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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远离消化性溃疡对身体的伤害
⊙达州市达川区人民医院   王红梅

胃作为人体消化系统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肩负着消化食物的重任。然而，当
胃遭遇消化性溃疡这一疾病时，人体的健
康便可能面临严重威胁。因此，深入了解
消化性溃疡的病因、危害，并采取相应的
预防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消化性溃疡 4 病因
1. 遗传：如果家族中有人患有消化性

溃疡，那么患病的风险可能会增加，这是
因为某些基因可能会增加胃黏膜对损伤的
敏感性，使个体更容易患上溃疡。然而，
遗传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环境和
生活方式也对疾病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2. 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是一
种普遍存在的细菌，专门寄生于人体的胃
黏膜上。一旦感染，这种细菌会引发胃黏
膜的持续性炎症反应，最终可能导致消化
性溃疡的形成。

3. 长期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如阿
司匹林和布洛芬等，被认为是消化性溃疡
发病的一个重要诱因，这些药物通过抑制

体内前列腺素的合成来发挥作用，而前
列腺素对胃黏膜具有保护作用。因此，
当前列腺素合成受阻时，胃黏膜的防御
能力下降，易受损伤而形成溃疡。

4. 心理压力与不良生活习惯：长期
承受高压力会导致胃黏膜功能异常，增
加其受损的风险。此外，不健康的饮食
习惯如过量进食、偏好辛辣或高盐食物，
以及不规律的生活作息，如频繁空腹或
熬夜，都可能加剧胃黏膜的损伤，从而
增加消化性溃疡的发病率。

疾病常见 3 危害
1. 出血：当溃疡病灶侵蚀到周围的

血管时，可能导致血液渗入消化道，进
而引发黑便或呕血等症状。在严重情况
下，持续的出血可能导致贫血，甚至引
发休克，对患者的生命构成威胁。

2. 穿孔：如果消化性溃疡病灶持续
恶化，可能穿透胃壁或十二指肠壁，形
成穿孔。穿孔发生时，患者会突然感到
剧烈的腹痛，并伴有腹膜炎的症状，如

腹肌紧张、压痛和反跳痛等，这种情况
通常需要紧急手术治疗，以防止病情进
一步恶化。

3. 梗阻：消化性溃疡反复发作可能
导致瘢痕组织的形成，这些瘢痕组织可
能逐渐收缩并导致胃出口或十二指肠的
狭窄。狭窄的消化道会阻碍食物的顺利
通过，进而引发持续性呕吐和腹胀等症
状。梗阻的发生不仅影响患者的正常生
活，还可能引发其他严重的并发症。

预防做好这 6 点
1. 合理饮食：保持每日饮食的规律

性至关重要，尽量在固定时间进食，避免
长时间饥饿或暴饮暴食，这有助于维持
胃酸的稳定分泌，减少对胃黏膜的刺激。
饮食上，应减少辛辣、油腻、生冷及强
刺激性食物的摄入，同时增加富含纤维、
维生素及矿物质的食物，如新鲜蔬菜水
果、全谷物、瘦肉及豆类等，这些食物
有助于促进消化，保护胃黏膜。

2. 戒烟限酒：烟草中的尼古丁等有
害物质会直接损伤胃黏膜，影响胃黏膜
的血液循环，增加消化性溃疡的风险。
因此，应坚决戒烟，并避免二手烟的暴露。
同时，酒精对胃黏膜同样具有刺激作用，
长期过量饮酒会导致胃黏膜充血、水肿
甚至糜烂，进而可能引发消化性溃疡。

建议男性每日酒精摄入量不超过 25 克，
女性不超过 15 克，并尽量不空腹饮酒。

3. 避免滥用药物：非甾体抗炎药物
如阿司匹林、布洛芬等，虽然广泛应用于
解热镇痛和抗炎治疗，但长期使用或过量
使用会对胃黏膜造成损伤。如需使用这类
药物，应在医生指导下同时服用胃黏膜保
护剂或抑酸药，以降低其副作用。

4. 根除幽门螺杆菌：一旦确诊感染
幽门螺杆菌，应及时进行根除治疗，通常
建议采用三联或四联疗法（包括质子泵抑
制剂、抗生素及铋剂等），以彻底清除幽
门螺杆菌，从而降低消化性溃疡的发生率
和复发率。

5. 缓解压力：长期的精神紧张、焦
虑等负面情绪会影响胃黏膜的修复和再
生，增加消化性溃疡的风险。因此，应学
会调节情绪，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可以
通过运动、冥想、听音乐、阅读等方式来
缓解压力。

