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先天性甲状腺功
能减退症，在新生儿期较
早引起注意的临床表现
是

A.智力发育落后
B.特殊容貌
C.生长发育延迟
D.生理性黄疸时间延

长
E.皮肤粗糙
二、关于小儿免疫系

统的叙述，错误的是
A.新生儿期T细胞亚

群功能均显不足
B.新生儿B细胞发育

已完善
C.Ig（免疫球蛋白）G

不能通过胎盘
D.脐血 IgM 水平过

高，提示宫内感染
E.血清补体浓度在出

生后 6 个月~12 个月达成
年人水平

三、导致风湿热较为
常见的病原菌是

A.A 组乙型溶血性链
球菌

B.金黄色葡萄球菌
C.肺炎链球菌
D.流感嗜血杆菌
E脑膜炎奈瑟菌
四、不符合风湿热诊

断标准的主要表现是
A.发热
B.游走性多发性关节

炎
C.舞蹈病
D.皮下结节

E.环形红斑
五、判断风湿活动性

的指标不包括
A.发热、乏力
B.血沉增快
C.黏蛋白增高
D.C-反应蛋白阳性
E.ASO（抗链球菌溶

血素“O”）增高
六、皮肤黏膜淋巴结

综合征的临床表现较为严
重的病变是

A.发热
B.皮疹
C.关节疼痛
D.肾损害
E.冠状动脉炎
七、川崎病的诊断标

准不包括
A.双眼球结膜充血、

唇红干裂和杨梅舌
B.遍布全身的荨麻疹

样、麻疹样、猩红热样皮疹
C.发热呈稽留热或弛

张热
D.手足皮肤广泛硬性

水肿，手掌、脚底有弥漫性
红斑或膜样脱皮

E.关节疼痛、肿大
八、川崎病急性期最

佳治疗药物是
A.阿司匹林
B.丙种球蛋白+阿司

匹林
C.糖皮质激素+阿司

匹林
D.糖皮质激素
E.丙种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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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膜充血的诊断方法

同是“参”药 用法各异
□秦少波

中医是我国古代防病治病
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在大规模瘟
疫流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
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下面，笔者主要介
绍 6 种常用带“参”的中药的临
床使用方法。

