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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和有机磷农药中毒的应对策略
⊙成都市第一骨科医院急诊科   谢   瑞

食物中毒和有机磷农药中毒是生活中
可能遇到的两种常见健康危机。它们不仅
对个体健康构成威胁，而且在严重的情况
下甚至可能导致生命危险。因此，了解如
何应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中毒情况显得尤
为重要。本文旨在提供一份关于食物中毒
和有机磷农药中毒的应对策略指南，以帮
助读者在紧急情况下采取正确的行动。

食物中毒的基本知识与处理
食物中毒，是指人们食用了含有有

毒物质或被有毒物质污染的食物后引发的
急性中毒性疾病。它具有突发性和群体性
特点，常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

食物中毒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胃肠型：夏秋季节气温适宜，细菌

易于滋生繁殖，是胃肠型食物中毒的高
发期。常见的致病菌如沙门氏菌、志贺
氏菌等，会污染肉类、蛋类、乳制品等
食物。患者通常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
腹泻等症状。

葡萄球菌型：由金黄色葡萄球菌及

其产生的肠毒素污染食物所导致。像淀
粉类食物（如剩饭、粥、米面）、牛乳
及乳制品、鱼肉、蛋类等都属于高风险
食物。值得注意的是，肠毒素具有很强
的耐热性，即便经过加热煮沸，依然能
够保持其毒性。

副溶血性弧菌型：主要是因食用了
被副溶血性弧菌污染的海产品或凉拌菜
而引发。其症状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
腹泻以及水样便，具有暴发起病、潜伏
期短的特点，在夏秋季较为多发。

变形杆菌型：因摄入了大量被变形
杆菌污染的食物而致病，症状不仅有胃
肠型表现，还可能出现过敏性症状，如
皮疹、瘙痒等，该类型食物中毒在夏秋
季节高发。

发生食物中毒后，可采取以下急救
方法——

催吐：通过刺激咽喉部引发呕吐，
从而减少机体对毒素的吸收。在催吐过
程中，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以防止脱
水情况的发生。

导泻：若患者精神状态良好，可在
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泻药，以此促进肠道
内毒物的排泄。

解毒：针对不同的中毒类型，需采
取相应的解毒措施。例如，因海鲜变质
引起的中毒，可服用醋来缓解症状；对
于细菌性食物中毒，则需要遵医嘱使用
抗生素进行治疗。

保留食物小样：留存中毒者所食用的
食物样本，这对于医生准确判断中毒原因、
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有机磷农药中毒的特点与急救措施
有机磷农药中毒，多由于农药存放

不当，导致误服，或者是主动口服等原
因引起。此外，有机磷农药具有脂溶性，
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在喷洒作业
过程中，如果未佩戴防护口罩，或者在
通风不良的环境中使用有机磷农药，农
药颗粒还会随着呼吸进入体内。

发生有机磷农药中毒时，会出现下
列症状——

毒蕈碱样症状：主要表现为瞳孔缩
小、视力模糊、胸闷、气短、流涎、出汗等，
这是由于乙酰胆碱蓄积，刺激了副交感
神经所导致。

烟碱样症状：包括肌肉震颤、痉挛，
严重时可出现呼吸肌麻痹，这是因为乙酰

胆碱在神经肌肉接头处过度蓄积而引发。
中枢神经症状：患者会出现头痛、

头晕、意识障碍、抽搐、昏迷等症状，
这是有机磷农药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毒
性作用的结果。

迟发性神经病：在急性中毒症状缓
解之后，经过一段潜伏期，可能会出现
感觉异常、肌无力等神经系统症状。

面对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可采取
以下处理措施——

脱离现场：迅速将患者转移至空气
新鲜的地方，并及时脱去被污染的衣物，
以减少毒物的进一步吸收。

冲洗：使用肥皂水或清水对接触农
药的皮肤进行彻底清洗，特别是一些隐
蔽部位，要确保残留农药被有效去除。

催吐与洗胃：对于误食有机磷农药
的患者，应立即进行催吐，并使用大量
温水或 2% ～ 5% 碳酸氢钠溶液（敌百虫
中毒禁用碱性溶液）进行洗胃，从而清
除胃内残留的农药。

