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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齿 缺 损 的 原 因 多 种 多
样。常见的有龋齿，也就是俗称
的蛀牙，若不及时治疗，龋洞会
逐渐扩大，严重时可能导致牙齿
缺失。外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意外摔倒、碰撞或运动损伤都可
能使牙齿折断或脱落。此外，长
期牙齿磨损，如夜间磨牙或不良
的咀嚼习惯，以及随着年龄增长
出现的牙齿自然磨损和牙龈萎
缩，都可能引发牙齿缺损问题。

牙齿缺损的危害
影响美观：牙齿缺损了，从

外观上看，面部容貌就不那么好
看了，笑起来也不再像以前那么
完美。很多人会因为这个问题

在社交场合感到自卑，都不敢大
大方方地开怀大笑。

功能受损：从咀嚼方面来说，
牙齿缺损会让咀嚼效率降低，食
物没办法充分嚼碎。这样吃下
去，胃肠的消化负担就加重了，时
间长了，很可能引发消化不良等
胃肠道疾病。而且，牙齿之间是
相互支撑的，一颗牙齿缺损后，相
邻的牙齿没了支撑，会逐渐移位，
对颌的牙齿也可能会过度伸长。
这就破坏了整个牙列的稳定性，
引起咬合紊乱，还会增加患颞下
颌关节疾病的风险。

修复方法
烤瓷牙修复：这是一种比较

常用的修复方式。烤瓷牙的色
泽和外观跟我们的天然牙很相
似，装上后能很好地恢复牙齿的
形态，让牙齿看起来美观。它的
制作原理是把金属或者陶瓷等
材料做成基底冠，再在外面加上
一层烤瓷材料，然后固定在经过
处理的患牙上。烤瓷牙不仅美
观，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牙齿
的咀嚼功能。

种植牙修复：种植牙相对来
说更先进、更理想。它就像在牙
槽骨里面种上一颗人工牙根，等
人工牙根和牙槽骨紧密长在一
起后，再在上面安装牙冠。种植
牙的好处是不需要磨损旁边的

牙齿，最大限度保留天然牙体组
织。

活动义齿修复：活动义齿是
利用剩余的天然牙、基托下面的
黏膜以及骨组织来提供支持，依
靠义齿的固位体和基托固定在
口腔里，患者自己可以随时摘下
来和戴上去。

注意事项
做完牙齿缺损修复后，可不

是万事大吉了。患者一定要注
意口腔卫生，每天坚持用正确的
方法刷牙，还可以使用牙线、牙
缝刷这些清洁工具，定期去医院
进行口腔检查和洁治。只有这
样才能让修复体用得更久，也能

保障口腔健康。同时，要注意别
咬太硬的东西，不然很容易把修
复体弄坏。

牙齿缺损不是小问题，大家
千万不能忽视。通过合适的修
复方法，人们可以恢复牙齿的功
能，重新拥有自信的笑容，让生
活更加美好。烤瓷牙、种植牙和
活动义齿都有各自的特点和适
用范围，患者要在口腔医生的指
导下，综合考虑自己的口腔状
况、经济条件，以及实际需求等
因素，选择适合自己的牙齿缺损
修复方案。

（作者供职于海南省文昌市
人民医院）

牙齿缺损的修复方法
□侯璐娟

细菌培养的原理
细菌属于单细胞微生物，

具备很强的繁殖能力。在适
宜的环境条件下，细菌能够通
过分裂方式实现快速增殖。
细菌培养正是基于这一特性，
为细菌营造适宜的生长环境，
促使其大量繁殖，进而在培养
基上形成肉眼可见的菌落。
这些菌落的形态、大小、颜色
等特征，可作为初步判断细菌
种类的重要依据。

细菌培养的过程
标本采集：标本采集是细

菌培养的首要关键环节。只
有采集到合格的标本，才能培
养出细菌。不同感染部位所
需采集的标本各异。比如，呼
吸道感染，需要采集痰液或咽
拭子标本；泌尿系统感染，应
采集尿液标本；血液感染，则
要采集血液标本。采集标本
时，必须严格遵循无菌操作原
则，防止标本受到污染。

接种：将采集到的标本接
种至培养基上。培养基是为
细菌提供营养物质的载体，能
为细菌生长提供必要的碳源、
氮源、无机盐、维生素等。常
见的培养基包括血琼脂培养
基、巧克力琼脂培养基、麦康
凯培养基等。由于不同细菌
对培养基的要求不同，因此需
要依据细菌种类选择适宜的
培养基。