玄 参

分类 清热药中的清热凉血
药。

性味归经 苦、甘、咸、寒，归
肺、胃、肾经。

功效 清热凉血、滋阴解毒。
主治 温邪入营，内陷心包，

温毒发斑，津伤便秘，咽喉肿痛，
瘰疬痰核，痈肿疮毒。

用法用量 煎服，10克~15克。
注意事项 本品性寒而滞，

脾胃虚寒、食少便溏者不宜服
用。

常用方剂 清营汤，清宫汤，
化斑汤，普济消毒饮，四妙勇安
汤，玄麦甘桔汤。

苦 参

分类 清热药中的清热燥湿
药。

性味归经 苦、寒，归心、肝、
胃、大肠、膀胱经。

功效 清热燥湿、杀虫利尿。
主治 湿热泻痢、黄疸尿赤、

带下阴痒、湿疹疥癣、小便不利。
用法用量 煎服，3克~10克。
注意事项 本品苦寒伤胃、

伤阴，脾胃虚寒、阴虚伤津者忌
用或慎用。

常用方剂 苦参地黄丸，当
归贝母苦参丸。

丹 参

分类 活血化瘀药中的活血
调经药。

性味归经 苦、微寒，归心、
肝经。

功效 活血调经、凉血消痈、
安神。

主治 月经不调，痛经，经

闭，产后瘀滞腹痛，瘀血阻滞引
起的心胸、脘腹疼痛，风湿痹痛，
疮疡痈肿，热病烦躁神昏，以及
心悸失眠。

用法用量 煎服，5克~15克。
常用方剂 丹参饮，丹参散，

丹参膏，天王补心丹。

人 参

分类 补虚药中的补气药。
性味归经 甘、微苦、微温，

归心、肺、脾经。
功效 大补元气、补脾益肺、

安神、生津。
主治 气虚欲脱、脉微欲绝

的危重症状，肺气虚弱的短气喘
促，懒言声微，脉虚自汗，脾气不
足的倦怠乏力，食少便溏，热病
气津两伤，身热口渴，消渴，气血
亏虚的心悸、失眠、健忘。

用法用量 煎服，5克~15克；
急重症者，可增至15克~30克。

注意事项 畏五灵脂。
常用方剂 独参汤，参附汤，

生脉饮，人参胡桃汤，人参蛤蚧
散，四君子汤，白虎加人参汤，天
王补心丹。

沙 参

分类 补虚药中的补阴药。
性味归经 甘、微苦、微寒，

归肺、胃经。
功效 养阴清肺、益胃生津。
主治 肺阴虚的肺热燥咳、

干咳少痰、劳嗽久咳、咽干音哑，
胃阴虚或热伤胃阴，津液不足的
口渴咽干，舌质红绛，胃脘隐痛、
嘈杂、干呕。

用法用量 煎服，10 克~15
克。

注意事项 热病、湿热证慎
用。

常用方剂 沙参麦冬汤，益
胃汤。

注 沙参有北沙参和南沙
参之分。其中，北沙参是伞形
科珊瑚菜的根，偏于养肺胃之
阴，清肺胃之热，可生津止渴；

南沙参是桔梗科轮叶沙参、杏
叶沙参的根，偏于化痰，治疗脾
胃虚弱。

党 参

分类 补虚药中的补气药。
性味归经 甘、平，归肺、脾

经。
功效 益气、养血、生津。
主治 中气不足的体虚倦

怠、食少便溏，肺气亏虚的咳嗽
气促、声音低微，气津两伤的气
短口渴，气血双亏的面色萎黄，
头晕，心悸。

用法用量 煎服，5 克~15
克；急重症者，用量可增至 15
克~30克。

注意事项 畏五灵脂。
常用方剂 多数情况下为人

参代用品。
带参的药物还有拳参、太

子参、西洋参等。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林州市

红旗渠医院）

征 稿

层适宜技术层适宜技术基

常见病因

基层全科医生经常接诊主诉基层全科医生经常接诊主诉
眼红的患者眼红的患者。。眼红是指任何造成眼红是指任何造成
眼部局部或全部充血而发红的情眼部局部或全部充血而发红的情
形形。。结膜充血是常见的眼红情形结膜充血是常见的眼红情形

之一。结膜充血是眼球表层结膜
血管的充血，充血形态为树枝状，
颜色为鲜红色，没有疼痛感，且愈
近穹窿部充血愈明显，而愈近角
膜缘充血愈轻。这些表层的血管
可随结膜机械性移动而移动，如
果在局部滴用肾上腺素等血管收
缩剂，充血会逐渐消失。一般多
为结膜疾病或比较表浅的刺激引
起的，包括感染、外伤、异物、化学
性烟雾、风、紫外线和长期局部用
药等。

临床特点及意义

结膜炎 它是结膜充血较常

见的病因。常见感染性（细菌、
衣原体、病毒）和非感染性（过
敏、异物）两大类。

结膜炎可引起表浅血管扩
张、充血、水肿，出现分泌物等。

结膜下出血 患者主诉眼
红。目视可见单侧、局限性、边缘
清楚的出血块。因此，该眼红不
是结膜充血，通常不痛，视力也不
受影响。如果无特殊原因，大部
分患者不需要进行治疗，密切观
察症状发展即可，同时要避免高
血压病、剧烈咳嗽等诱因。

角膜炎 患者常有眼红、畏
光、疼痛不适等症状，较为常见

的局部因素是角膜外伤或角膜
异物剔除术后，佩戴角膜接触
镜、慢性泪囊炎、细菌性角膜炎、
病毒性角膜炎等。

全科医生接诊结膜充血患
者时，一定要详细询问病史，尤
其要注意以下几点：1.症状是迅
速发展还是缓慢发展，这点特别
重要，因为不同疾病的起病方式
不同。比如，异物性结膜炎，结
膜迅速充血；病毒性结膜炎、前
葡萄膜炎，结膜充血较缓慢；是
否伴有畏光、眼痛、视力下降。
这些症状提示可能有角膜炎、前
葡萄膜炎或闭角型青光眼，单纯

结膜炎患者一般不会畏光；仔细
观察眼部分泌物，分泌物性状的
不同提示不同的疾病。

眼红可能是眼部不同疾病
的临床表现，临床上要特别注意
进行鉴别。同时，不能简单地认
为眼越红病情越重，或者眼红不
明显就表示病情越轻，因为有些
严重的眼部疾病，眼红并不明
显。当眼红的患者在检查、治疗
过程中感觉眼痛加重、视力下
降，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眼部疾
病，要及时转诊到专科医院。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卫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卫
生健康处供稿生健康处供稿））

早期发现脑血管病的重要性
□张 欣

脑血管疾病是一种严重的
健康问题，早期发现和干预对于
预防和治疗脑血管疾病至关重
要。下面，笔者主要介绍早期发
现脑血管疾病的方法，帮助大家
了解和预防脑血管疾病。

