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

THE POPULAR SCIENCE EDITION

 扫一扫 关注解码科普

本版责编：刘则伯

美编：蔡云龙

电话：010-58302828-6674

E-mail:ysbzhangyuhui@163.com
科普专刊 传播医学知识  公益服务医师

孕妇在怀孕期间，身体会发生很多的

变化，因此要注意自身的营养平衡摄入。孕

妇不仅应该补充维持胎儿生长发育的蛋白

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其它营养物以外，

还要注意预防胎儿生长缺陷的各种维生素，

以及有利于胎儿生长发育的各种微量元素。

因此需要准妈妈在孕期需要进行合理科学

的补充营养物，接下来就让我们了解一下，

在孕期需要补充的六大营养是什么？

孕妇在怀孕期间要特别注意饮食方面，

因为孕妇所吃的食物会通过脐带血被孩子

吸收。随着宝宝的不断生长发育，宝宝所需

要的营养物质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因

此孕妇在怀孕期间应该保证充足营养物质

的摄入，这样有利于促进孩子的健康生长发

育。孕妇在怀孕期间，应该补充适当的叶酸

和 DHA，因为叶酸和 DHA 对孩子的大脑、骨

骼等生长发育有益处。除此之外，还要补充

钙物质和铁元素，以及其他的营养物质等。

叶酸  在怀孕前三个月，叶酸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如果孕妇缺乏叶酸，会

导致贫血，眩晕以及情绪低落的状况发生；

如果孕妇没有及时的摄取叶酸，则会影响宝

宝的生长以及神经系统的发育，严重时会出

现神经管的畸形，甚至会出现早产现象。

DHA  在怀孕期间应当对其补充 DHA。

尤其是在怀孕的中期，胎儿的生长速度会

加快，大脑、骨骼等身体器官都进入了发

育的黄金阶段。这时就需要多提供营养物

质，及时补充宝宝生长发育的需求。

钙  人体骨骼和牙齿的生长与维持都与

钙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牛奶、奶酪、酸奶、

坚果、带骨的鱼罐头、绿色蔬菜等食物中均

含有钙。因此孕妇可以多食用这些食品，确

保在孕期每天摄入钙的含量至少 800 mg。

钙的补充有利于宝宝骨骼的健康成长，

也能更好的预防孕妇在妊娠期产生高血压

疾病。有相关研究表明，孕期钙的摄入对

母体肠道乳酸菌属的生长也有很大的帮助。

维生素 D  影响宝宝骨骼发育的一种

重要的营养物质是维生素 D，维生素 D 可以

通过小肠对钙和磷的吸收来调节体内血钙

的水平。若孕妇缺少维生素 D 的摄入，就

会对胎儿的生长和骨骼的形成产生影响。

缺少维生素 D 的摄入容易使胎儿患“儿童

佝偻病”，而佝偻病是以骨骼为特征的慢性、

营养性以及全身性的疾病，严重的可导致

胎儿的肢体出现畸形。孕妇可以通过食物

来增加维生素 D 的摄入，也可以通过晒太

阳来进行补充。

B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可以帮助孕妇

消化吸收各种食物的营养物质，减少出现妊

娠反应。B 族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B1，维生

素B2，维生素B6，维生素B12，烟酸，泛酸，

叶酸等。维生素 B6 可以减少孕妇在孕期出

现呕吐现象，维生素 B2 对胎儿的生长发育

有促进作用，使胎儿的眼睛发育健康以及皮

肤状态良好。当然，过量的话也会造成不良

的影响，因此对维生素的摄入要咨询相关专

业人员，不可盲目进行加量食用。

微量元素  一些微量元素对孕妇的健

康有帮助，例如氟，铬，锰，钼等微量元素。

但这些微量元素摄入过多会导致重金属中

毒。因此在怀孕期间应当咨询相关人员对

微量元素的摄入进行严格的把控。

孕妇的注意事项

多注意休息  在怀孕期间，尤其是孕

早期，孕妇应该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确

保孩子的生长发育能够在良好的情况下进

行。若在怀孕早期出现运动量过大，会对

孩子后期的生长发育造成伤害和威胁。

适当运动  怀孕中期后，孕妇应进行适

当运动，如每天饭后散步，在家做一些孕期

瑜伽动作之类的活动。这样就会在生产时更

加容易，并且也能使胎儿的体质得到增强。

住院药房是一个集管理、技术、服务等

于一体的综合性科室。它是药品调配的主体，

主要服务于病区及住院患者，日常工作包括住

院患者的口服药单剂量调配及病区注射剂的汇

总调配，毒麻药品调配，出院带药调配以及病

区的退药、借还药等工作。药房的服务质量和

整个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社会效益有着直接

的关系，对百姓生命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

管理存在的问题

储存不当  每种药品都有自己适宜的储

存环境的要求。药房管理人员需根据药品的

储存要求进行储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会出

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药房内温度或者湿度

没有达到标准；需阴凉处存放的药品放在了

常温库；需避光储存的药品没有放于避光处；

需冷藏的药品没有及时放入冷藏柜等。

摆放不当  一品多规的药物以及“听似”

或“看似”的药物未分开摆放，未根据“左进右出”

的原则摆放新入库的药品，未及时给近效期药

品粘贴“近效期标识”、未集中摆放高危药品

或者没有粘贴“高危药品”标识等，这些都为

日常的药学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拆零药品管理  拆零药品易发生污染、

氧化、吸潮、变色、结块等问题，实际工作

中拆零药品的管理往往得不到重视，不同批

次不同拆零时间的药品随意混淆发放，对药

品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都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退药  退药是住院药房日常工作的一部

