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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窦炎的常见病因
▲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刘源

医学领域中，影像学检查的普及，让各

类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更加便捷，帮助过无数

患者对抗疾病。X线、CT检查是临床上比较

常见的检查项目。

什么是 X线造影？

X线造影就是我们常说的X线造影检查，

是一种辅助式的医学检查手段，可用于多种

疾病的检查，比如泌尿系统疾病、胸部疾病等。

检查过程中，医生会将造影剂引入人体需要

检查的部位，然后在检查部位与周围器官产

生明显对比后，再利用 X线透视，观察该部

位的病变情况。生活中比较常见的 X线造影

检查有胃肠道钡餐造影、胆囊造影、子宫输

卵管造影等。对于食管、胃肠道患有病变的人，

一般需要做胃肠道钡餐造影检查，帮助医生

评估该部位病灶的良性、恶性。

CT 增强检查你了解吗？

很多人都听说过 CT 检查，但却不知道

CT增强检查。增强 CT其实也属于 CT检查，

而“增强”二字主要体现在血管内造影剂注

射量的改变。通常情况下，医生会静脉注射

50～ 150ml 碘佛醇 320，让患者所检查部位

的病灶、器官形态更加清楚。医生建议患者

做 CT增强检查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病灶与周

围组织产生清洗的对比，从而更为准确的评

估病灶性质，便于医生对疾病进行定性诊断。

但是对于甲状腺功能亢进、有造影剂过敏、

怀孕的患者，一般不建议做增强CT。

两项检查的注意事项

对海鲜过敏的人以及糖尿病患者能不能

做增强CT检查呢？

一方面，X线造影、CT增强检查时的一

些造影剂会含碘，而对海鲜过敏的人其对造

影剂产生过敏反应的概率是普通人的 2倍左

右，所以该类患者并非不能做 X线造影、CT

增强检查，而是在检查前期，配合医生提前

做造影剂过敏实验，根据实验结果决定是否

可以做检查。

另一方面，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很多

患者在增强 CT时会可能会出现各种反应，比

如血管渗漏、对比剂肾病等，而这些都与患

者服用二甲双胍药物、肾功能受损有关。因此，

患者需要在检查前的 48小时内，在医生指导

下停用二甲双胍药物。

X线造影检查时患者应该注意些什么？

首先，食管造影检查时，患者一般没有

特别的准备，但是不能在饭后立即做检查，

对于有食管梗阻症状的患者，应该在吃饭后

几小时后检查。其次，胆道造影、胆囊造影

检查时，患者在前一天不能进食大量的高脂

肪食物，尽量将胆囊排空，晚餐后少喝水。

最后，子宫输卵管造影检查的患者，需要在

检查前做碘过敏试验，检查时间最好在月经

干净后的 4~10 天左右。对于生殖道有急性

炎症、怀孕、子宫出血、对造影剂过敏的女性，

不建议做X线造影检查。

CT增强检查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第一，CT增强检查前，患者需要禁食6

小时，检查前 30分钟左右喝 800~1000 毫升

的水。检查前如果患者平时在服用双胍类药物，

需要及时告诉医生，并且在48小时前停用。

检查结束后，患者不能立即离开，在检查室休

息区停留15~30分钟，无不良反应后可以离开。

第二，检查过程中，保持体位不变，配合检

查人员调整呼吸，检查结束后，如果有任何

不适感都应该告知医护人员，随后喝大量的

水，将造影剂排出来。第三，患有支气管哮

喘、肾功能不全、妊娠期妇女应、糖尿病的人，

在检查前需将自己的情况如实告知医生。

总而言之，X线造影、CT增强检查都是

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检查，在平时我们应该主动