重要标志

脑血管疾病的早期发现，主
要依赖于一些常见症状的及时
辨别，症状包括以下几点。

突然出现的肢体麻木或无
力，这可能是由于脑部血管阻塞
或血管破裂导致的。

突然出现的言语含糊或语
言障碍，这可能是由脑部语言中
枢血管问题引起的。

突然出现的头晕、头痛、恶
心或呕吐，这可能是脑部出血或

缺血的表现。
突然出现的视力问题，如视

物模糊或视野缺损，这可能是由
于脑部血管问题引起的眼部供
血不足。

突然出现的认知障碍或行
为异常，如记忆力下降、反应迟
钝、情绪不稳等，这可能是脑部
血管疾病的表现。

应对措施

一旦出现上述警示信号，应
采取以下措施。

立即就医 尽早就医是预防
和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关键，特别
是对于突然出现的严重症状，应
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或前往医院
急诊室就诊。

就医前的紧急处理 在等待

急救人员到场的过程中，尽量让
患者平躺，避免剧烈运动，保持
呼吸道通畅，避免呕吐物引起窒
息。

长期预防 除了在出现警示
信号时及时就医外，长期预防
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包括保持
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戒烟限酒、
合理饮食、适度运动等），以及
控 制 慢 性 病 和 不 良 生 活 习 惯
等。

定 期 检 查 对 于 高 危 人 群
（如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应
定期进行身体检查，以便早期发
现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学习脑血管疾病的相关知
识 了解脑血管疾病的早期症状
和警示信号，有助于加强自我保
健意识和预防的能力。患者可

以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参加健康
讲座等方式，学习脑血管疾病相
关知识。

与医生沟通 患者如果有脑
血管疾病家族史或其他风险因
素，应与医生沟通，制定个性化
的治疗方案。

保持积极心态 保持积极的
心态和良好的生活方式，有助于
降低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提升治
疗效果。患者可以通过心理调
适、社交互动等方式保持心情愉
悦。

坚持药物治疗 对于已经确
诊的脑血管疾病患者，应遵医嘱
坚持药物治疗，控制病情发展。
同时，注意观察药物的副作用和
相互作用。

康复训练 对于脑部受损的

患者，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康复
训练，尽可能恢复患者的肢体功
能和言语能力等。

建立健康档案 建立个人健
康档案，记录身体状况、家族疾
病史、生活习惯等信息，有助于
自我监测和预防脑血管疾病。

脑血管疾病是一种严重的
健康问题，对个人和社会造成了
巨大的危险负担。早期发现脑
血管病的信号，对于预防和治疗
脑血管疾病至关重要。人们可
以采取积极措施来降低风险提
升治疗效果。同时，保持健康的
生活方式、控制慢性病和不良生
活习惯等，也是预防脑血管疾病
的重要手段。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汶上县
第三人民医院） 腹腔镜手术知多少

□甘宜东

在当今的医学领域，腔镜
外科技术已经成为治疗许多疾
病的重要手段。其中，腹腔镜
手术作为一种先进的手术方
法，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然
而，任何手术都有其适应证和
并发症，腹腔镜手术也不例
外。因此，了解腹腔镜手术的
适应证和并发症，对患者和医
生非常重要。

适应证

胆囊结石、胆囊息肉、急
慢性胆囊炎等胆囊良性疾病，
是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常见的适
应证。

急性阑尾炎是腹腔镜手
术的常见适应证。在处理复杂
阑尾炎时，腹腔镜手术更具优
势。

胃肠道疾病，比如胃十二
指肠溃疡穿孔、胃间质瘤等也
是腹腔镜手术的适应证。

肝胆系统疾病，比如肝囊
肿、胆总管结石等也是腹腔镜
手术的适应证。

脾脏疾病，比如脾功能亢
进、脾肿瘤等，可以应用腹腔镜
手术进行治疗。

泌尿系统疾病，比如肾囊
肿、肾上腺肿瘤等也是腹腔镜
手术的适应证。

妇科疾病，比如卵巢囊
肿、宫外孕、子宫肌瘤等也是腹
腔镜手术的常见适应证。

甲状腺疾病，比如甲状腺
结节、甲状腺癌等也可以应用
腹腔镜手术进行治疗。

并发症

出血 腹腔镜手术过程
中，由于手术操作或血管损伤
等原因，可能导致出血。出血
会出现在腹壁切口处，也可能

出现在腹腔内。
感染 腹腔镜手术属于侵

入性操作，术后会出现腹壁切
口感染或腹腔内感染。感染是
由于手术过程中的污染或术后
护理不当引起的。

气腹相关并发症 在腹腔
镜手术中，通常需要向腹腔内
注入二氧化碳气体来建立手术
空间。术后会出现气腹相关并
发症，如皮下气肿、气胸、纵隔
气肿等。

损伤周围器官 在腹腔镜
手术过程中，由于手术操作或
解剖变异等原因，会导致周围
器官损伤。比如，出现在肝脏、
脾脏、肾脏等实质器官，也可能
出现在肠道、胆道等空腔器官。

