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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扁桃体作为人体上呼吸道的守护

者，能够抵御病毒和细菌的侵入，但扁

桃体也会因感染、免疫等因素出现发炎

的情况。关于扁桃体的知识，你了解多

少？扁桃体发炎后，应该怎样治疗？

什么是扁桃体
扁桃体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它

位于消化道与呼吸道的交汇处，所处区

域的黏膜中有大量的淋巴组织，可接触

抗原引起局部免疫应答。根据所处部位

的不同，可以将扁桃体称为腭扁桃体、

咽扁桃体和舌扁桃体。

扁桃体具有一定的免疫功能，属于

免疫系统的一部分，能够产生淋巴细胞

和抗体，对于细菌、病毒有着防御功能。

此外，由于扁桃体上面的表皮完整，黏

液腺体可以不断地分泌液体，清除脱离

的上皮，保持机体健康。但是，如果机

体过于劳累，有疲劳感时，会降低扁桃

体表皮的上皮防御功能，因而容易造成

扁桃体感染，出现扁桃体发炎等情况。

扁桃体发炎的原因及症状表现
扁桃体炎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呼吸道

感染疾病，有急性炎症和慢性非特异性

炎症之分，急性期时具有一定的传染性。

临床研究发现，感染、免疫、邻近器官

的急性炎症等均会引起扁桃体发炎，一

些继发性的急性传染病，如白喉、麻疹、

流感、猩红热等，同样会造成扁桃体发

炎。因为扁桃体发炎的情况不同，所以

症状表现也有所区别。

急性期患者起病急，有畏寒、高热、

呕吐、昏睡、食欲下降和全身酸痛等症

状，局部有咽痛感，吞咽时更加明显，

一些患者说话时含糊不清，还会因扁桃

体过度肿大而影响呼吸和睡眠。慢性期

患者，通常有咽痛或急性扁桃体炎反复

发作，部分患者咽干、有不适感，但症

状相对较轻，如果处于扁桃体隐窝中的

细菌生成的毒素被机体吸收，患者可能

会产生全身反应，如低热、乏力、头痛、

消化不良等。

扁桃体发炎时的治疗

因为导致扁桃体发炎的原因不同以及扁

桃体炎的类型不同，所以在选择治疗方法时，

要以患者病因、病型为主。

针对因病毒引起的扁桃体炎，可吃一些

清热解毒的药物，比如板蓝根、维C银翘片

等，还可以局部用复方硼砂溶液冲洗等进行

治疗；如果是细菌引起的扁桃体炎，应选择

抗生素进行治疗，如阿莫西林、阿莫西林克

拉维酸钾、头孢克洛等。

如果是慢性非特异性炎症，并且有

如下情况者，可以进行手术治疗：反复

发作急性炎症、扁桃体过度肥大影响呼

吸吞咽等正常生理功能、保守治疗没有

效果的白喉带菌者、疑似扁桃体肿瘤等。

如何预防扁桃体发炎

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早睡早起，保

证睡眠充足，尽量不熬夜；注意天气变化，

及时增加或减少衣物，预防感冒、受凉；

注意口腔卫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早

晚刷牙、饭后清水漱口，避免食物残渣存

在口腔中。

坚持体育锻炼  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

式，如瑜伽、跑步、跳绳、跳操等，每日固

定时间进行锻炼，通过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

质和机体的免疫力，减少扁桃体炎的发生。

健康饮食  日常饮食要健康，营养均衡，

多吃维生素、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如

新鲜的瓜果蔬菜、瘦肉、牛奶、海鲜等，

尽量少吃辛辣、油腻等刺激性食物。

其他预防措施   如果是青少年患者，

要一次性治愈，否则容易一旦发生高烧，

就会再次引发感染，发生化脓性扁桃体炎；

流感季节尽量不要外出，外出时要戴口罩，

避免到商场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远离烟酒，

远离对身体造成损害的因素。

房颤抗凝药物是预防血栓形成的主要治疗手

段。然而，在使用这些药物时，患者和医生需共

同关注一系列注意事项，以确保治疗安全性、有

效性。本文将深入介绍房颤抗凝药物使用过程中

的注意事项，包括药物选择、用药前的准备、用

药期间的注意事项，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处理。通

过正确理解和遵循这些事项，患者能够更好地管

理房颤，从而降低血栓和卒中风险，保持身体长

久的健康状态。抗凝药物也称为“抗凝剂”或“血

液稀释剂”，但它的作用并不是稀释血液，只是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凝血风险。

选择合适的药物  目前，常用的房颤抗凝

药物主要包括华法林、达比加群酯、利伐沙班

等。选择合适的抗凝药物应综合考虑患者的年

龄、性别、疾病风险评估和药物特点等因素。

只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更全面，与医生密

切合作，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尤

为重要。（1）告知医生药物过敏史。在使用

抗凝药物之前，应向医生告知自己是否对抗凝

药物或其他药物存在过敏反应，以避免潜在的

过敏反应和不良事件的发生。（2）检查凝血

功能。在开始使用抗凝药物之前，需要进行一

系列凝血功能检查，如国际标准化比值（INR）

和凝血酶原时间（PT）等，以确定用药剂量和

监测治疗效果。（3）告知医生其他药物使用

情况。某些药物可能与抗凝药物发生相互作用，

影响药物的疗效或增加不良反应的风险。因此，

在用药前应告知医生正在使用的其他药物，包

括处方药、非处方药和补充剂等。

用药期间注意事项  （1）按时服药。抗

凝药物需要按时规律服用，不能随意中断或改

变剂量。定期复查凝血功能指标，如 INR，以

确保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2）避免过度运