培养：将接种好的培养
基置于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培养箱可为细菌提供适宜的
温度、湿度和气体环境，以满
足其生长需求。一般情况
下，细菌培养温度设定为 35
摄氏度~37摄氏度，培养时间
为 18 小时~48 小时。在培养
过程中，细菌会在培养基上繁
殖，形成肉眼可见的菌落。

鉴定：当培养基上出现菌
落时，需要对其进行鉴定。鉴

定方法多样，包括形态学观
察、生化反应、分子生物学方
法等。通过这些方法，能够确
定细菌的种类以及是否具有
致病性等。

细菌培养的应用
助力精准治疗：细菌培养

在临床检验中应用广泛，可帮
助医生确定感染病原体，为精
准治疗提供依据。比如，当患
者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时，
医生可以通过痰液培养确定
是否为细菌感染，以及感染的
细菌种类。若为细菌感染，医
生可以依据培养结果选择合
适的抗生素进行治疗，从而提
高治疗效果，减少抗生素的滥
用。

监测医院感染：细菌培养
还可以用于监测医院感染。
医院环境特殊，患者身体抵抗
力相对较弱，易发生感染。采
取定期对医院环境进行细菌
培养，能够及时发现潜在的感
染源，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预防
和控制，保障患者的健康安
全。

细菌培养的注意事项
尽管细菌培养是一种重

要的临床检验手段，但在操作
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标本采集时务必严格
执行无菌操作原则，防止标本
受到污染。

2.在培养细菌过程中，要
密切关注培养箱的温度、湿度
和气体环境，确保细菌能够正
常生长。

3.鉴定细菌时，需要综合
运用多种方法，确保鉴定结果
的准确性。

总之，细菌培养作为一项
重要的临床检验手段，对于确
诊病原体感染、实现精准治疗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枣庄
市妇幼保健院）

如何进行细菌培养
□任文娟

溃疡性结肠炎是临床较为
常见的一种慢性非特异性炎症
性肠道疾病。近年来，随着人们
饮食习惯的改变，其发病率呈明
显上升趋势。由于该疾病存在
一定的癌变风险，一旦确诊，患
者应积极接受治疗，以防止病情
进一步恶化。而“溃疡性结肠炎
能否痊愈”，无疑是众多患者最
为关注的问题。为使患者深入
了解该疾病及其相关知识，本文
将对溃疡性结肠炎展开详细阐
述。

溃疡性结肠炎的定义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累及直

肠和结肠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
肠道疾病，病程多呈现反复发作
的特点。临床上，依据病变范围
可将其分为直肠型、左半结肠型、
全结肠型及回肠-结肠型。

临床症状
患病后，患者会出现持续性

或反复发作的腹泻、黏液脓血便，
并伴有腹痛、腹胀等症状。部分
患者还会出现恶心、呕吐、发热等
表现。病情严重者，可能出现营
养不良，甚至引发直肠结肠癌变，
危及生命。

痊愈的可能性及关键措施
规范治疗是实现疾病治愈的

基础。患者确诊后，务必严格遵
循医生的要求，积极接受规范化
治疗。鉴于每位患者的具体情况
各异，临床上不存在绝对有效、最
佳的治疗方式和药物。医生会综
合考量患者的实际状况，制定最
为适宜的治疗方案，以取得最佳
治疗效果。在此过程中，患者应
积极配合医生，坚持完成规范化
治疗。

调整生活方式
调整生活方式对于提升治疗

效果、预防疾病复发至关重要。
患者需要保持规律的饮食习惯，
避免暴饮暴食，多食用易消化且

营养丰富的食物，以促进肠道黏
膜修复；同时，避免食用辛辣、刺
激性食物，防止肠道炎症加重，导
致病情恶化或复发。此外，患者
还应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并
适量增加运动时间，以增强机体
功能，促进疾病康复，降低疾病复
发风险。情绪方面，患者需要保
持心情愉悦，因为长期处于焦虑、
抑郁状态可能诱发病情加重或复
发，可以采取呼吸训练、冥想等方
式调节情绪，维持积极乐观的心
态。

定期检查
定期检查是判断疾病是否复

发的重要手段。患者完成治疗
后，应按照医生的嘱咐定期前往
医院复查，以明确身体的恢复情
况及复发风险。同时，患者要与
医生保持良好沟通，遇到问题及
时反馈，以便医生随时掌握病情
变化，为后续治疗和康复提供专
业指导。

