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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指终末气道、肺泡和肺间质的炎症。

可由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等致病微生物，

以及放射线、吸入性异物等理化因素引起。

临床主要症状为发热、咳嗽、咳痰、痰中带

血，可伴胸痛或呼吸困难等。尤其是儿童和

中老年群体，更是肺炎的多发群体，会给患

者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造成很大威胁。肺

炎如何治疗才科学？

经验性治疗

肺炎的科学治疗，首选方法是抗感染治

疗。抗感染治疗主要指一些针对性药物治疗

和对症治疗。其中抗感染治疗中的经验治疗

具有较为明显的疗效，一般而言经验性治疗

的成功率高达60%~90%，是重要的治疗方法。

在经验性治疗上，对于青壮年且没有基

础疾病的患者，可选用的药物有青霉素类、

多西环素、大环内酯类、第一代或第二代头

孢菌素以及呼吸喹诺酮类等药物，具有比较

确切的疗效。

而对于老年或有基础性疾病的青年患者

而言，可选用的药物有第二代头孢菌素、 β-

内酰胺类 /β-内酰胺酶抑制剂，以及呼吸

喹诺酮类。必要时也可以联合应用大环内酯

类，同样具有比较明显的疗效。

对于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而言 ，主要

需要采用静脉给药，包括第二代头孢菌素类、

呼吸喹诺酮类以及β-内酰胺酶抑制剂，必

要时也可静脉合用大环内酯类。

特异性病原学治疗

经验性治疗固然能够帮助很多患者恢复

病情，但同样也需要进行相关检查，根据检

查结果针对性的采取特异性病原学治疗，具

体有以下几种治疗方式。

首先针对链球菌肺炎，青霉素为首选药

物，如果患者对青霉素过敏，在临床治疗上

可用红霉素或林可霉素替代。而如果是重症

感染者，也可用阿莫西林或者头孢拉定等。

其次针对葡萄球菌肺炎患者，应把治疗

重心放在原发病灶上，在对原发病灶进行有

效处理以后，才可以利用相关的抗感染药物，

具体药物可以选用头孢菌素类药物。

而支原体肺炎的治疗，首选药物则是红

霉素，支原体肺炎的治疗，还需要2~3周的

持续治疗，可有效避免病情复发。

衣原体肺炎也是一种常见肺炎，针对此

类肺炎的治疗药物选择，需要选用具有良好

细胞穿透性的药物，疗程两周，能够对这类

肺炎起到较好的疗效。

最后在病毒性肺炎的治疗上，除了要采

用相关的抗病毒药物以外，患者还需要保持

室内的空气流通，并且做好个人卫生，避免

交叉感染。同时也可酌情进行静脉输液和吸

氧，平时多注意卧床休息，这是病毒性肺炎

治疗的关键。

肺炎的科学治疗还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

症状，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方式，这对身体恢

复具有重要作用。如尽量让患者保持卧床休

息，同时利用药物或物理降温的方式做好护

理，并且还要特别注重保持患者身体的水电

解质和酸碱平衡，让患者的呼吸道时刻保持

通畅，必要时也可给予足够的吸氧，对患者

的症状进行有效缓解，也是治疗的关键。

最后还要对患者的心、脑、肾功能进行

保护，防止患者多器官功能衰竭，对患者进

行全面治疗。而在出院标准上，则需要在诊

断明确的前提下，经过有效治疗后病情出现

明显好转，且体温正常，相关的临床指标也

正常，没有需要进一步处理的并发症，就可

及时出院。

综上所述，肺炎的科学治疗需要坚持经

验性治疗和特异性病原学治疗相结合的治疗

方法，并且需要根据患者具体症状不同采取

对症治疗，就可实现对肺炎的有效应对。

现代人由于不良坐姿、颈椎劳损

等，颈椎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同时有

向低龄化人群发展的趋势。颈椎病是

一种退行性病理改变疾病，主要是颈

椎部位受到长时间劳损，同时伴有骨

质增生、韧带厚度增加，以及神经根

部受到压迫等，进而出现的一种功能

障碍临床综合征。

颈椎病的产生主要与以下几个方

面有较大关系。

慢性劳损 患者出现慢性劳损极易

出现颈椎病，长此以往会使韧带、肌

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在此过程中

会导致局部出现水肿，以此出现炎症

改变情况，最终出现骨质增生，这对

周围血管会产生较大影响。

外部损伤 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外

部出现损伤也会对颈椎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是颈椎病的直接因素。一般情况下，

出现外伤后，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病变，导

致颈椎部位疾病风险逐渐升高。

不良姿势 颈椎病另一原因便是患

者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出现不良姿势，

如长期低头、躺床上玩手机或看电视，

以及枕头过高等。此外，一些人在生

活与工作中把颈部与头部剧烈扭转，

或者在车上睡觉等，长此以往极易导

致颈椎病。

发育不良 颈椎发育不良也是导致

颈椎疾病的因素，不可忽视。对于单

侧椎动脉缺失患者，椎动脉颈椎疾病

发病率比较高。由于患者会出现先天

性融椎、颅底凹陷以及根管狭窄等，

属于先天性发育异常，是引发颈椎病的重

要原因。

虽然颈椎病的病因比较复杂，但是生

活中还是可以预防的。具体需要从以下四

个方面做起 :

