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叉神经痛是一种导致面部剧烈疼痛的

神经性疾病，主要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

类。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但多种因素

已被认为与三叉神经痛的发生有关。

这些因素可能引发疾病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的病因尚未明确，目前最为广泛接受的理论

是血管压迫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大脑内的血

管（尤其是动脉）压迫到三叉神经根部，导

致神经纤维脱髓鞘，从而增加了神经对机械

刺激的敏感性，引发疼痛。其他可能的因素

包括微血管异常、神经纤维的异常生长或遗

传因素等，但其具体作用还在研究之中。

继发性三叉神经痛  继发性三叉神经

痛通常与特定的病变相关联。①肿瘤：颅

内或颅底的肿瘤，如听神经瘤、脑膜瘤或

血管母细胞瘤等，可能直接压迫三叉神经。

②血管病变：血管畸形，如动脉瘤，也能

压迫三叉神经。③炎症或感染：如副鼻窦炎、

牙源性感染或带状疱疹病毒感染等，也可

能导致三叉神经炎，进而引发疼痛。④多

发性硬化：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可

损害三叉神经的髓鞘，导致神经传导异常，

引发疼痛。⑤颅脑损伤或手术后遗症：头

部外伤或某些手术操作可能损伤三叉神经，

从而引发疼痛。

三叉神经痛的缓解方法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是治疗三叉神经痛

的常见方法。卡马西平是治疗三叉神经痛的首

选药物，能有效缓解疼痛，但可能伴有头晕、

嗜睡等副作用。奥卡西平、苯妥英钠、加巴喷丁、

普瑞巴林等也是常用药物，作用机制是通过

减少或阻断疼痛信号向大脑的传导缓解疼痛。

此外，患者还可以服用维生素B1、B12 等改善

人体代谢，减轻神经炎症，缓解疼痛。

手术治疗  对于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

可以考虑手术治疗。①显微血管减压术：用

于解除血管对三叉神经的压迫，适用于血管

压迫明显的患者。这种方法在解除局部血管

压迫的同时，通常可以保留三叉神经感觉传

导的完好。②立体定向放射治疗：针对三叉

神经根部或脑桥部靶点进行放射治疗，对其

造成一定程度的毁损，起到缓解疼痛症状的

作用。③经皮三叉神经半月节球囊压迫术

（PBC）：是一种治疗三叉神经痛的微创介

入技术。具有手术时间短、创伤小、风险低、

恢复快、不开颅、花费相对较低等特点，尤

其适用于年老体弱或全身情况较差、微血管

减压术后无效或疼痛复发的患者。PBC 术后

疼痛即刻缓解率高，但可能出现面部麻木、

咀嚼肌无力等并发症。手术风险和可能的并

发症需仔细评估。

生活护理  生活护理也是缓解三叉神经

痛的重要措施，包括：注意识别并避免触发

疼痛的扳机点，如避免特定的脸部动作或触

碰区域，因为这些动作或触碰可能引发疼痛。

预防措施

保持口腔卫生  每天牙两次、使用牙线、

饭后及时漱口，能减少口腔细菌滋生，降低

龋齿、口腔疾病等引起的感染风险。

避免受凉  头部和面部应避免受凉，尤其

是在寒冷季节，要及时保暖，防止神经受刺激。

合理饮食  避免吃过硬或过热的食物，

选择质软、易嚼的食物，对于容易因咀嚼诱

发疼痛的患者，应进食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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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我们偶尔会听到身边的朋友、

家人或同事说，“哎，我今天突然有点头

晕，差点晕倒”，或者“我昨天站起来时

眼前一黑，差点摔倒。”你是否也曾有过

类似的经历？那么问题来了——这到底是

个“小事”，还是身体在给你发出“大病”

的警报呢？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什么样的晕厥只是小插曲，什么样的晕厥

是大病预警？

先搞清楚基本概念

“晕厥”其实就是咱们俗称的“晕倒”，

指的是突然出现的脑组织缺血缺氧导致的

意识不清或短暂昏迷，通常伴随有站立不

稳、头晕等症状，轻则几秒钟恢复，重则

可能需要医疗干预。

那么，晕厥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很多时候，

晕厥是由于血压骤降、心脏问题或者一些神经

反射等因素引起的。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晕厥

背后是否隐藏了某些潜在的严重健康问题。

突发晕厥，究竟是小事还是大问题？

年龄和健康状况的因素  如果你是年

轻人、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偶

尔发生晕厥可能只是短时间的血压波动，

可能没啥大问题，比如长时间站立或突然

站起来时，血液回流慢，导致轻微的晕眩。

但如果你是老年人，或者有高血压、

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病，晕厥的背后就

需要特别警惕了。老年人因为心脏、血管

功能退化，可能出现由心脏问题引起的晕

厥。如果再加上胸闷、心跳异常等症状，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晕厥持续时间的长短  短暂的晕厥，恢复

