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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治疗各异

切忌乱服抗生素

腹泻是一种常见症状，俗称“拉肚子 ”，是

指排便次数明显超过平日习惯的频率，粪质稀

薄，水分增加，每日排便量超过

200g

，或含未消

化食物或脓血、黏液。 腹泻常伴有排便急迫感、

肛门不适、失禁等症状。

腹泻治疗各异 切忌乱服抗生素

根据病因不同，腹泻的临床表现各异

:

急性

感染性腹泻起病急，可伴发热、腹痛。 每次排便

量少，有时只排出少量气体和黏液便，粉色较

深，多呈黏冻状，可混血液。 小肠病变的腹泻粪

便不成形，可成液状，色较淡，量较多。 慢性胰

腺炎和小肠吸收不良者， 粪便中可见油滴，多

泡沫，含食物残渣。 霍乱弧菌所致腹泻呈米泔

水样。 血吸虫病、慢性痢疾、直肠癌、溃疡性结

肠炎等病引起的腹泻，粪便常带脓血。

患者不能腹泻了就乱吃抗生素，如果是非

感染性腹泻，服用抗生素是没有效果的，还可

能引起肠道内菌群失调，使腹泻加重，而且滥

用抗生素还可使菌群产生耐药性，再次受感染

不易治疗。 腹泻虽是小病，用药也要谨慎。 还有

些腹泻是由病毒或寄生虫引起的

,

应及时就医。

三种腹泻无须吃抗生素

1

、病毒性腹泻：虽然也属于感染性腹泻 ，

但服用抗生素无法起到抗病毒作用，可吃些收

敛保护剂如整肠生、金双歧等。

2

、旅行者腹泻：也就是常说的水土不服 ，

是因环境因素或受凉引起的腹泻。 这种腹泻可

适当吃些收敛剂，没必要用抗生素，身体抵抗

力好点的患者可以不用吃药而自愈。

3

、吃不卫生食物造成的腹泻：比如吃剩饭

剩菜、不干净的蔬菜、变质肉类引起的腹泻，可

多喝水，多吃流食，等体内毒素排干净后即可

自愈而无须吃药。

脑出血的征兆

有哪些？

近日微博有一名网友分享了自己脑出血

的经历，这名网友还十分年轻，但因为自己作

息不规律， 长期熬夜到凌晨一点半才睡觉，最

终导致了脑出血的悲剧。 这位小伙子被送到医

院后就被下了病危通知书，这也让我们提高警

惕，熬夜和缺乏运动真的会导致很多疾病。

常年熬夜导致脑出血

先简单说说这位网友的经历，据微博上的

消息， 小伙子

9

月

1

日和朋友聚餐完回家，睡

觉已经是一点半了。 第二天中午被噪音吵醒猛

地起床后，感觉脖子剧烈疼痛，后脑勺像针扎

一样并且有一阵暖意，身上开始冒冷汗，幸运

的是小伙子打了

120

并得到了急救。

CT

显示脑内多处出血， 医生猜测是脑动脉

破裂，进一步检查是主血管没有出血，出血的是多处

毛细血管。后面的治疗以及症状也让这个小伙子

十分受罪。 医生表示小伙子并没有血管畸形，脑出

血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长期工作压力大、 疲劳难以

缓解、熬夜、作息不规律以及不运动导致。

出现这几个症状，马上送医院

1

、眼部障碍：突然看东西很模糊甚至出现

失明。

2

、运动和语言障碍：突然一侧身体麻木 、

无力，走路不稳、手持物掉落、嘴歪、流口水；与

人交谈时突然讲不出话来，或吐字含糊不清。

3

、头痛头晕：突然头晕，周围景物出现旋

转，站立不稳甚至晕倒在地；头痛是脑出血的

首发症状，常常位于出血一侧的头部，有颅内

压力增高时，疼痛可以发展到整个头部。

4

、呕吐：大约一半的病人发生呕吐 ，可能

与脑出血时颅内压增高、眩晕发作、脑膜受到

血液刺激有关。

5

、意识障碍：表现为嗜睡或昏迷，程度与

脑出血的部位、出血量和速度有关。在脑较深部位

的短时间内大量出血，大多会出现意识障碍。

6

、其他症状：脑出血还可伴有颈项强直 、

癫痫发作、大小便失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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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食材可助清血管