了解这些影像学检查时的小常识。必要时可在

检查前，提前咨询医生检查需要注意的问题，

以及检查前的准备工作，这样才能确保检查

的效果，让检查结果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帮助医生准确对疾病进行诊断与治疗。

服药期间的饮食禁忌通常指的是在该

期间的不当行为，对药物吸收和代谢产生不

利影响，甚至是不良反应。在服药期间，食

物与药物之间的关系往往让人们感到困惑：

可不可以用果汁或是牛奶来服药？吃完降血

脂的药物，能不能吃水果？什么药物需要在

饭前服用，什么药又应该在饭后服用呢？哪

些饮食习惯与生活习惯会对药物产生影响？

常见饮食禁忌

服药过程中人们的关注往往是服药的时间

以及剂量，而饮食被忽略，如若未注意服药期间

的饮食禁忌，可能会导致药效降低，严重者甚至

还可能危及生命。最常见的饮食禁忌包括：（1）

生冷、不易消化以及有刺激性的食物。如雪糕、

糍粑、辣椒等。（2）酒。许多药物都会受到酒

的影响，如二甲双胍、格列齐特等降糖药物，服

用过程中饮酒会有降低血糖的风险；降压药与酒

精同时作用会使得血压下降过低。头孢、咪唑类

药物与酒精同时作用会导致患者出现双硫仑样反

应，严重者会危及患者生命健康。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

不可以用果汁或是牛奶来服药

患者日常服药过程中最好选择温开水，

除极个别需要用茶冲服的中成药以外，平时

不建议采用牛奶、果汁以及茶等饮品送服药

物，主要原因在于部分药物的吸收、代谢会

受到饮品的影响，对患者健康产生危害。

如葡萄柚汁用来送服降压药，会使得药

物中的生物利用度与血液浓度大幅度增加，

严重的情况下还会导致患者有生命危险。茶

与咖啡中有茶碱与咖啡因，会导致药效下降，

而牛奶则会影响药物在胃肠里的吸收。对于

缺铁性贫血患者而言，服用铁剂的时候喝牛

奶会导致牛奶中的钙离子与铁剂在十二指肠

吸收过程中发生竞争，导致患者对铁剂的吸

收量有所减少。有很大一部分患者长期服用

铁剂，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主要原因就在

于服药过程中同服牛奶。

吃药期间应避免食用部分水果

部分水果对于药物的影响较大，因此在

服药期间应避免部分水果的食用。牛油果是

近年来逐渐受到广泛欢迎的食物，但值得注

意的是，牛油果中含有酪酸，酪酸具有参与

神经传递的作用。因此如若将牛油果与降压

药或是抗抑郁的药物同服，会引起患者血压

明显上升。香蕉、橘子、桃等水果中富含钾

离子，如若与螺内酯等药物同服，会导致患

者血液中的钾浓度增加，出现心律失常等情

况。柚子、橘子与他汀类药物同服还可能导

致患者出现血药浓度增高，使得药物发生不

良反应的风险提升。如若维 C 含量较高的水

果与降脂药物同时服用，会导致肝脏之中专

门代谢降脂药物的酶的活性有所下降，从而

导致药物的药效增加。

药物饭前饭后服用有讲究

通常来说，饭前服用与饭后服用严谨的

表述应该为空腹服用以及随餐服用。空腹服用

的药物能够更好地将药物中的有效成分吸收，

因为如果有食物在消化腔内，会导致药物与胃

肠粘膜的接触面积以及接触概率降低，胃排空

的时间也更长，使得药物成分的吸收利用率以

及吸收速度减缓。因此理想情况下，所有药物

都应该空腹服用。然而在实际的服药过程中，

仍旧有部分药物需要随餐服用：对肠胃有刺激

性的药物、维生素可在油腻性食物后服用，铁

剂可在餐后30分钟服用，利尿药随餐服用则

能够增加其生物利用度，而抗酸药则可以减少

胃酸的分泌量，减少溃疡面。

高脂肪食物能够有效促进胆汁分泌，不利

于铁的吸收，因而对于服用补铁类药物的患者来

说，脂肪的摄入量应保持适中。此外，在服用降

压药物的过程中，也应保持低脂、低盐，盐的成

分是氯化钠，如果药物中的成分与钠离子产生化

学作用，会导致患者的治疗效果产生影响。

服药期间的饮食禁忌
▲ 成都市新都区中医医院  刘海露

科学认识 X线造影和 CT 增强检查
▲ 新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雷建波