希望经过本文的介绍，让人
们对溃疡性结肠炎有初步认识。
患者要积极规范治疗，调整生活
方式并定期复查，切实做好疾病
防治工作，争取早日康复。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什么是溃疡性结肠炎
□沈晓芳

在医院的手术室里，每一台
手术的成功都离不开手术器械的
精准操作。然而，这些在手术台
上历经“浴血奋战”的器械，在完
成任务后，是如何从满身血污的
状态转变为光洁如新。

回收与预处理
手术结束后，被污染的手术

器械会被放入专用的污物箱中，
由专业人员用密闭车运送至消
毒供应中心的去污区。这是手
术器械“重生之旅”的第一站。
在手术器械到达去污区后，工作
人员会先进行预处理，即在流动
水下冲洗器械，初步清除表面的
血渍、污渍等残留物。这一步对
于后续的清洗消毒效果至关重
要。

分类与拆解
预处理后的器械会被送至清

洁区，工作人员根据器械的材质、
污染程度，以及种类进行分类和
拆解。对于需要拆卸的精密仪器
类手术器械，这一步骤尤为重要，
因为它能确保器械的每个部分都
能得到彻底清洗和消毒。

手工清洗与机械清洗
接下来，手术器械会进入清

洗环节。清洗方法主要分为手工
清洗和机械清洗。

手工清洗：针对需要拆卸、清
洗难度较大的手术器械，工作人
员会采用手工清洗方式。在清洗
过程中，需要使用专用清洗剂，进
行反复擦洗、刷洗等方式消除器
械表面污渍。手工清洗后，器械

还需要进行超声机洗涤，利用超
声波和机械振动，进一步清除器
械表面和缝隙处的污垢。

机械清洗：对于可以集中使
用清洗机处理的手术器械，工作
人员会将其装入清洗筐中，连接
器械管腔、打开器械关节，然后放
入全自动清洗消毒器中进行清
洗。机械清洗流程包括洗涤、漂
洗、终末漂洗、消毒、润滑、干燥等
步骤，能够确保器械清洗彻底。

检查与保养
清洗完成后，手术器械会进

入检查环节。工作人员在放大镜
下仔细检查器械清洁度、结构完
整性和功能良好性。对于发现的
问题，如清洗不彻底、部件损坏
等，会及时进行处理。同时，为了

确保手术器械使用寿命，工作人
员还会对器械进行保养，如涂抹
防锈油等。

包装
检查合格的器械会按照种类、

名称、数量进行配装，并使用包装
材料进行封装。包装材料包括双
层棉布、双层无纺布或纸袋、塑料
袋等，能够确保手术器械在灭菌和
储存过程中不受污染。包装时，工
作人员还会在手术器械包内放置
化学指示卡等监测物品，以便后续
对灭菌效果进行验证。

灭菌
灭菌是手术器械“重生之旅”

的关键环节。根据手术器械的材
质和特性，工作人员会选择合适
的灭菌方法，如压力蒸汽灭菌、环

氧乙烷灭菌等。在灭菌过程中，
需要严格控制温度、压力和时间
等参数，以确保灭菌效果。同时，
还会进行物理监测、化学监测和
生物监测等多种方式的灭菌效果
验证，确保每一件器械都能达到
无菌状态。

无菌物品存放与发放
灭菌完成后，手术器械会被

送入无菌物品存放区进行储存。
存放区一般保持低温、干燥的环
境，以延长无菌有效期。当手术
室需要使用无菌器械时，工作人
员会根据需求进行发放，并在发
放前再次检查器械包的包装完好
性、标签完整性和灭菌效果等。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人民医
院消毒供应中心）

手术器械的管理措施手术器械的管理措施
□罗 莎

中医养生，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强调通过调和阴阳、平衡
体质，达到预防疾病、增强体质、延年
益寿的目的。本文将探讨中医养生
的核心理念与实践方法，帮助人们更
好地理解和应用中医养生。

调和阴阳
中医理论认为，人体是一个统一

的整体，阴阳平衡是人体健康的基
础。阴阳失衡，则会导致疾病的发
生。阳代表温暖、活动、明亮等积极
属性，阴则代表寒冷、静止、暗淡等消
极属性。在人体中，阴阳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共同维持着人体的正常生
理功能。

