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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作为预防、 治疗或诊断疾病的工

具，在人体内的运作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过

程。 从药物进入人体到最终排出体外，这一

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

四个主要阶段。

下面将详细解析这四个阶段，并探讨药

物如何在体内发挥作用。

1.�

吸收

药物进入人体后，首先需要被吸收进入

血液循环。 吸收的途径多样， 包括口服、吸

入、注射、局部用药等。

口服药物是最常用的方式，通过胃肠道

吸收； 吸入方式则适用于容易气化的药物，

通过肺泡迅速吸收；注射给药则直接将药物

注入血液，吸收迅速且准确。

药物的吸收速度和程度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如药物的理化性质、给药途径以及患者

的生理条件等。 例如，胃肠道内的酸碱度、菌

群情况，以及肝脏的首过效应等，都会影响药

物的吸收效率。

2.�

分布

药物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后， 会随血液

流动分布到全身各组织器官。 药物在体内的

分布通常是不均匀的，且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影响药物分布的因素包括药物的脂溶性、解

离度、分子大小、与血浆蛋白的结合程度，以

及组织器官的血流量和膜通透性。

药物在体内的分布决定了其作用的靶器

官和靶细胞。药物与靶细胞上的受体结合后，

才能发挥其药理作用。

3.�

代谢

药物在肝脏、 肾脏等器官中会发生化学

转化，形成活性或无活性的代谢物。代谢过程

包括氧化、还原、水解和结合等反应。 代谢的

速度和程度受到肝功能、 酶活性以及遗传因

素的影响。

部分药物在代谢过程中可能产生毒性代

谢物，因此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的反应。肝功能

不全的患者在用药时需要特别注意， 以免发

生药物蓄积和中毒。

4.�

排泄

药物及其代谢物最终需要通过肾脏、肠

道、肺等途径从体内排出。排泄的速度和途径

取决于药物的理化性质、 肾功能以及尿酸化

等因素。水溶性药物主要通过肾脏排泄，而脂

溶性药物则可能通过肠道或肺等途径排出。

药物的排泄过程对于维持体内药物浓度的

平衡至关重要。排泄不畅可能导致药物蓄积，引

起不良反应。因此，在用药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

患者的排泄情况，及时调整用药方案。

结语

药物在体内的发挥作用是一个复杂而精细

的过程，涉及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等多个环

节。了解药物在体内的运作机制，有助于我们更

合理地使用药物，提高治疗效果，减少不良反应

的发生。

在用药过程中，患者应遵循医嘱，按时按量

服药，并密切关注自身反应，以便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生育，作为人类繁衍的重要方式，不仅关

乎家庭和社会的延续， 更对个体的生活产生

深远影响。从医学角度来看，生孩子不仅意味

着生理上的变化，还伴随着心理、社会角色等

多方面的转变。

从生理层面来说， 怀孕和分娩是女性生

命中一段特殊的经历。怀孕期间，女性体内激

素水平发生显著变化， 这些变化不仅有助于

胎儿的生长发育， 还对母体产生一定的保护

作用。

例如， 怀孕期间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的

增加， 有助于预防乳腺癌、 卵巢癌等妇科肿

瘤。 此外，生育过程中，女性体内的毒素可通

过胎盘排出，从而增强免疫力。 生育后，部分

女性会发现痛经症状有所减轻，甚至消失，这

是因为生育可以消除子宫中的某些前列腺素

受体，缓解痛经。

然而，生育并非只有益处。分娩过程对女

性的身体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可能带来疼痛、

出血、感染等风险。 产后，女性还可能面临身

体恢复、母乳喂养等一系列挑战。 因此，在决

定生育前，女性应充分了解相关知识，确保身

体条件允许，并做好充分的准备。

除了生理变化， 生育还带来心理层面的

影响。孩子的到来，往往让父母感受到前所未

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他们开始更加关注自

己的健康，因为只有自己健康，才能更好地照

顾孩子。同时，孩子的成长也伴随着父母的成

长，他们学会了更加耐心、细心地处理问题，

变得更加成熟和稳重。

在社会角色方面，生育后，个体的身份和

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 他们不再是单纯的个

体，而是成为了父母，需要承担起养育和教育

孩子的责任。这种角色的转变，不仅让个体更

加珍惜家庭， 也让他们更加关注社会的和谐

与稳定。 因为孩子的成长离不开良好的家庭

和社会环境， 父母因此会更加积极地参与社

会事务，为孩子的未来创造更好的条件。

此外， 生育还带来了生活方式和心态的

变化。孩子的到来，让父母的时间、睡眠、金钱等

资源变得更加紧张。 他们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

生活方式，以适应新的家庭结构。 同时，孩子的

成长也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和惊喜， 让父母的心

态变得更加积极和乐观。

综上所述， 生育一个孩子会给个体带来多

方面的改变。这些改变不仅体现在生理上，还涉

及心理、社会角色、生活方式等多个层面。因此，

在决定生育前，个体应充分了解相关知识，做好

充分的准备，以迎接这一生命中的重要时刻。同

时，社会也应给予生育家庭更多的支持和关爱，

共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市妇幼保健院）

生育一个孩子会给你带来哪些改变

□

王静

药物如何在体内发挥作用

□

陈乐

在女性生活中， 妇科炎症是一种常见而

又让人困扰的健康问题。 它不仅会给女性带

来身体上的不适， 还可能影响到她们的生活

质量和心理健康。

了解妇科炎症的类型及相应的护理方法

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说至关重要。

一、常见的妇科炎症

1.