鼻炎是耳鼻喉科的一种常见疾病，随着

内窥镜鼻窦外科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该疾病

的认识越来越全面。鼻窦炎分为急性鼻窦炎

和慢性鼻窦炎，急性鼻窦炎患者大部分继发

于急性鼻炎，而慢性鼻窦炎患者大部分是由

于急性化脓性鼻窦炎长时间复发而且没有被

完全治愈所造成。鼻窦炎还有侵袭性和非侵

袭性之分，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

质量。

鼻窦炎的危害

第一，鼻窦炎会使患者伴有强烈的头痛

和恶心症状，特别是急性鼻窦炎患者，同时，

鼻窦炎的发作还会导致患者出现鼻塞、流鼻

涕和嗅觉异常等症状。第二，如果鼻窦炎患

者是儿童，特别是慢性鼻窦炎患儿，不仅会

使患儿出现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头痛和头

晕等症状，还会影响患儿的睡眠、学习和正

常社交。第三，鼻窦炎会危害鼻腔的健康，

由于鼻腔、口腔、咽喉、整个呼吸道和消化

道都是相通的，如果鼻窦炎的分泌物向下流

动，而且长时间没有进行有效控制和治疗，

就很容易导致病变，引起一系列并发症。第

四，鼻窦炎还有可能会导致骨髓炎的发生，

比如额骨骨髓炎，严重影响人们的生命健康，

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大治疗难度。

鼻窦炎的病因

鼻腔和周围的器官疾病  急性和慢性鼻

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腔异物和鼻腔

恶性肿瘤都有可能会阻塞鼻腔，干扰鼻窦的

通气和引流而导致鼻窦炎的发生。除此之外，

周围器官的感染，比如扁桃体炎、腺样体肥

大等部位发生感染也都会诱发上颌窦炎症。

全身因素  全身因素主要是指由于身体的

免疫力下降造成，例如劳累过度、寒气和湿

气入侵、营养不良、生活和工作环境不洁等。

同时贫血、糖尿病、甲状腺、脑垂体、性腺

功能低下、麻疹、猩红热和白喉等疾病也会

导致鼻窦炎的发生。

感染因素  根据相关报道，葡萄球菌、1

一溶血性链球菌和肺炎双球菌等需氧菌、以

及拟杆菌类和消化链球菌类等厌氧菌都有可

能发生病变而引发鼻窦炎。除此之外，还有

相关学者发现生物膜也是导致慢性持续性感

染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慢性鼻窦炎患者的鼻

内镜手术标本进行了扫描电镜观察，发现其

粘膜表面都有细菌生物膜。

解剖因素  现阶段，随着鼻腔鼻窦镜技术

的普及，人们对鼻腔，尤其是鼻腔外侧壁的

应用解剖有了更全面地了解。有相关医学者

认为窦口鼻道复合体阻塞也会引发鼻窦炎，

主要是由于窦口鼻道复合体的阻塞会降低窦

腔的Pa02 和粘膜血流，提高PaCO2，从而产生

大量的毒力较弱的细菌，并侵袭粘膜及其下

层，最终引发炎症。如果不能及时控制炎症，

就会造成结缔组织增生和鳞状上皮化生，最

终产生恶性循环。

免疫功能紊乱  第一，免疫缺陷。虽然

大部分鼻窦炎患者体质较好，免疫力并不低，

然而如果鼻窦炎反复发作，一年之内超过 3

次，经过合理的药物治疗后并没有明显效果，

或者停止用药后或者手术后的一个月以内就

复发，就需要检查患者是否存在免疫缺陷。

第二，Ⅰ型反应。Ⅰ型反应能够引起粘

膜水肿和鼻息肉的发生，导致窦口鼻道复合

体阻塞，降低纤毛清除效果，从而引发鼻窦

炎。所以，在慢性鼻窦炎治疗过程中，如果

没有治疗一些患者的过敏体质，很容易使

治疗不彻底，从而增加鼻窦炎的复发概率。

第三，Ⅱ型过敏。慢性上颌窦炎患者的

粘膜中含有许多免疫复合物和补体 C2，在

酶激活该物质后，炎症细胞的浸润会阻碍纤

毛的清洁作用，导致窦腔粘膜被损坏、分泌

物无法排出，所以，在治疗过程中需要注重

对患者的免疫系统进行调节，并使用适量的

激素增强治疗效果。

鼻窦炎的发病与患者的全身、感染、解剖、

免疫功能紊乱、鼻腔和周围的器官疾病息息

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