动或剧烈活动。剧烈运动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

如果需要进行高风险活动，应与医生商讨并获

得专业建议，以确定是否需要调整药物剂量或

采取其他预防措施。（3）注意出血症状。抗

凝药物使用期间，特别是华法林等维生素K拮

抗剂，患者需要密切观察是否出现异常出血症

状，如鼻血、牙龈出血、皮肤瘀斑等。如果出

现异常出血或其他不适，应及时就医并告知医

生正在使用抗凝药物。（4）注意饮食和药物

相互作用。某些食物和药物可能与抗凝药物相

互作用，影响药物的疗效或增加出血的风险。

例如，食物中富含维生素K的蔬菜、绿茶和某

些草药可能降低华法林的抗凝效果。（5）遵

循医生的指导。抗凝药物使用期间，一定要按

照医生的指导进行用药和复查。定期复查凝血

功能指标，密切关注治疗效果和副作用。

紧急情况用药的注意事项  （1）紧急情

况下的出血处理。在使用抗凝药物期间，如果

发生严重的出血或创伤，应立即就医。告知医

生正在使用抗凝药物，并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

止血处理。（2）手术前后的停药和复药。如

果需要进行手术或其他侵入性操作，应提前与

医生商讨，并遵循医生指导恢复用药。

房颤抗凝药物的使用是预防血栓形成和卒

中等严重并发症的重要治疗手段。然而，患者

在使用这些药物时需要注意一些事项，以确保

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选择合适的药物、遵

循医生的指导、定期复查凝血功能、注意药物

和食物相互作用、观察出血症状、避免剧烈运

动和意外伤害，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及时就医，

都是关键的注意事项。患者应与医生密切合作，

保持良好的沟通，并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和监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预防房颤相关并

发症的发生，维护患者健康。

房颤抗凝药物使用须知房颤抗凝药物使用须知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绪梅

你了解扁桃体吗你了解扁桃体吗
▲ ▲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医院 胡兴

当心“人生最后一次骨折”的威力当心“人生最后一次骨折”的威力
▲ 湖南省祁阳市中医医院 蒋国贤

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加剧，骨质

疏松骨折患者逐年增加，老年人任何

一次不经意的跌倒都可能成为骨折的

诱因。在老年人的骨折当中，髋部骨

折约占了一半，若是治疗不及时、处

理不到位，会导致骨折老人出现多种

并发症，甚至走到人生的终点，因此

这种骨折被临床称为“人生最后一次

骨折”。科学对待、正确处理才是对

老年人最好的保护，因此，我们有必

要了解老年人髋部骨折的相关知识。

“人生最后一次骨折”的危害性
“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一般特指老

年人髋部骨折包括股骨粗隆间骨折和股

骨颈骨折。因老年人骨质疏松，一旦摔倒，

很容易发生髋部骨折，另外，由于老年

人一般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肺部疾患，

不适合手术，许多老人需要保守治疗，

需要长期卧床，这样容易发生肺部感染、

泌尿系统感染、压疮、下肢深静脉血栓

形成甚至脱落堵塞肺部血管引发肺栓塞

等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常直接危及患者

的生命。一旦患者保守治疗，长期卧床，

很大几率最终会死于因卧床导致的一系

列并发症，因此髋部骨折常常被称为“人

生最后一次骨折”，危害极大。

“人生最后一次骨折”该如何处理
传统认为老年人骨折最好的是保

守治疗，部分家属会说：“年纪大了，

不再冒险受罪，不考虑手术了。”但

事实上，我们应该调整认识，随着医

疗技术的提高，以及医院术前、术后

多学科团队的精细化管理，在符合手

术指征的前提下，老年髋部骨折患者

应优选手术治疗。目前对于股骨颈骨

折一般采取人工关节置换术，对于粗

隆间骨折多采用股骨近端髓内钉内固

定，手术方式非常成熟、手术时间可

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出血量也很少，

绝大多数老人都可以耐受。而且术后

一周内患者可以部分负重下床活动，

避免卧床所导致的多种并发症。

“人生最后一次骨折”的预防

骨质疏松及意外跌倒是导致老年

人容易骨折的主要原因，所以要以此

为根源做好预防工作。

一是临床上以补充钙剂和维生素

D为基础，再与抗骨质疏松药物相结合，

可有效地防治骨质疏松症。另外，抑

制骨破坏和促进骨形成的药物对骨质

疏松患者也非常重要。值得注意的是，

患者服用相关药物时应在医生指导下

合理使用。维生素 D 用于骨质疏松症

防治时，建议剂量为 800~1200 IU，活

性维生素D的补充可能有提高骨密度、

减少跌倒、降低骨折风险的作用。

二是合理的膳食是预防骨质疏松

的基础，建议摄入富含钙、低盐和适

量蛋白质的均衡膳食，推荐每日蛋白

质摄入量为 0.8~1.0 g/kg 体重，并每

天摄入牛奶300 ml或相当量的奶制品。

三是运动可改善机体敏捷性、力

量、姿势及平衡能力等，减少跌倒风

险，有助于增加骨密度。适合于骨质

疏松症患者的运动包括 : 散步、各种

运动操、游泳锻炼等。保证充足的睡

眠，每天晒 1 h 的太阳。

四是降低跌倒的风险。没有跌倒，

一般不会发生骨折，下雨、下雪天老

年人应当尽量不出门以避免摔倒。如

果家里有严重骨质疏松且年龄较大的

老人，家人应注意生活中的一些小细

节：如在家里的卫生间装上扶手，蹲

便改坐便，备拐杖，拖地以后保证地

面不湿滑等，防止发生跌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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