中医养生，就是通过调整人体内
阴阳的平衡状态，达到预防和治疗疾
病的目的。比如，对于阴虚火旺的体
质，中医会采用滋阴降火的方法，选
用枸杞、麦冬、石斛等具有滋阴功效
的中药；对于阳虚寒凝的体质，则会
采用温阳散寒的方法，选用肉桂、附
子、干姜等具有温阳作用的中药。

平衡体质
中医将人的体质分为9种类型，

包括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
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
和特禀质。每种体质都有其特定的
生理特点和易患疾病类型。中医养
生，就是根据个体的体质特点，采用
相应的中药进行调理，以达到平衡体
质、预防疾病的目的。

比如，气虚质的人常表现为疲乏
无力、气短懒言等症状，中医会采用益气健脾的方法，选
用如黄芪、党参、白术等具有补气功效的药物进行调理；
湿热质的人则常表现为面垢油光、口苦口干等症状，中医
会采用清热利湿的方法，选用如黄连、黄芩、黄柏等具有
清热燥湿作用的药物进行调理。

实践方法
中医养生的实践方法多种多样，包括中药汤剂、中药

茶饮、药膳、中药泡脚等。中药汤剂是中医常用的治疗方
法之一，采取煎煮方法将中药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直接
作用于人体，达到治疗疾病、调理身体的目的。中药茶饮
是将中药与茶叶相结合，制作成具有特定功效的茶饮，既
方便饮用，又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药膳则是将中药
与食材结合，制作成美味可口的菜肴，既满足人们的口腹
之欲，又能起到调理身体的作用。中药泡脚是利用中药
煎煮后的药液进行泡脚，达到温通经络、散寒除湿、活血
化瘀的目的。

注意事项与禁忌证
虽然中医养生具有很多优点，但在实际应用中也需

要注意一些事项和禁忌证。首先，中药的选用应根据个
人的体质和病情选定，避免盲目跟风或滥用中药；其次，
中药的煎煮和服用方法应严格按照医嘱进行，避免影响
药效或产生不良反应；最后，对于孕妇、哺乳期妇女、儿童
等特殊人群，应谨慎使用中药，避免对胎儿或婴幼儿造成
不良影响。

中医养生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独特的
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为人类健康事业提供了宝贵的财
富。调和阴阳、平衡体质，中医养生不仅能够帮助人们预
防疾病、增强体质，还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然而，中医养生并非万能，应用时需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
下进行，以确保安全有效。

（作者供职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中医医
院药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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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是一种严重的脑血管
疾病，以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
致残率和高死亡率，严重威胁人
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尽
早发现并及时治疗脑梗死，至关
重要。

脑梗死早期诊断方法的选择
颈动脉彩超检查：颈动脉彩

超检查是早期诊断脑梗死的常用
手段之一。颈动脉彩超检查能够
清晰显示颈部血管的状况，帮助
医生判断是否存在斑块、血栓。
在脑梗死早期诊断中，该技术优
势明显，不仅能明确颈动脉硬化
的性质，还能精准定位其病变位
置。颈动脉彩超检查具有灵活、

简便、无创的特点，对身体没有损
害。但是，颈动脉彩超在早期诊
断时存在一定的不精确性。

头颅 CT（计算机层析成像）
检查：头颅CT检查利用X线扫描
颅脑层面，检测大脑内血液循环
流速及血液流动方向，以此帮助
医生判断受检者是否患有脑梗死
及其他脑血管疾病。头颅 CT 检
查的优点是操作简便、检查时间
短，适用范围广泛。但是，头颅
CT在检查过程中需要使用X线，
存在辐射风险，因此不适合作为
常规检查手段频繁使用。此外，
在脑梗死早期，头颅CT检查的阳
性发现率相对较低。

CT血管造（CTA）检查：CTA
检查属于非创伤性血管成像技
术，能够清晰呈现颅内血管的情
况，帮助医生发现诸如颅内动脉
闭塞、颅内动脉狭窄等异常现
象。CTA 检查具有分辨率高、扫
描速度快、图像显示效果好等特
点。但是，CTA 检查也有不足之
处，比如部分患者可能对造影剂
过敏，检查过程中辐射剂量较大，
且图像后处理所需的时间较长。

