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敏性鼻炎日常护理
▲ 新乡市中心医院   赵婕

甲状腺是身体内最大的内分泌腺体，

主要功能为合成、分泌甲状腺素。其常

见病变分为甲状腺结节、甲亢、甲状腺

癌等，好发于 30 ～ 50 岁人群。该疾病

属于一种高发性病变，早期明确甲状腺

有关知识，可及早采取针对性治疗方案，

使预后良好。

甲状腺内部结构

甲状腺主要由腺泡构成，对碘元素

汇聚力强，碘含量约为 90%。且甲状腺

能分泌甲状腺激素，提升人体组织的耗

氧量，还能推动人体生长，促进骨骼、

生殖器官、大脑的发育，对人体成长具

有重要意义。

甲状腺疾病诊断

患者机体产生甲状腺病变时，会出

现对应症状。当患者颈部肿块对称时，

多是由甲状腺弥漫性病变引发；当肿块

不对称时，多是由甲状腺结节引发。

医生常通过触诊判断甲状腺病变状

况，但甲状腺病变具有多种类型，需进

一步检查才能确定具体病变性质，临床

多使用抽血化验、超声波、放射性核素

检查、甲状腺穿刺、细胞学检查等方式

准确判断甲状腺疾病。

此外，当机体出现畏冷、体重上升、

浮肿、食欲减退等症状时，患者需及时

赶往医院检查甲状腺功能是否发生减退；

当患者颈部出现发热及疼痛，在甲状腺

部位触摸肿块时，应考虑是否存在急性

甲状腺炎。因此，及早入院检查，准确

判断病变性质，及时就诊，是提高患者

治愈率的关键。

常见甲状腺疾病症状

甲状腺会影响新陈代谢，当其出现病

变时，会危害身体健康。常规病变为甲减、

甲亢、甲状腺结节等。甲减早期症状不明确，

具有较高隐匿性，极易被忽视，患者会出

现不孕、疲劳、情绪低下等全身反应。甲

亢患者会伴有脖子增粗、消瘦、失眠等症状。

甲状腺结节可分为良性和恶性，良性结节

为甲状腺肿或甲状腺瘤，恶性结节为甲状

腺癌。

甲状腺疾病的治疗

甲状腺肿仅使用补充甲状腺素制剂实

施治疗，使用该药物后甲状腺肿大会逐渐

消退，临床常应用的甲状腺制剂为：甲状

腺素片、左甲状腺素钠片。

甲状腺结节需利用手术进行治疗，将

结节切除，结节为 良性且不超过 2cm 时，

不需实施手术，仅使用药物控制，并定时

实施 B 超诊断，控制结节持续增大；如结

节为恶性且超过 2cm，对神经造成压迫时，

需实施手术治疗。

甲亢治疗过程中，需保证患者休息时

间充分，热量补充足够，营养全面。常规

治疗方案包含三种，一为药物治疗，使用

抗甲状腺药物进行治疗，包含：MMI、PTU

等药物；二为碘 131 治疗，该方案适用于成

人甲亢并伴有Ⅱ度以上甲状腺肿大，甲亢

患者会逐渐转变成甲减，患者出现甲减时

可选用甲状腺素制剂，维持甲状腺正常功

能；三为手术治疗，使用手术治疗者多为

中重度甲亢，患者长时间服药效果不理想，

停药则会复发甲亢疾病，则使用手术治疗。

动态心电图（又叫长程心电图）是

通过动态心电图仪在患者日常生活状态

下连续 24 小时或更长时间记录其心电活

动的全过程，并借助计算机进行分析处

理，以发现在常规体表心电图检查时不

易发现的心律失常和心肌缺血等，为临

床诊断、治疗及判断疗效提供重要的客

观依据。

心房颤动也被大众叫做房颤，发生

这类病的民众会有心律失常，发生率也

会高于普通疾病，常发生在多种器质性

心血管疾病内，其发病率伴随年龄增加

而增高。房颤的发生因素主要有高血压、

冠心病、瓣膜病及心肌病等合并疾病，

或者受患者过量饮酒、电解质代谢障碍

及严重感染等有关。

房颤后患者临床表现有心悸、心跳

紊乱或加快、体力疲乏、劳累等，尽管

部分患者可能没有显著的临床表现，但

危害却依旧存在，会增加患者血栓及栓

塞，最终导致患者致残或致死，严重影

响患者生活质量。其实房颤的发生类型

很多，尤其是阵发的、短程的患者，他

们的疾病检出率更加困难，一般的心电

图不能满足患者需求那么动态心电图相

较于普通心电图有哪些优势？

房颤作为心律失常的一种，房室在

正常传导时，会产生不规则的心室反应，

存在不规律且快速的心室率。房颤患者

心室率普遍过快，通过动态心电图能监

测到房颤。长时间的心电图检查能持续

不断对患者检测，对阵发或者短程的心

脏跳动变化也能显示，会展示出患者室

性心动过速状况，给临床诊治提供依据，

规避了 24h 心电图检查的误诊漏诊率。

72 小时动态心电图规避了常规心电图检

查的缺陷，不单单可以在早晨检查，在

一天当中的其他时段也能检测心脏变化。

同时，72h 动态心电图检查更能发

现许多不明原因的病情，如肺栓、脑梗

及下肢动脉栓塞的患者，发现发病原因。

诊断效果好  动态心电图会诊断不

同程度的心律变化，也可收集到普通的

检测不能看出的心电信息，特别是在睡

眠内出现的恶性心律失常。临床可将心

律失常患者疾病发生早期显露的收缩发

生时长当做参考，能在患者活动时，出

现心跳加速时，心脏产生强烈收缩，也

暗示着患者有心脏发生的可能性。

通过 72 小时动态心电图能有效察觉

阵发性房颤的诱因，临床认为是授予短

联律间期伴随房性期前收缩状况。阵发

性房颤出现的另一原因为交感神经增高。

临床通过 72 小时动态心电图定期对患者

评估，其实是可以提高心律失常的判断

