭

菌等。 其中，高温蒸汽灭菌是最常用的方法，

因为它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高效杀灭细菌、病

毒和真菌。

4.�

无菌操作规范

医护人员在手术过程中需要遵循严格的

无菌操作规程， 如戴无菌手套、 穿无菌手术

衣、戴口罩等。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防止医护人

员将微生物带入手术室， 保证手术环境的无

菌性。同时，手术过程中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

操作和移动，以减少空气中的微粒和细菌。

5.�

隔离措施

对于有传染性疾病的患者， 手术室需要

进行特殊的隔离处理， 如设置专用的手术通

道和隔离病房，以防止病原体的传播。 此外，

手术室内应严格限制非必要人员的进出，避

免外界带入污染源。

6.�

监测与培训

手术室需要定期进行空气质量监测，以

确保无菌环境的稳定。同时，医护人员需要定

期进行无菌操作培训，提高无菌操作水平。通

过定期检查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

无菌操作的持续有效性。

7.�

无菌操作的重要性

无菌操作不仅关乎患者的手术安全，还

直接影响到手术的成功率和术后恢复。 无菌环

境可以有效预防手术过程中的感染，降低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率，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减轻

患者的经济负担。 同时，无菌环境的建立也显

示了医疗机构对患者健康的高度重视和严谨

态度，有助于提升患者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的信

任度。

结语

手术室的“无菌世界”是保障患者手术安

全的重要基础。 通过空气净化、消毒、器械灭

菌、无菌操作规范、隔离措施、监测与培训等多

方面的努力， 手术室能够构建出一个高度洁

净、无菌的手术环境，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

手术治疗。 让我们共同关注手术室的无菌世

界，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 河北省廊坊市第五人民医院）

在现代医学领域， 康复训练作为连接疾

病与健康的桥梁，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

不仅是治疗疾病的重要一环， 更是帮助患者

恢复身体功能、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步骤。以

下将从几个方面详细介绍康复训练的重要性

及其具体作用。

一、定义与意义

康复训练，简而言之，是指针对疾病或损

伤后导致的身体功能障碍， 通过一系列有计

划、有目的的锻炼和治疗措施，旨在促进患者

身体功能恢复、 提高日常生活能力和社会参

与度的过程。

它的重要性在于， 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

疾病或损伤带来的负面影响， 帮助患者重新

找回生活的自信和乐趣。

二、针对不同疾病的康复训练

1.

神经系统疾病：对于脑卒中、脊髓损

伤等神经系统疾病患者， 康复训练能够改善

运动功能、平衡能力和协调性，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2.

骨科疾病：针对骨折、关节置换等骨

科手术后的患者， 康复训练有助于加速伤口

愈合、增强肌肉力量、恢复关节活动度，减少

术后粘连和疼痛。

3.

心血管疾病：对于心脏病、高血压等

心血管疾病患者， 适当的康复训练能够改善

心肺功能、降低血压和心率，提高生活质量。

三、康复训练的核心要素

1.

个性化定制：康复训练需要根据患者

的具体情况，如年龄、疾病类型、身体状况等，

量身定制训练计划， 确保训练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

2.

循序渐进：康复训练应遵循循序渐进

的原则，从简单的动作开始，逐渐增加难度和

强度，避免过度训练导致二次损伤。

3.

综合干预：康复训练不仅仅是身体锻

炼，还包括心理干预、营养支持等多方面的综

合措施，以全面提升患者的康复效果。

四、康复训练的效果评估

康复训练的效果评估是确保训练质量的

重要环节。通过定期评估患者的身体功能、日

常生活能力等指标，可以及时调整训练计划，

确保训练目标的达成。同时，评估结果还能为患

者和家属提供直观的治疗效果反馈， 增强康复

信心。

五、结语

康复训练作为从疾病到健康的桥梁， 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 它不仅能够帮助患者恢复身体

功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为患者重新融入社会

提供有力支持。

因此， 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康复训练在医

学治疗中的作用，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专业

的康复服务。 同时，也呼吁广大患者和家属积

极参与康复训练， 共同为患者的康复之路添

砖加瓦。

（作者单位：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医院）

康复训练的意义与效果

□

魏莹莹

做好“无菌世界”处理 确保手术安全

□

丁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