很快，几秒钟或十几秒钟就清醒了，通常是生

理性原因，比如站立太久、突然起身等引起的

血压波动，恢复后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问题。

但如果晕厥持续时间比较长，超过几

分钟，恢复也比较慢，或者没有恢复，甚

至还伴随着持续头痛、恶心、胸痛等症状，

那就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健康问题，如心

脏病、脑血管问题（比如中风）或者严重

的低血糖等，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甚至可以拨打 120 送医。

是否伴随其他症状  有些人晕厥前会

出现一些预兆，比如突发的头晕、心跳加快、

视力模糊等。如果在晕倒之前，你感到这

些不适，那也意味着你身体的信号已经“亮

起红灯”，告诉你可能会发生晕厥，尤其

如果这类症状反复出现，就不能忽视了。

而如果晕厥后，出现剧烈头痛、胸痛、

呼吸急促等症状，那很可能是某些严重疾

病的表现，例如，心脏病、脑卒中等，都

可能引发类似的症状。这种情况下，不要

拖延，及时就医检查非常重要。

是否有潜在的疾病史  有些慢性疾病可能

导致你更容易出现晕厥，例如，患有心律不齐、

心脏瓣膜病、高血压等疾病的人，容易发生心

脏供血不足，导致晕厥。糖尿病患者因为血糖

波动，也容易出现低血糖引起的晕厥。因此，

如果你有这些慢性疾病，在出现晕厥时，尤其

要警觉，及时就医检查。

情境因素  如果你在剧烈运动或过度

疲劳后晕厥，那也有可能是体力透支或脱

水引起的血压骤降。不过，如果你已经注

意到自己有体力不支、胸闷、心跳加速等

症状，最好先停下来休息，补充水分，如

果症状没有缓解，应该尽早寻求医疗帮助。

如何判断是否该去急诊？

总的来说，如果晕厥的恢复速度快，

且没有伴随其他严重症状，一般可以观察

一段时间。但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最好尽

早就医：①晕厥时间超过 1 分钟以上，且

恢复较慢；②晕厥后伴随剧烈头痛、胸痛、

呼吸困难、心悸等症状；③晕厥反复发生，

尤其是有潜在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④晕

厥发生在运动、剧烈活动或情绪波动时，

需要警惕是否有潜在的心脏问题。

总之，晕厥虽小，但有时却是健康的

一种警告。它可能背后隐藏着一些不容忽

视的疾病风险。最好的方法是及时就医检

查，排除潜在的危险。

最后提醒，如果你出现突发晕厥，

千万不要忽视。无论是短暂性还是长时间

的晕厥，记得保持冷静，观察自己的症状

变化，如果不确定是否严重，去急诊看看

永远比耽误了好。毕竟，身体发出的每个

信号都不容小觑，特别是晕厥这种不期而

至的“警钟”。

突发晕厥是小事还是大病预警？急诊医生教你快速判断
▲ 广西平果市人民医院  廖振臣

在当今社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

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呼吸系统疾病已成

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

中医呼吸养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它不

仅能够帮助我们预防和缓解呼吸系统疾

病，还能增强体质，提高生活质量。中

医呼吸养生是一种通过调养肺脏和呼吸

功能，达到预防疾病、增强体质的养生

方法。它强调顺应自然规律，通过合理

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疗法，使人体与自然

环境和谐统一。

中医对呼吸系统的认识

中医理论中的肺与呼吸  在中医理论

中，肺是主气、司呼吸的重要器官，与

外界环境直接相通，是人体与外界进行

气体交换的场所。肺的健康直接关系到

呼吸功能的正常与否。

呼吸系统疾病的中医分类  中医将

呼吸系统疾病分为外感风寒、风热、痰湿、

气虚等多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其特定

的治疗方法和养生原则。

中医呼吸养生的基本原则

调和阴阳  中医认为阴阳平衡是健

康的基础。在呼吸养生中，通过调整呼吸、

饮食、运动等方式，使人体的阴阳达到

平衡状态。

五行相生相克  五行理论是中医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了解五行之间的相

生相克关系，可以更好地进行呼吸养生。

气血平衡  气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

的基本物质。在呼吸养生中，注重气血的

生成、运行和调养，以保持气血的平衡。

脏腑协调  脏腑协调是中医养生的核

心理念之一。通过呼吸养生，可以促进脏

腑功能的协调，增强身体的整体健康。

中医呼吸养生的方法

饮 食 调 养  选择具有润肺、止咳、

化痰等功效的食物，如梨、蜂蜜、百合等，

有助于呼吸系统的健康。注意避免辛辣、

油腻、生冷等刺激性食物，以免损伤肺

脏和呼吸功能。

药 物 调 理  服用具有润肺止咳、化

痰平喘等功效的中药，如川贝母、桔梗、

杏仁等。预防呼吸系统疾病的中药方剂，

如玉屏风散、参苏饮等。

气功与呼吸练习  通过练习八段锦、

太极拳等传统功法，增强肺功能和改善

呼吸；学习呼吸吐纳的技巧，如腹式呼吸、

逆腹式呼吸等，更好地进行呼吸练习。

针灸与按摩  对呼吸系统疾病有治

疗和预防作用的针灸穴位，如肺俞、天

突等。通过按摩特定的经络和穴位，如

肺经、足三里等，可以有效缓解呼吸系

统的不适。

中医呼吸养生在                         
预防呼吸系统疾病中的应用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通过

中医呼吸养生的方法，可以有效预防和

缓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改善患者的生

活质量。

支气管哮喘  中医呼吸养生对于支

气管哮喘的预防和治疗也有显著效果，

能够帮助患者减少发作次数。

感冒与流感  中医呼吸养生能够增

强人体免疫力，有效预防感冒与流感等

常见呼吸道疾病。

肺 炎  通过合理的呼吸养生，可以

增强肺部功能，预防肺炎的发生，对已

经患病者也有辅助治疗的作用。

中医呼吸养生，作为传统医学中的

一颗璀璨明珠，其在预防呼吸系统疾病

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成效。通过调和肺

气、增强肺功能，以及通过呼吸吐纳、

导引等方法，中医呼吸养生不仅能够提

高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还能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呼吸系统的功能，从而有效预

防感冒、支气管炎、哮喘等常见呼吸系

统疾病。

如何通过中医方法预防呼吸系统疾病
▲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呼吸科 颜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