分，一般情况下在接收临床科室退还药时，

药房仅检查品种数量、批号、效期、外观

有无变化、有无破损等，无法检查药品在

临床科室时是否按要求存放，导致药品在

后续使用中具有潜在的风险。

信息化建设落后  住院药房要实行信息

化管理，这是新时期提高药房管理服务质

量的关键措施。利用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

实现住院药房管理的信息化，可以提高住

院药房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妥善解决

药房工作中存在的弊端问题，助推医院的

现代化改革，进一步提升药学服务水平。

地位和专业素质有待提升

在绝大多数患者眼中，药师会做的事

情就是照方拿药。在医院里，药师队伍地

位也一直不高，他们的专业形象远不及一

线的临床医生。除了处方审核、医嘱审核，

药师很难参与到药物的临床评价、药物不

良反应信息的收集与反馈、患者药历的建

立与分析等技术含量更高的工作中去。

药房药师的专业素质也有待提高。药师

知识结构差异化严重，临床医学知识以及药

物治疗知识普遍欠缺。药学人员通常忙于药

品调配的日常工作，很少有时间加强业务学

习，外出进修的机会更是比临床医生少很多，

药师队伍的专业能力建设急待提高。

提升管理质量的措施

完善规章制度  实现精细化管理  对药

品的采购，药品的质量，药品的标准以及

药房管理的评估，都要有相关的规章制定，

以实现住院药房精细化的管理。

严格规范退药流程  退回的药品要保证包

装完好，并在规定时间内进行退药，药房接收退

药要确保检查到最小包装单位，确保药品质量安全。

加强业务学习  提高药师专业素质 对

于住院药房的药学服务人员而言，在进行

药学服务的过程中要学习与医、护、患沟

通的技巧，加强与医护人员的交流合作，

建立医、药、护三位一体的服务模式。

积极提高药房信息化建设  住院药房

的药品调配以构建信息化的药品供应保障

体系、确保药品安全合理使用为主要方向。

要不断加大信息化建设的力度和步伐，逐

步形成“理念现在化、设备自动化、管理

信息化、人员专业化”的药品保障模式。

住院药房药学服务质量研究
▲ 镇平县中医院  郭淼

 孕期六大必须营养
▲ 虞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郭彩虹

2022 年 8 月 4日

“民以食为天”，食物关系到人民的生

活质量，而空气中无处不在的微生物接触到

食物表面后，在适当的条件下，这些微生物

大量繁殖，就会导致食物的腐败和变质，而

在很多时候，消费者并不能通过外观，肉眼

判断食品是否有变质或是否符合食用标准，

需要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监管。监管部

门需要直接取样，运送到实验室检验，其中

一项专门的检验就是微生物检验。

无菌操作

无菌操作包括了实验前的试验台、实验

所需器具、操作人员的消毒灭菌处理，也包

括了实验操作时的无菌操作，以及试验后的

废弃物的一干处理操作。

器具灭菌  微生物检测过程中所使用的

培养皿、试管、接种环、涂布器等物品必须要

经过灭菌处理后才能使用。需使用高压蒸汽灭

菌法和干热法对玻璃制品、陶瓷制品、金属制