如今， 许多心血管问题时常困扰

着中年人， 心血管问题已经成为危害

人们健康的第一大杀手。 血液是生命

的根本， 如果自身血液干净无污染，

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也不用担心提前

衰老的问题了。 因此， 必须做好血液

净化的工作。 那么我们可以怎样从饮

食上注意呢？

1、 大蒜。

大蒜除能降低血脂

外 ， 还具有阻止斑块 聚 积 的 作 用 。

而且 ， 大蒜还具有类似于维 生 素

E

和维生素

C

的抗氧化特性 。 故

大蒜在预防和治疗动脉粥样硬化 、

防止心脏病方面开辟了一条崭新的

“天然” 途径。

2、 燕麦。

燕麦中含有丰富的

β

葡聚糖和膳食纤维 ， 可抑制人体对

胆固醇的吸收 ， 对调节血脂 有 很

好的作用 。 而且 ， 燕麦能带来较强

的饱腹感 ， 使人长时间不饿 。 建议

选择最 “单纯” 的燕麦 ， 即大片 、 整

粒、 不细碎， 且不添加任何糖、 奶精等

成分的燕麦 。 可用其熬粥 ， 再加些果

仁， 营养又美味。

3、 芹菜。

芹菜中含有丰富的钾和

芹菜素， 它们都有利于控制血压 。 美

国心脏协会杂志 《高血压 》 刊登的

一项研究指出 ， 适当饮用芹菜汁确

实有助于降血压 。 烹制芹菜要少油

少盐 ， 否则会削弱芹菜的降压作用 。

可将芹菜焯水后凉拌 ， 或者直接用来

榨汁喝。

4、 洋葱。

洋葱含有前列腺素， 有

扩张血管、 降低血脂的功能； 它含有烯

丙基二硫化合物及少量硫氨基酸， 可预

防动脉粥样硬化 。 洋葱含有类黄酮物

质， 和蒜一起吃， “疏通” 血管的功效

特别好。

5、 苹果。

苹果中富含多糖果酸 、

类黄酮 、 钾及维生素

C

等营养成分 ，

可使积于体内的脂肪分解 ， 避免身体

过于发胖， 减轻心脏负担。 另外， 苹果

还能提高肝脏的解毒能力， 降低血胆固

醇和血脂含量。

6、 黑豆。

黑豆含有丰富的花青

素， 能清除体内自由基， 降低胆固醇，

促进血液循环。 此外， 花青素还有护眼

的功效 。 花青素在酸 性 条 件 下 更 稳

定 ， 用醋泡有利于黑豆中营养物质

的吸收 。 泡制前需要先将黑豆炒熟 ，

放凉后倒入陈醋使其没过黑豆 ， 盖

好盖后浸泡， 等黑豆完全膨胀后就可以

吃了。

电子产品致孩子说话晚？

专家称 3岁前尽量少接触

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会影响儿童语言、视力、骨骼等发育，专家建议家长别

拿电子产品当“保姆”，3岁前不要接触

电子产品已经融入我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 儿童可能在很早的年纪就会

接触电子产品 ， 但过早使用或频繁

接触电子产品 ， 会对儿童 的 语言 、

视力、 骨骼发育等造成一定的影响。

专家表示 ， 近几年因类似问题

前来就诊的儿童逐渐增多 ， 其中绝

大多数存在过多使用电子产品的情

况。

专家建议 ， 电子产品不是 “保

姆 ”， 不能替代家长的陪伴 ， “儿童

在

3

岁前应不接触或尽量少接触电子

产品，

3

岁后也应尽量控制使用电子

产品的时间。”

近视发病年龄提前或程度加深

儿童长时间使用接触电子产品 ，

可能会因视疲劳引起假性近视， 进而

出现真近视。 频繁使用电子产品还可

能造成近视发病年龄的前移和近视程

度的加深。

专家告诉记者， 其实临床上也有

所表现 。 “现在的幼儿园体检发现 ，

儿童视力低下的发病率有所提高， 其

中， 儿童视力低下的类型已经由之前

的弱视、 斜视、 远视为主造成的屈光

不正为主转变为近视性屈光不正逐步

增多， 这与过早用眼、 接触电子产品

有一定关系 ， 当然 ， 这也与遗传有

关。”

有些家长在孩子使用电子产品

时 ， 会将屏幕调暗 ， 专家告诉记者 ，

这反而会增加视疲劳， 不利于儿童视

力发育。

健康提示

儿童在 3 岁前不应接触或尽量少

接触电子产品， 因为这段时期， 儿童

的视力还在快速发展期。 3 岁后， 可

以逐步开始接触， 手机、 平板电脑等

还是应尽量减少接触， 每次看电视不

应超过 20 分钟。

引起肌肉骨骼等退化时间提前

专家介绍， 目前还没有相关统计

或研究证明过多使用电子产品会对骨

骼肌肉发育造成何种影响， 但从临床

实际来看， 因颈部、 手部疼痛前来就

诊的儿童并不少见， 其中绝大多数都

连续使用电子产品超过一定时间。

专家表示， 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

儿童会低头或保持一个姿势较长时间，

容易造成颈部肌肉、 韧带的疲劳， 持续

期间过长， 颈部功能的恢复时间也会相

应延长， 日积月累可能会造成肌肉韧带

的劳损甚至骨骼的改变。 孩子在生长发

育过程中未必会出现颈椎或其他疾病，

不过， 一旦这一 “不良” 习惯养成， 随

着时间推移 ， 很可能会引起骨骼 、 肌

肉、 韧带组织的提前退化变性， 功能丧

失， 而使某些退行性疾病如颈椎病提前

发生。

健康提示

电子产品已经融入生活的多个方

面， 要正确使用， 家长一方面要帮助儿

童尽量减少接触电子产品的频率， 另

外， 每次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也应尽量

控制在 1 个小时之内， 年龄越小， 时间

应该越短。

导致语言、 情感、 智力发育迟缓

专家告诉记者， 有些儿童因说话晚

到医院就诊， 其中部分儿童往往情感、

智力方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近

几年 ， 这样的孩子越来越多 ， 尤其是

2-5

岁的孩子。”

语言刺激对儿童的语言发育至关重

要， 长时间接触电子产品的儿童， 缺乏

和家长之间有效的交流和沟通， 语言功

能、 情感等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

“人与电子产品之间的交流无法取代家

长与孩子之间的互动， 孩子看电子产品

是被动接受的过程， 而和家长的沟通是

主动的过程， 这种主动交流对孩子的发

育至关重要。” 专家强调， 家长要学会

有质量地陪伴， 要试着跟孩子多说话，

进行语言刺激， 包括肢体、 眼神的互动

与交流等。

健康提示

如果出现语言迟缓等， 后期能否

“追”上？专家建议，家长可以先观察半年

孩子的改善情况，“随着大环境的改变，

孩子一般会逐步跟进同龄人的水平， 但

每个人进度不一， 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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