眼部染毒处理：如果眼部沾染了农
药，需用 2% 碳酸氢钠溶液或 0.9% 盐水
进行冲洗，要严格禁用热水或酒精，以
免加重症状。

尽快送医：在送医过程中，要保持
患者呼吸道通畅，密切观察其生命体征，
尽快将患者送往医院进行专业抢救。

科学干预，让胎儿生长不再受限
⊙邢台市人民医院产科   孔娜娜

胎儿生长受限（FGR）是指在子宫
内，胎儿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达到其潜在
生长速度的一种状态。常见的原因包括
母体因素、胎盘因素和胎儿自身因素。
母体因素如营养不良、慢性疾病（高血压、
糖尿病等）、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习
惯都会影响胎儿的生长。胎盘因素则包
括胎盘功能不全，无法有效传输营养和
氧气给胎儿。而胎儿自身的染色体异常
或遗传病也可能导致生长受限。

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干预，可能会
导致新生儿低出生体重、早产，以及一
系列的健康问题。然而，通过下面这些
有效措施，我们完全有可能逆转这一局
势，确保胎儿能够健康成长。

1. 卧床休息
随着孕期的推进，子宫会逐渐增大

并出现右旋现象。这种右旋不仅可能压

迫周围器官，还会影响子宫的血液循环，
进而减少胎盘的血液供应。而左侧卧位
则能有效改善子宫的右旋程度，减轻子
宫血管受牵拉或扭曲的程度，从而增加
胎盘血流量，为胎儿提供更充足的氧气
和营养物质。这不仅有利于胎儿的生长
发育，还能降低低体重儿出生率和围产
儿死亡率。同时，左侧卧位时，子宫内
的空间相对宽敞，有利于胎儿进行翻身、
踢腿等动作，促进胎儿的活动和发展。
此外，该姿势还有助于维持胎儿的正常
胎位，减少脐带绕颈等异常情况的发生。

2. 积极补充营养
孕期营养是胎儿健康成长的基础。

孕妇应保证饮食均衡，摄入充足的蛋白质、
维生素和矿物质。特别是叶酸、铁、钙和
DHA 等营养素对胎儿的发育至关重要。
建议孕妇多吃富含这些营养素的食物，如

绿叶蔬菜、瘦肉、鱼类、豆类等。同时，
避免高糖、高盐和高脂肪的食物，以减少
妊娠糖尿病和妊娠高血压的风险。如果存
在超重现象，则需要忌食油炸食物，少摄
入虾子、蟹黄、动物内脏等胆固醇含量相
对较高的食物。必要时，可严格遵循医嘱
选用氨基酸溶液、葡萄糖、肝素等。其中，
肝素包含多种生物学性质，可以发挥出补
体抑制、抗炎、抗肿瘤的作用，并且能促
进血管生成，可促进胎儿生长发育。

3. 定期产检
定期产检是监测胎儿生长情况的有效

手段。通过超声检查，医生可以测量胎儿
的大小和羊水量，评估胎盘的功能。建议
每隔 2 ～ 3 周进行一次 B 超检查，以监测
胎儿生长情况。一旦发现胎儿生长受限的
迹象，医生可以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此外，产检还可以帮助发现孕妇的健康问
题，如贫血、感染等，从而及时进行治疗。

4. 必要的医学干预
若孕妇未出现产科或内科并发症，

且子宫底高度、胎头双顶径、腹围等指
标有明显改善，可考虑继续妊娠。然而，
若存在内科或产科并发症，即使未达到
37 孕周，也可能需要考虑终止妊娠。在
此情况下，应通过羊膜腔内穿刺测定羊
水中的肌酐比值，以准确评估胎儿成熟
度。对于 36 孕周前需终止妊娠的孕妇，
为促进胎儿肺表面活性物质的形成，可
使用地塞米松以促进胎肺成熟。

对于足月或近足月的生长受限胎儿，
应考虑终止妊娠以改善预后。当孕龄达
到 34 周或以上，且出现明显羊水减少时，
终止妊娠成为必要选项。对于胎心率正
常的胎儿，可考虑经阴道分娩；但需注意，
与适龄胎儿相比，这些胎儿可能较难耐
受宫缩及整个产程，因此剖宫产可能成
为必要选择。若胎儿生长受限的诊断尚
未确立，则应持续进行胎儿监护，直至
胎肺成熟后再考虑终止妊娠。