阴道炎：阴道在正常情况下，会存有

少量白带的渗出和死亡的阴道上皮细胞，妇

科炎症后因病变程度不同， 白带的数量与性

状、 阴道粘膜和血管通透性改变会使白带分

泌量增加。

由于细菌感染使阴道内菌群失调， 组织

结构受损从而引起一系列症状， 局部表现为

外阴灼热不适、瘙痒、疼痛及异常流液等。

2.

宫颈炎： 宫颈炎是育龄妇女的常见病

之一，有急性和慢性两种。

急性宫颈炎常与急性子宫内膜炎或急性

阴道炎同时存在。

慢性宫颈炎主要表现为白带增多， 呈乳

白色或淡黄色，脓性或带有血丝。一般性生活

加重，也有的没有任何症状。

由于局部组织水肿充血，还会导致痛经、

经期出血等妇科症状。

3.

附件炎：是指输卵管和卵巢的炎症，但

因输卵管、 卵巢炎常常合并有宫旁结缔组织

炎、盆腔腹膜炎，且在慢性附件炎的长期刺激

作用下， 盆腹腔内结缔组织发生慢性炎症而

使盆腔充血粘连。

炎症慢慢由局部转为慢性子宫内膜炎变

成慢性输卵管卵巢炎， 在临床往往只表现为

不同程度的下腹痛等症状。 附件炎病人常有

不孕症、痛经等症状，临床上急性附件炎以单

侧附件区炎症较多见，可有压痛或肌紧张，也

可有反跳痛。

二、妇科炎症的护理方法

1.

阴道炎的护理： 阴道炎患者应稳定情

绪，减少精神紧张，保持外阴清洁、干燥，不乱

用肥皂及其他刺激性药物擦洗外阴。

加强卫生宣传工作， 让患者了解性交卫

生知识。重视性交后外阴的清洁。另外也要定

期去医院检查和治疗。

2.

宫颈炎的护理：加强避孕措施，避免反

复人流；产妇注意经期卫生和产褥期卫生；已

婚妇女应注意避孕， 尽量减少人工流产术的

创伤；宫颈物理治疗近期禁止性生活；术后子

宫颈管未完全闭合者，术后

1

月内禁止性生活

和盆浴。 此外要定期去医院检查和治疗。

3.

附件炎的护理：在饮食上要清淡、易消

化； 要多吃高营养高蛋白的食物以补充能量；

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外阴清洁干燥；不要自行

用药水清洗阴道，因为阴道内呈弱酸性环境能

防止病菌侵入，自洁功能如果经常用药物破坏

了弱酸性环境，就会导致菌群失调引起炎症感

染；要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睡眠；加强锻炼以增

加机体抵抗力。

总之，妇科炎症是女性常见的疾病，但只

要我们做好护理工作就能有效预防和治疗妇

科炎症。

（作者单位：河北省大城县中医医院）

妇科炎症的常见类型及护理方法

□

杨雅君

手术室无菌技术的重要性

□

张影

手术室是医院中至关重要的场所， 它是

医生们进行各类手术的地方， 关乎患者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因此，在手术室中，无菌

技术的运用和实施显得尤为关键。

本文将深入探讨手术室无菌技术的重要

性， 以期引起广大医疗工作者和社会公众的

高度重视。

一、无菌技术的定义

无菌技术是指在医疗操作过程中， 通过

一系列科学的方法和措施，防止微生物污染，

保持手术区域无菌状态的技术。 这包括手术

器械、手术人员、手术环境以及手术过程中的

各项操作，都需要严格遵守无菌原则。

二、无菌技术在手术室中的重要性

1.

预防手术感染

手术过程中， 患者的身体组织会受到损

伤，免疫力下降，容易感染。 无菌技术的正确

应用， 能够有效减少手术过程中的微生物污

染，降低手术感染的风险。感染不仅会影响手

术效果，还可能导致患者痛苦增加，甚至危及

生命。

2.

保障手术效果

无菌技术能够确保手术区域的清洁和干

燥，为手术提供良好的操作环境。医生在无菌

条件下进行手术，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病情，

采取合适的治疗方法，从而保障手术效果。

3.

提高患者满意度

通过严格的无菌技术， 能够减少手术并

发症的发生，缩短患者的康复时间。患者在接

受手术时， 能够感受到医护人员的专业和负

责，从而提高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

三、手术室无菌技术的实施措施

1.

手术室布局合理

手术室应布局合理， 分为无菌区、 清洁

区、污染区等，确保手术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

在适当的区域内进行。

2.

手术器械消毒

手术器械是手术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

具，必须严格进行消毒处理。常用的消毒方法

包括高温高压蒸汽消毒、低温等离子消毒等，

确保器械表面和内部的无菌状态。

3.

手术人员着装规范

手术人员进入手术室前， 必须穿戴符合

要求的手术衣、手套、口罩、帽子等防护用品，

确保自身无菌。同时，手术人员还应定期接受

无菌技术培训，提高无菌意识。

4.

手术环境控制

手术室应保持良好的通风和温湿度，定期

进行空气消毒。 手术过程中，尽量减少手术室

内的人员流动和物品交换，确保手术环境的无

菌状态。

四、结语

总之， 手术室无菌技术是保障手术安全、

提高手术效果的关键措施。 医护人员应严格遵

守无菌原则，不断提高无菌技术水平，为患者

提供更加安全、高效的医疗服务。

同时，社会公众也应加强对手术室无菌技

术的了解和认识，共同关注手术安全，共同维

护患者权益。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