6. 定期体检：对于有消化性溃疡家
族史、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物或其他可
能损害胃黏膜药物的人群，以及存在其他
高危因素的人群，应定期进行胃镜检查，
以便在早期发现胃黏膜的病变情况，并及
时采取治疗措施。同时，对于已经患有消
化性溃疡的患者，应定期进行复查，以评
估治疗效果和预后情况。

如何科学预防支气管扩张
⊙宣汉县天生镇中心卫生院   罗玉洁

支气管扩张作为一种临床常见且发
病率较高的疾病，其发病时给患者带来极
大的痛苦，同时治疗过程也颇具挑战性。
鉴于此，预防支气管扩张的发生显得尤为
重要。

诱发因素常见 4 类
1. 呼 吸 道 感 染： 在 临 床 中， 约 有

30% 的支气管扩张患者是由呼吸道感染引
发的。婴幼儿阶段感染病毒或细菌后，可
能引发支气管炎；而成年人若持续遭受呼
吸道感染，则可能导致支气管壁受损、水
肿及扭曲，进而造成不可逆的扩张。

2. 支气管阻塞：肿瘤、淋巴结肿大
等因素可能导致支气管受到压迫，从而引
发支气管阻塞。当空气排出受限时，支气
管管腔内的压力会不断升高，进而引发管
腔的扩张。

3. 支气管外部牵拉影响：患有肺部
疾病的患者在康复过程中可能会形成瘢痕

组织，这些瘢痕组织会对周围的支气管产
生牵拉作用，最终导致支气管扩张的形成。

4. 遗传因素：囊性纤维化是导致支
气管扩张的主要遗传因素之一，但多见于
西方人群，我国囊性纤维化患者相对较少；
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由于支气管管腔中
的纤毛发育不全，导致呼吸道的清除功能
下降，从而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进而
可能引发支气管扩张；卡特金纳综合征，
该病患者发生支气管扩张的概率非常高。

有效预防 7 关键
1. 减少过敏与毒物影响：有害气体（如

一氧化碳）、粉尘等都可能加重支气管扩
张的病情。因此，在家中应确保良好的通
风，做饭时务必使用油烟机以减少油烟的
吸入。对于容易因花粉、寄生虫等引发支
气管过敏反应的患者，应定期清洁房间，
彻底消除过敏原，以降低过敏反应的风险。

2. 管理继发性感染：支气管肺炎、

百日咳等疾病都可能引发支气管扩张。为
了预防这些疾病，特别是针对幼儿，应及
时接种相关传染病疫苗，以减少因这些疾
病导致的支气管腔受损，进而降低支气管
扩张的发生风险。

3. 重视日常锻炼：加强身体锻炼是提
高身体免疫力、预防支气管扩张的有效途
径。通过坚持合理的运动，如散步、慢跑、
瑜伽等，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抵抗力，
对预防支气管扩张具有积极作用。

4. 预防感冒：对于具有较高支气管扩
张风险的患者，预防感冒至关重要。同时，
对于伴随鼻炎、咽喉炎的患者，也应积极
治疗这些疾病，以避免它们诱发支气管扩
张。

5. 戒烟戒酒：吸烟和饮酒都可能对呼
吸道和肺部造成极大刺激。吸烟产生的有
害物质会引发呼吸道炎症或呼吸道痉挛，
影响呼吸；而饮酒则可能导致血液循环加
快和心跳增快，增加心肌耗氧量，给肺部
带来额外负担。因此，对于支气管扩张风
险较高的患者，必须坚决戒烟戒酒。

6. 合理饮食：长期食用油腻、重口味
的食物容易导致痰浊内生，阻塞气道，影
响呼吸。特别是对于有哮喘病史的患者，
鱼虾等海鲜可能引发过敏反应，加重呼吸

道症状，从而增加支气管扩张的风险。因
此，调整饮食习惯，减少这类食物的摄入
至关重要。支气管扩张患者应避免食用辛
辣刺激的食物，以免加重气道炎症，影响
气道通畅。同时，生冷食物也可能导致脾
胃运化失调，进一步加重肺部疾病。因此，
保持饮食温和，避免刺激性食物的摄入是
维护呼吸道健康的关键。虽然鸡蛋、牛奶
等富含蛋白质，但它们是异种蛋白，可能
引发部分人群的过敏反应，尤其是支气管
哮喘患者。因此，在食用这些食物时，应
谨慎观察身体反应，避免诱发或加重支气
管扩张。

7. 情绪管理：支气管扩张不仅影响
患者的身体健康，还可能对其心理状态造
成负面影响。年龄较小或较大的患者，由
于身体免疫力较弱，更容易发生支气管扩
张，且病情往往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引发
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为了缓解患者的
心理负担，应给予他们充分的关注与安慰，
积极与患者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与担忧，
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帮助他们树立战胜
疾病的信心。同时，通过科普宣传，提高
患者对支气管扩张的认识，了解预防与管
理的有效方法，也有助于减轻他们的焦虑
情绪，促进预后康复。