胎儿生长受限往往伴随着胎盘功能不
全。在引产或临产后，应特别注意整个产
程中的胎儿监护工作，确保及时发现并处
理任何潜在问题，以保障母婴安全。

注意胃肠发出的求救信号
⊙三台县塔山镇高堰卫生院   蔡  安

消化系统是我们身体中至关重要的
部分，直接关系到人体的营养吸收和能
量转换。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饮食习
惯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消化问题
的困扰。无论是肠胃不适，还是常见的
胃病，都可能影响日常生活的质量，严
重的还可能带来更大的健康隐患。及时
发现消化系统的异常并采取适当的治疗，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本文将介
绍一些常见的消化问题，帮助大家早期
识别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疼痛、反酸是胃部发出的求救信号
胃酸过多是许多胃部问题的主要原

因，特别是在长期的压力、焦虑和不规
律饮食的情况下，胃酸分泌的调节机制
常常受到影响，导致胃酸过多。这些多
余的胃酸刺激胃黏膜，甚至反流到食管，
引起反酸。患者可能会感到烧心、胸口

灼热，严重时会影响食管的黏膜，导致
食管炎症。若长期得不到控制，这种情
况会发展为胃食管反流病，进一步影响
消化和呼吸道健康。

胃痛，也是很多人都出现过的一种
胃部不适症状，通常在进食后的短时间
内或空腹时出现。过度摄入油腻、辛辣、
过热或过冷的食物，都会刺激胃黏膜，
导致疼痛和不适。胃痛还可能伴随其他
症状，如恶心、呕吐、胃部胀满感，给
日常生活带来很大困扰。

此外，当胃功能下降时，会出现消
化不良的表现，如食欲不振、腹胀等。
消化不良长期得不到干预，可能进一步
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如胃炎、胃溃疡等，
严重时还可能影响整体健康。

比如，胃溃疡的常见症状就包括持
续性胃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等。
胃酸的过度刺激及幽门螺杆菌感染常常

是诱发胃溃疡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及
时治疗，胃溃疡可能加重，形成胃穿孔
或出血，甚至发展为胃癌。胃癌的早期
信号包括体重下降、持续性胃部不适及
吞咽困难等症状。这些症状常被忽视，
因此一旦出现胃痛或其他不适，应尽早
检查，防止病情恶化。

排便异常是肠道问题的预期信号
腹泻是排便频率增多且粪便稀薄的

症状，通常伴随着腹痛、恶心、腹部不
适等。腹泻的病因众多，包括病毒感染（如
轮状病毒）、细菌感染（如沙门氏菌或
大肠杆菌）或食物过敏等。当肠胃受到
病原体的侵袭时，肠道的吸收功能受损，
导致水分和电解质丧失，出现频繁的稀
便。肠胃炎是由感染引起的胃肠道炎症，
除了腹泻，还伴随恶心、呕吐、腹痛等
症状。若腹泻持续超过 48 小时或伴有发
热、血便等现象，应尽早就医进行检查
和治疗。

便秘是指排便次数减少、粪便干硬，
并且排便时感到困难。常见的诱因包括
不良饮食习惯（如高脂肪、低纤维饮食）、
缺乏运动、长时间忍便等。便秘不仅使

人感到不适，还可能导致肠道内积聚废
物，产生毒素，对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
响。长期便秘会加重肠道压力，甚至可
能引起肠梗阻等严重问题。便秘的症状
常常是渐进性的，初期症状可能不明显，
但如果长时间未得到解决，便秘会引起
肠道功能紊乱，并影响消化系统的正常
运作。

肠道菌群对于维持正常消化功能至
关重要，它有助于食物的分解和营养物
质的吸收，同时也有助于保护肠道免受
有害微生物的侵害。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长期使用抗生素或过度的压力，都会导
致肠道菌群失衡。这种失衡会破坏正常
的消化过程，引发腹胀、胃肠不适、免
疫力下降等问题。肠道菌群失衡也与慢
性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等疾病密切
相关，因此保持健康的菌群平衡是消化
系统健康的重要保障。

消化问题虽然常见，但只要我们提
高警惕，及早发现并采取科学的治疗手
段，就能最大程度地减轻其对健康的影
响。通过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保持良
好的作息、适当的运动，我们可以有效
降低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