程度的，能有效开展治疗，避免患者存

在猝死。

检查缓慢性心律失常  通过连续的

动态心电图检测能有效检出慢性心律失

常的主要表现形式与是否存在窦房结功

能缺陷。采用 72 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测，

能帮助选择抗心律失常药物、调节药物

剂量或思索其他治疗方式。

有效检测心肌缺血  心肌梗死或者

无症状心肌缺血患者应用 72 小时动态心

电图检测存在无可替代的临床价值。通

过对患者心电 ST~T 改变和时间同步活

动分析，可帮助评估患者心肌缺血类型

及选择药物。同时，72 小时动态心电图

可以对心肌及心律问题有效评估，是能

够合理诊断出患者心脏心电状况的，利

于临床及早采取措施干预。

患者佩戴动态心电图检测仪后，能

正常进行日常活动，散步、上班或家务

活等。但需要避免剧烈的体育活的呢，

避免触碰到强烈的磁场或电场，预防心

电图波形失真，受到过多干扰而不利于

临床诊断。在使用 72 小时动态心电图记

录过程内应该统计好当日的状况，在各

个时间段都要记录心电活动及对应的征

兆，帮助分析动态心电图变化。另外，

我们知道动态心电图结果会受到患者的

体位、睡眠及活动等多种因素的变化影

响，由此针对动态心电图检测出的结果，

我们还需结合患者病史、临床症状及其

他资料采取综合判断。

带你认识甲状腺
▲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范亚娟

动态心电图检查的必要性
▲ 河南省济源市第二人民医院  申延春

过敏性鼻炎是一种常见病，是由于吸

入花粉或灰尘等引起过敏的物质后会出现

系列症状，如打喷嚏、流鼻涕、咳嗽、瘙

痒（主要是眼睛、鼻子、嘴巴、喉咙和皮肤）、

头痛等不适，过敏性鼻炎是由于某类人群

患有过敏症，当接触过敏原后，其身体就

会释放某些化学物质，比如组胺，它会导

致身体对过敏原产生一系列防御反应，进

而出现过敏症状。

过敏性鼻炎通常可持续数周，比感冒

或流感的持续时间还要长，一般不会引起

发烧，与感冒或流感引起的黏稠鼻腔分泌

物相比，过敏性鼻炎的鼻涕会更加稀薄、

清澈，大多呈水样，患者可能会伴有严重

的喷嚏发作。

一旦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已经对日常生

活造成了影响，建议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医

生根据患者的病史情况和症状特点，会进行

针对性的过敏原测试，通常首选皮肤测试，

这是一种识别过敏原最简单、最敏感且最便

宜的方法，会将少量可疑过敏原涂抹在患者

的皮肤上，并观察记录患者的皮肤对每种过

敏原的反应方式。如果需要进一步测试，则

可能会进行血液检查、鼻涂片检查等，以充

分诊断患者的病情。

完全避免所有触发过敏性鼻炎的因素

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内容

来尽量避免其发生，做好日常调护：

避免触发因素  鼓励对可能含有灰尘或

花粉的房屋、家具和设备进行定期清洁，

保持窗户关闭，尤其是高花粉季节，使用

防尘防螨的床上用品和床垫，并定期在 60

度以上温度下清洗被褥，使用带有 HEPA 过

滤器的真空吸尘器，保持家中干燥和通风

良好。触摸宠物后要洗手，不要让宠物进

入卧室，至少每 2 周洗一次宠物，并定期

在室外梳理他们的毛发，在户外可佩戴眼

镜以保护眼睛，睡前淋浴以洗去头发上和

皮肤上的过敏原。

鼓励药物依从性  严格按照医生的指示

进行药物治疗，医生可能会开抗组胺药物（通

常需要处方购买，有助于减少过敏引起的打

喷嚏和流鼻涕等症状）、鼻内减充血剂（如

去甲肾上腺素等，非处方用药，通常是喷鼻

剂，建议使用时间不要超过三天）、鼻内皮

质类固醇药物（有助于缓解鼻内肿胀，主要

用于慢性症状的患者）等，上述药物需要根

据症状、年龄和整体健康情况选择。

冲洗鼻腔  可以使用生理盐水喷雾或溶

液定期冲洗鼻腔内部，通常可以让鼻子感觉

更舒适。

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可能会影响患者的

日常生活，尤其是躺下时，鼻腔症状可能会

更严重，这会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此外，

疲劳和头痛也会影响日常学习和工作。因此，

需要及时控制和预防过敏性鼻炎。此外，我

们还需要知道，哮喘、湿疹和过敏性鼻炎之

间也存在联系，维持良好的哮喘或湿疹控制

对有效控制过敏性鼻炎也是十分重要的。有

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能够帮助过敏性鼻炎患

者控制症状，一旦患者自觉症状恶化或难以

控制，建议及时前往医院就诊，以重新制定

正确的计划来控制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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