磁共振血管成像（MRA)检
查：MRA检查具有无创、高效、无
射线、不使用对比剂等优点，能够
在进行核磁共振检查的同时完成
脑梗死筛查。不过，在脑梗死早

期诊断中，MRA检查存在分辨率
相对较差、检查时间长、对远端血
管评价效果欠佳等问题。

脑梗死的早期预防措施
合理饮食：饮食调理在预防

脑梗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人们
应增加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的摄入
量，秉持清淡、不过饱的饮食原
则，尽量避免食用盐、糖、脂肪含
量过高的食物。

规律生活：不良的生活习惯
与脑梗死密切相关。在日常生活
中，人们要远离烟、酒，养成良好
的作息习惯。同时，注意日常保
暖，防止受凉。

适度运动：脑梗死与脑部血

液循环障碍、缺氧有关。定期进
行有氧运动，有助于预防脑梗
死。比如，跳绳、慢跑、打太极拳、
跳健身操等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
都是不错的选择。人们每周可以
锻炼两三次，每次锻炼时间控制
在半小时左右。

脑梗死的早期诊断方法多
样，包括颈动脉彩超、头颅 CT 检
查、CTA 检查、MRA 检查等。这
些检查方法各有特点，患者需要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
此外，合理饮食、规律生活、适度
运动等，能够预防脑梗死。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开封市
第二中医院内三科）

脑梗死后遗症患者怎样居家护理
□朱家攀

骨科创伤在我们的生活中
比较常见，不管是骨折或其他骨
骼及关节损伤，都会给患者的日
常生活带来较大的困扰。但通
过科学、系统的康复方法，可以
帮助骨科创伤患者尽早离开病
床，逐步回归正常的生活。

骨科创伤的急性期康复
在发生骨科创伤之后，要先

稳定患者的病情，从而减轻痛
苦。在这一阶段，治疗及康复的
措施主要包括止血、固定、药物
治疗以及初期的康复锻炼等。

止血和固定：止血可以通过
压迫止血、冷敷等方法进行，可
以迅速控制出血，减轻肿胀。另
外，需要根据骨折的部位及程
度，选择适宜的固定方法，如打
石膏、夹板等，以此维持骨折部
位的稳定性，也为后续的康复打

下坚实的基础。
药物治疗：可以使用中药汤

剂或者外用药物进行治疗，如
云南白药、红花油等都是常用
药，可以起到活血化瘀、止痛消
肿的作用。若患者疼痛严重，
在早期可以服用 3 天~5 天的非
甾体抗炎药，以减轻疼痛及水
肿，并保障患者能开展康复活
动。

初期康复锻炼：家属可以根
据医生的建议，对患者开展轻柔
的关节被动运动，如推拿、按摩
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及肌肉松

弛，避免关节僵硬。另外，患者
可以根据疼痛及肿胀情况，逐步
尝试开展主动运动，如手指或者
脚趾屈伸等。

骨科创伤的亚急性期康复
在骨科创伤的亚急性期，康

复重点会逐渐转向增强肌肉力
量及提高关节活动范围。

首先，肌肉力量训练。开展
肌肉的紧张及放松练习，以及逐
渐增加肌肉的动态收缩训练，可
以使用弹力带开展抗阻练习。

其次，关节活动范围训练。
在确保患者无痛的前提下，逐步

增加关节的活动范围，直至关节
活动接近正常。

最后，功能性训练。患者可
以通过穿衣、吃饭、洗漱等日常
生活技能的练习，来提高自理能
力。这一阶段的训练可以帮助
患者逐渐适应日常生活，增强康
复的信心。

骨科创伤的慢性期康复
在慢性期，康复重点是肌肉

及耐力的进一步强化，以恢复运
动的能力。

强化肌肉及耐力：患者可以
使用杠铃、哑铃等器材来开展肌

肉力量及耐力强化训练。同时
结合有氧运动，如骑行、步行等，
促进心肺功能及整体耐力的提
升。

平衡及协调训练：开展静态
平衡训练（如单脚站立等）和动
态平衡训练（如踏步等），可以提
升肢体的平衡能力及协调性。

恢复运动能力：患者可以根
据个人的兴趣及实际需求，开展
专项运动训练，如踢足球、打篮
球等。

以上就是骨科创伤患者的
康复方法，在此期间患者需要积
极配合医务人员，做好心理调适
并预防感染。科学、系统的康复
训练，可以帮助患者尽快康复，
从而回归正常的生活。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济南市
章丘区人民医院）

骨科创伤后的康复训练
□周 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