血栓 在腹腔镜手术过程
中，由于血管内膜损伤或血流
瘀滞等原因，会导致血栓形
成。血栓形成一般出现在下肢
深静脉、盆腔静脉等部位。

腹膜后血管损伤 腹膜后
血管损伤是腹腔镜手术中严重
的并发症，可导致大量出血，甚
至危及患者生命。这种并发症
通常是手术操作者失误或解剖
变异引起的。

戳孔并发症 在腹腔镜手
术中，需要在腹壁开多个戳孔
以放置手术器械。这些戳孔会
导致腹壁出血、感染、皮下气肿
等并发症。

神经损伤 在腹腔镜手术
过程中，手术操作会损伤神经，
导致患者术后出现感觉异常、
运动障碍等症状。

术后肠粘连 由于腹腔镜
手术的创伤较小，术后肠粘连
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但仍有可
能出现。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枣庄
市山亭区人民医院）

醒提

如何保护膝关节健康
□王 辛

膝关节是人体重要的关节之
一，它让我们能够进行走路、跑步、
跳跃等动作。然而，随着年龄的增
长，膝关节会逐渐磨损和退化，引
发疼痛和僵硬。因此，保护膝关
节，对于保持身体健康至关重要。

保持适宜的体重

体重过重会增加膝关节承受
的重量，加速膝关节磨损。控制体
重保护膝关节的重要措施。人们
要坚持合理饮食和适度运动，把
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内，以减轻
膝关节的负担，降低受伤的风险。

适度运动

适度运动有助于增强膝关节
周围肌肉力量，提高关节的稳定
性。建议选择散步、慢跑、游泳等
有氧运动，这些运动有助于减轻
膝关节负担，增强心肺功能。但
是，人们要避免过度运动（特别是

过度使用膝关节），以免造成膝关
节损伤。

合理使用膝关节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尽量
避免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定期变
换姿势，减轻膝关节负担。此外，
在上下楼梯时应尽量使用扶手，
减轻膝关节承受的重量。在进行
高强度运动时，应佩戴适合的防
护装备，如护膝、护腕等，以减少
膝关节受伤的风险。

合理膳食

合理膳食有助于提供膝关节

所需的营养物质，促进关节健
康。建议多食用富含钙、维生素
D 和蛋白质的食物，如牛奶、鸡
蛋、鱼肉、豆类等。此外，食用适
量的坚果和植物油，也有助于保
护膝关节。

膝关节受伤后的康复与治疗

在日常生活中，膝关节受伤
的情况时有发生。受伤后，正确
的治疗与康复对于恢复膝关节的
健康至关重要。首先，患者受伤
后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对受伤部
位进行冰敷，以减轻水肿和疼
痛。如果患者受伤严重或症状无

法缓解，应及时就医。
在医生的指导下，患者进行

一些康复训练，如物理治疗、按摩
和针灸等，可以促进膝关节功能
的恢复。同时，患者可以在医生
的指导下使用一些药物来缓解疼
痛和炎症。但是，患者不能自行
随意使用药物或进行不恰当的治
疗，以免加重病情。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膝关节
健康也十分重要。充足的睡眠和
规律的作息，有助于身体恢复和
关节健康。同时，戒烟限酒，避免

过度劳累和精神压力过大，也是
保持膝关节健康的重要因素。

定期进行体检

定期进行体检可以及时发现
膝关节问题，如关节炎、半月板损
伤等。早发现、早治疗，可以避免
病情恶化。

避免长时间连续屈膝

长时间连续屈膝，会使膝关
节承受压力过大，建议适时休息，
变换姿势。

总之，保护膝关节，需要人们
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保持健康
的体重、进行适度运动、合理使用
膝关节、合理膳食、受伤后的康复
与治疗，以及保持良好的生活习
惯等。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有效
保护膝关节，保持身体健康。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肥城市
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