胃食管反流危害与预防知识
⊙通江县火炬镇卫生院   冯述泽

胃食管反流是指胃内容物异常反流
至食管及以上部位，给患者带来显著的不
适感。这一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发病
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为了有效应对
胃食管反流，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其病因，
并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

胃食管反流 5 危害
1. 食管黏膜受损：胃酸长期反流至

食管，会对食管黏膜造成严重损害，引发
食管炎症、溃疡，甚至导致食管狭窄。患
者因此会出现胸痛、吞咽困难等症状，生
活质量大幅下降。在极端情况下，可能需
要手术治疗来修复受损的食管黏膜。

2. 生活质量下降：胃食管反流患者
常受到烧心、胸痛、咳嗽等症状的困扰，
这些症状尤其在夜间或进食后加重。长期
的症状困扰可能导致患者出现焦虑、抑郁
等心理问题，进一步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
和工作。

3. 呼吸道症状频发：胃酸反流至咽喉
部，可能引发咳嗽、哮喘等呼吸道症状。
这些症状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哮喘等
疾病，导致患者接受错误的治疗，延误病情。

4. 食管癌风险增加：长期胃食管反流
患者，食管黏膜反复受损、修复，可能导
致细胞突变，从而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
这对患者的生命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5. 营养不良：为减轻症状，胃食管反
流患者常避免进食油腻、辛辣等食物，这
容易导致营养不良。长期营养不良会影响
患者的身体健康，降低免疫力，从而加重
病情，形成恶性循环。

诱发因素常见 4 类
1. 抗反流结构及功能受损：食管下段

括约肌在静息状态下能够维持高于胃内压
的压力，从而有效阻止胃内容物反流至食
管。然而，腹内压升高、贲门手术、长期
胃内压力升高等因素可能导致食管下括约

肌结构受损或功能失常，进而引发胃食管
反流。此外，服用某些激素类药物、高脂
肪食物以及地西泮等药物也可能导致食管
下括约肌松弛，增加胃食管反流的风险。

2. 食管清除能力下降：食管通过自身
的蠕动以及唾液的中和作用来清除食物残
留。正常情况下，食管蠕动能够清除 90%
以上的反流物，而站立时食管蠕动与重力
因素共同作用，确保食物顺利进入胃内。
然而，干燥综合征导致的唾液分泌减少、
睡眠状态下食管蠕动减慢及吞咽功能减弱
等因素，可能导致反流物在食管内残留，
进而引发食管炎。

3. 食管黏膜防御能力下降：食管黏膜
的防御功能对于抵抗胃酸等反流物的侵蚀
至关重要。长期吸烟、饮酒、摄入刺激性
食物等不良生活习惯，以及某些疾病状态，
都可能导致食管黏膜防御能力下降，从而
增加胃食管反流的发生风险。

4. 精神心理因素：心理因素在胃食管
反流的发病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良
的生活习惯、环境压力等因素可能导致食管
敏感度增强，使得患者在正常酸反流情况下
也会出现烧心等症状。这表明精神心理因
素不仅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还可能通过
影响食管功能而加剧胃食管反流的症状。

预防做好 4 措施
1. 调节饮食结构：保持清淡、有营

养的饮食，避免辛辣、油腻和刺激性食物，
如麻辣火锅、肥肉和炸货等；减少酸性食
物和饮料的摄入，如柠檬、橙子和咖啡，
适量食用，不可过量；避免饮用碳酸饮料，
因其可能加重胃酸逆流；增加膳食纤维的
摄入，有助于预防便秘，减少胃酸逆流的
风险。

2. 日常生活护理：睡觉时选择高枕
头或垫高上半身，以减少食物反流对食管
黏膜的损伤；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避免
熬夜；晚饭进食时间不宜过晚，尽量在晚
餐后半小时进行适量运动，促进消化，避
免吃夜宵和睡前进食，以减轻胃肠道负担。

3. 合理用药：对于有胃病的患者，
应遵医嘱合理用药，如服用胶体果胶铋胶
囊、枸橼酸铋钾片等保护胃黏膜的药物，
以改善胃部不适，减少胃食管反流的发生。

4. 注意情绪管理：情绪因素是胃食
管反流的重要诱因，因此应积极调节情绪，
可通过外出游玩、看书等方式放松身心，
减轻工作和学习压力，老年人可参加社区
活动、培养兴趣爱好，保持乐观积极的生
活态度。有心事时及时向朋友、家人倾诉，
避免心理压力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