颈部肌肉锻炼

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对颈部肌肉进

行有效锻炼，这在较大程度上能够使肌

肉功能得到有效提高。在锻炼的过程中，

需要以后仰锻炼为主，其中后仰过程不

能过快，一般情况下后仰保持30 s左右，

再将头部前屈，在此过程中不能进行剧烈

运动，避免出现头部眩晕。

避免颈部损伤

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保护好颈部，不

能对颈部产生激烈影响，比如蹦极、后滚

翻以及跳水等，均会对颈部产生不同程度

的损伤，因此在避免出现剧烈活动的基础

上，采取合适的锻炼方法保护颈部。此外，

寒冷天气极易引发颈椎病，这需要在采取

有效措施为颈部保暖，这在较大程度上能

够避免颈椎病的发生。冬季需要注意颈

部保暖，夏季不能把颈部直接对着风扇

或者空调吹，以此为颈部健康奠定良好

的基础。

合理饮食

饮食对颈椎也会产生较大影响，这

就需要在日常饮食的过程中，注意饮食规

律，日常多食一些含有纤维的食物，并且

在此基础上大量补充骨骼生长所需的钙

元素，能够对颈椎病有较好的预防作用。

此外，不能过度喝酒，主要是因酒精

会对钙质沉积产生较大影响，在此过

程中若喝酒不节制，容易出现骨质软

化症以及骨质疏松症，极易导致颈椎

出现退行性改变，这在较大程度上会

增加颈椎病发病率。由此可见，合理

饮食对预防颈椎病尤为重要。

习惯性流产主要指连续 3 次或 3 次

以上的自然流产，而且每次流产往往发

生于同一妊娠月份，流产过程也与一般

流产有着相同的地方，经历先兆流产、

难免流产不全或完全流程几个阶段。习

惯性流产容易导致子宫内膜感染，损伤

子宫内膜，在影响女性心理的同时，对

身体健康也造成了影响。习惯性流产应

该如何避免？

若想对习惯性流产做好预防，首先

需要对习惯性流产的原因进行了解，再

针对性的采取预防措施。

首先，遗传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夫妻双方或者一方胚胎染色体异常，

就会导致胚胎不能够正常发育，这是比

较常见的原因。其次，如果黄体功能不全，

就会导致孕酮分泌不足，这种孕酮反应

性的降低就会引起分泌期子宫内膜发育

停滞或者迟缓，会影响孕卵着床。此外，

环境因素也是造成习惯性流产的重要原

因，孕妇大量饮酒、吸烟或过多接触化

学性毒物，均可导致胎盘和胎儿受损。

另外，随着现代生育观念的转变，很多

夫妻都不想太早要孩子，生育太晚也可

能造成习惯性流产。女性要避免习惯性

流产，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孕期，应该注意

房事。一般 3 个月内是需要禁止性生活

的，以免引起子宫收缩，从而增加流产

的可能。而在 3 个月以后还应该减少性

生活次数，这是避免习惯性流产的重要

措施。如果习惯性流产孕妇再次怀孕，

谨记要避免重体力劳动，要尽量避免屏

气和用力大便等，切忌大温大补。

孕期女性还要保持自身生活的规律，

避免熬夜或者身体过度劳累，也不能过

于贪睡。总之作息要有规律，保证每天

睡眠足够 8 小时，也可以适当活动，对

于胎儿稳定同样有着重要帮助。

另外孕期女性还要注重个人卫生，

应该勤洗澡、勤换内衣，不宜盆浴、游泳，

同时需要做好自身的保暖工作，根据天

气变化做好添衣减被。需要特别注意阴

部清洁，可以每晚用洁净水来清洗外阴

部，防止病菌感染。

同时还需要对起居室的环境进行清

洁，保持房屋的常通风。最后孕妇还需

要保持健康心态，学会对情绪进行缓和

调整，避免不良情绪对胎儿造成影响。

在生活中避免接触一些有毒物质或者放

射性物质的照射，对于习惯性流产避免

也具有重要意义。

做好孕前检查  若要避免习惯性流

产，需要在孕期做好全面检查，对于流

产预防也非常关键。在孕前，夫妻双方

都应该进行详细检查，进行必要的化验，

有条件的也可以进行染色体检查，如果

有疾病，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同时在妊娠中期，应该定期进行产

前检查，通过检查结果处理一些危险的

异常状况，也可以适当的做好指导保健。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注重适龄怀孕，做

好自身孕期计划，也是非常有效的避免

流产措施。如孕妇患有甲状腺功能低下，

应该在保持甲状腺功能正常后再进行备

孕，孕期同样也需要服用抗甲低的药物。

如果有子宫内口松弛的现象，可以做内

口缝扎术。

合理的饮食调理  孕妇需要控制孕期

的均衡饮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维生

素或者必要的微量元素，多吃一些蔬菜

和水果。而且一些胃肠不好的孕妇，还

需要少吃一些寒凉食品，如绿豆、白木

耳以及莲子等，对容易上火的食物也要

控制摄入。

要避免习惯性流产需要做好预防，

在生活中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时保

持情绪稳定。在讲究卫生的同时，做好

合理饮食摄入，最后积极进行孕前及孕

中检查，对一些不利因素进行诊治处理。

如何避免习惯性流产 
▲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杨凡

如何科学治疗肺炎
▲ 乐山市市中区安谷镇中心卫生院 邓斌

生活中如何预防颈椎病
▲ 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一人民医院  马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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