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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的观念中，麻醉药物是一种让

人暂时失去感知，甚至可能影响智力的药物。

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很多人在面临手术

或牙科治疗等需要麻醉的情况时，心中充满

了疑虑和担忧。麻醉真的会影响智力吗？让

我们一起解开这个疑虑。

麻醉的作用机制

麻醉药物主要通过抑制神经细胞的传

导，达到暂时抑制疼痛和其他感知的目的。

这种抑制作用是可逆的，也就是说，当药物

在体内代谢后，神经细胞的传导会恢复正常。

麻醉与智力的关系

关于麻醉对智力的影响，多项研究给出

了不同的结果。一些早期的研究显示，多次

或长时间使用麻醉药物可能会对儿童的智力

发育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结果

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因为麻醉药物的种类、

使用剂量、使用频率以及个体差异等因素都

会影响研究结果。

近年来，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麻醉药物

对智力的长期影响。一项针对儿童的研究显

示，单次、短时间的使用麻醉药物对儿童的

智力发育并没有明显影响。另一项针对成人

的研究也表明，在正常剂量的麻醉下，大多

数人的智力并不会受到影响。

关注特殊人群

当然，对于某些特殊人群，如孕妇、

老年人，以及患有某些慢性疾病的人来说，

麻醉的使用需要更加谨慎，因为这些人群

的生理状况可能使其更容易受到麻醉药物

的影响。

如何应对担忧和疑虑

尽管科学研究已提供了关于麻醉对智

力影响的答案，但公众的担忧仍然存在。

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未知的恐惧和对医疗

过程的陌生感。因此，对于医生和研究人

员来说，提供更多透明和易于理解的信息

是至关重要的。

面对关于麻醉安全性的担忧，可采取以

下措施减轻担忧和疑虑。

与医生进行充分沟通 了解手术或治疗

过程，以及麻醉的使用目的和必要性。

了解麻醉的风险 了解麻醉可能的不良

反应以及如何应对这些不良反应。

选择合适的麻醉方式 根据个人情况和

医生的建议选择合适的麻醉方式。

术后注意恢复 术后注意营养、休息和

锻炼，以促进身体的恢复。

寻求专业帮助 如果对麻醉有严重的疑

虑或焦虑，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总体而言，科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正