品等进行灭菌。高压蒸汽灭菌法则需使用报纸

或牛皮纸将器皿包裹平整，灭菌时调整好数值，

直到程序运行结束，打开高压蒸汽灭菌锅，戴

上无菌手套取出器具。无菌间内要经常使用浓

度为2%～ 3%的煤酚皂溶液进行消毒。

无菌操作  在操作前必须身着已消毒的

工作服，佩戴口罩不言语。将需要接种和培

养的细菌或是样品送进操作台时操作窗口不

能开口过大，足够通过器材和物品即可。在

开始操作之前要使用酒精棉球擦拭手，使用

的酒精浓度为 75%。接种用的吸管、接种环、

涂布器都需要灼烧灭菌以后再使用，且每次

使用完，离开培养皿后就需要灭菌，根据操

作的目的不同又有不同的操作规定。实验过

程所有水源均为无菌水，例如固体检测物需

用无菌水清洗表面，收集其清洗液进行培养。 

采样规范

采样必须保证样品不受其他微生物的污

染，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采样前应对食

品的种类进行分类，为即食还是需要二次加

工后食用的食品，并对周围的导致食物受污

染的原因进行简单的分析，采样要采集的是

有变质或不符合使用标准的食物，以及周围

一些看起来正常但有可能导致污染的物品，

不单单是某个食品。采集所用器具也应当是

经过实验室清洗、消毒和灭菌的，包括剪刀、

药匙、镊子、密封袋等。采样后要注意保护

样品，需要远距离运送的新鲜果蔬，需要将

其放入冷藏箱中冷藏。收集到样品后立即写

好标签并分类贴上，标签上要包括采样时间、

采样地点、采样编号、检验项目或单位等。

检验时间要快，减量在3小时之内完成检验。

检验和记录

收到检验样品后，立即从样品的物理形

态、化学性质、检验目的等方面分类处理。

有的食品表面已经有菌落和菌丝形成，可根

据菌落的表面光滑程度、运动能力、颜色、

大小等对细菌进行判断，也可经该菌落挑起

接种到培养基上，分析总共受到污染的细菌

有几种，并观察细菌的作用。分类和观察后

可根据细菌的生长需求配制合适的培养基。

检测的每一过程都要实际记录，每一批培养

物都要编号，以防试验后期结果混乱不清。

记录细菌生长的时间、周期、各项特征等，

便于以后的观察和处理。可根据检验中的记

录产生检验结果，并分析得出食品受到污染

的可能原因。

废弃物处理

检验过程伴随着不断地废弃物产生，而

废弃物多受到细菌污染，可能是环境中的细

菌，也有可能是来源于样品上的细菌，故废

弃物不能随意丢弃，必须先灭菌再丢弃。培

养物需经过高压蒸汽灭菌锅 120℃，半小时

的环境后才能放入专门的垃圾箱，染菌后的

溶液也需经过同样条件后再倒入下水道，而

打碎的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继续使用的器具

需用浓度为 5% 的煤酚皂溶液浸泡 5h 后才能

丢弃。不使用的试验台要再次打开紫外灭菌

灯光半小时后才可离开，检验时工作人员穿

着的衣物必须经过灭菌后才能清洗，口罩和

橡胶手套使用完请消毒后直接丢弃于专用的

垃圾袋中。

食品卫生微生物检验的实验室操作要求
▲ 成都市双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滕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