常剂量和使用条件下，大多数麻醉药物对智

力并没有明显影响。然而，对于特殊人群和

复杂病例，需要更加谨慎地使用麻醉并密切

关注可能存在的风险。最重要的是，与医生

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了解是应对疑虑和担忧的

关键。

出血性脑血管病是指由于脑内或脑外

的血管破裂，导致脑实质或蛛网膜下腔出

血的一类疾病。出血性脑血管病的常见原

因有高血压、动脉瘤、血管畸形、烟雾病等。

出血性脑血管病的诊断主要依靠神经影像

学检查，包括头颅 CT、MRI、DSA 等。

出血性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

介入治疗是指通过血管内途径，利用

导管、导丝、球囊、支架、弹簧圈、栓塞

剂等，对出血的血管病变进行封堵、栓塞、

成形、支撑等操作，从而达到止血、改善

血流、保护脑组织的目的。出血性脑血管

病的介入治疗主要适用于脑动脉瘤、脑血

管畸形等。

脑动脉瘤 脑动脉瘤是指脑动脉壁的局

限性扩张或囊状突出。介入治疗通过血管

将弹簧圈或其他栓塞剂送入动脉瘤内，使

动脉瘤与正常血流隔离，防止动脉瘤破裂

或出血。弹簧圈栓塞术是目前治疗脑动脉

瘤的首选方法，具有创伤小、安全性高、

有效率高、并发症少等优点。支架辅助弹

簧圈栓塞术是一种新的技术，可以用于治

疗宽颈、复杂或再通的动脉瘤。

脑血管畸形 脑血管畸形是指脑内的动

静脉异常沟通或扩张，是导致出血性脑血

管病的另一重要原因。介入治疗通过血管

将栓塞剂送入异常血管，使其闭塞，消除

异常沟通，防止出血。栓塞剂的种类有多种，

如液体栓塞剂、颗粒栓塞剂、球囊栓塞剂

等，需根据脑血管畸形的类型、位置、大小、

血流情况等选择合适的栓塞剂和栓塞方式。

其他疾病 除了动脉瘤和血管畸形外，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的颅内出血的疾病，

如颅内肿瘤、颅脑外伤、颅内感染、血液

病等，部分患者也可通过介入治疗进行止

血。例如，对于血运丰富的颅内肿瘤，可

以通过介入栓塞肿瘤的供血动脉，达到止

血和缩小肿瘤的目的，也有助于开颅手术

切除肿瘤时减少术中出血；对于头颅外伤

导致颈外动脉出血患者，可以通过介入栓

塞破裂的动脉，达到止血的目的。

出血性脑血管病的开颅手术治疗

出血性脑血管病的开颅手术治疗是指

通过开颅方式，直接暴露出血的部位，清

除血肿，夹闭动脉瘤、切除血管畸形，减

轻颅内压，保护脑组织。对于出血性烟雾

病患者，采取开颅联合血管搭桥手术可以

降低再出血的几率。

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和家属要听从医

生的建议，积极配合治疗，不要盲目相信

各种偏方或误导。

此外，出血性脑血管病的治疗不仅要

注重急救和手术，还要注重康复和预防，

患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适当的物理治

疗、言语治疗、心理治疗，同时要控制高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危险因素，避免

吸烟、饮酒、过度劳累等不良习惯，定期

复查和随访，防止疾病复发或其他脑血管

病的发生。

麻醉会影响智力吗？
▲ 平阴县中医医院  王芸

出血性脑血管病的治疗
▲ 莒南县人民医院  陈为涛

防治妊娠剧吐有妙招
▲ 崇左市扶绥县妇幼保健院  何丽玲

妊娠剧吐是孕妇在怀孕早期出现的一种

严重呕吐的现象，部分孕妇可能伴随食欲不

振、头晕、乏力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出现脱

水、电解质紊乱、酮症酸中毒等并发症，极

大影响孕妇的生活质量与身体状态。何种原

因导致妊娠剧吐？又该如何治疗和预防？

妊娠剧吐的原因

目前，临床上对于妊娠剧吐的出现机制

尚无明确定论，但通常认为与激素水平紊乱、

精神心理、生活环境等因素存在一定关系。

激素水平紊乱 怀孕后，孕妇体内的激

素水平将出现急剧变化，当人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HCG）、雌激素、孕激素升高时，可

能引发恶心、呕吐等早孕反应。通常情况下，

妊娠剧吐出现在孕妇妊娠 40 多天，可能持

续到妊娠 14 周左右。

精神心理因素 孕妇的精神状态和情绪

也会引起妊娠剧吐。如果孕妇对妊娠具有严

重的紧张、害怕或者焦虑、抑郁等情绪，可

能会增加妊娠剧吐出现的风险。此外，生活

环境较差、经济条件不好等不良因素的影响

下，可能会对孕妇的心理产生负担，从而增

加妊娠剧吐的可能性。

疾病因素 部分存在甲状腺功能异常、

上消化道运动异常等问题的孕妇，可能增加

妊娠剧吐出现的风险；妊娠早期孕妇大脑皮

质兴奋性升高、皮质下中枢抑制性降低，可

能引起丘脑下部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从而增

加妊娠剧吐出现的概率。

其他因素 部分孕妇出现妊娠剧吐的原

因还可能是身体营养不均衡、感染、不良生

活习惯等，且不同的孕妇身体情况不同，出

现妊娠剧吐的实际情况也有所差异。

妊娠剧吐的防治

妊娠剧吐的防治需要从多角度入手，包

括药物治疗、饮食调整、心理调节、生活调

理等。

药物治疗 如果出现妊娠剧吐，孕妇应

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向专业的医生说明自身实

际情况，遵医嘱接受药物治疗，以降低脱水、

电解质紊乱等并发症出现的风险。

临床对于妊娠剧吐常用的治疗药物包括

维生素 B6、止吐药、补液治疗等，能极大程

度上缓解剧吐症状。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治

疗过程中，需严格遵医嘱，严密监测自身的

身体情况，如果出现药物不良反应，需立即

停药并与医生进行沟通交流。

定期产检 孕妇需定期进行产检，及时

了解自身的健康情况和胎儿的生长发育情

况，如果出现异常，需在医生的指导下作出

针对性调整，采用干预措施，以降低不良反

应出现的概率。

积极调节饮食 为降低妊娠剧吐出现的

风险，孕妇需构建起均衡的饮食结构，并养

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主食可以粗细粮搭配，

避免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多吃新鲜的蔬菜

和水果，如苹果、葡萄、橙子、椰子、绿叶

蔬菜等，补充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均有助于缓解妊娠呕吐的症状。在日常饮食

中，需避免一次性大量进食，建议少食多餐，

减轻肠胃负担，还需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如稀饭、面条、鸡蛋等。

给予心理支持 在日常生活中，孕妇家

人可细心感受孕妇的心理情绪变化，及时引

导孕妇排解不良情绪，放松心情，保持乐观

心态，还可鼓励孕妇同他人多多沟通交流，

获取心理支持和帮助、培养兴趣爱好是愉悦

身心的不错选择，孕妇可养成散步、听音乐、

瑜伽等习惯，以此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降

低不良情况及妊娠剧吐出现的风险。

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卫生习惯

日常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与休息时间，

并提升睡眠质量，避免过度劳累和熬夜，以

此保持身体的健康状态。适当运动可以促进

孕妇的胃肠道蠕动，缓解妊娠反应，但是需

要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间，以免出现不良情况。

此外，日常生活中，孕妇在保持口腔清

洁的同时，还需定期更换衣物，定期换洗床

上用品，并保持室内温度、湿度，定期晾晒

被褥可极大降低细菌聚集，避免感染等问题。

同时，紧身衣物可能会加重妊娠反应，因此

孕妇还需穿着舒适、宽松的衣服，提高身体

舒适度。烟、酒、油漆、涂料、杀虫剂等刺

激性物质气味也可能加重孕妇的妊娠剧吐反

应，在日常生活中需尽可能避免接触刺激性

气味。

总之，妊娠剧吐是一种由生理因素与病

理因素作用下引起的早孕反应，如果出现相

关症状，孕妇需要及时就医，依据自身情况

采取针对性应对措施。在日常生活中，孕妇

需要定期产检，积极调节饮食，并学会疏解

不良情绪，同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

清洁习惯，以此为自身与胎儿健康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