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化内镜检查的种类
▲ 信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刘莹莹

纤维支气管镜由于其安全可靠、创伤

小，在肺部疾病的诊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

令许多肺部疾病的病因得以确定，同时许多

肺部疾病也得到了相应治疗。然而，这是一

种有创的检查，需要对操作者和陪护人员有

严格要求，可防止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同时

增加检查的准确率。因此，需要做好手术前

准备和手术后护理。

光纤支气管镜是一种光学导管，能把

图像从一头传送到另外一头。它的镜体细，

弯曲，视野广，能直接看到气管。同时还能

直接吸痰，钳夹咬取活检，使用毛刷进行细

胞学检测。受检者没有那么多的疼痛，是当

前早期诊断肺癌的一种主要方法。

术前准备

对患者进行健康指导  在检查之前，对

病人进行 4~6 h 禁食，其主要目的是降低

气管插管时对患者的喉咙造成的不适和呕

吐，避免呕吐液吸入呼吸道造成意外。引导

患者进行适当的缩唇式呼吸，就是让患者用

鼻子呼吸，再通过嘴唇微张，缓慢地吐出一

口空气。患者需要进行膈腹肌式呼吸练习。

做深呼吸，然后把胸廓往上提，保持呼吸

2~3 s，然后用嘴巴将空气缓缓吐出，呼出

的时候要比吸入的时候更多。

局部麻醉的使用  使用利多卡因进行面

罩或嘴内注射 30 min 的超声波喷雾，当使

用面罩进行雾化吸入时，引导患者进行缩

唇式呼吸法呼吸，用鼻孔吸气，用嘴呼气；

在使用口含法进行超声波喷雾时，引导患者

进行膈腹肌式呼吸法呼吸，用嘴吸气，通过

鼻孔呼气。在喷雾吸入过程中，雾化吸入时

的雾量中等是最好的。当进行雾化吸入时，

还要使用利多卡因经患者的鼻腔进行喷雾

给药。在喷雾给药时，要求患者在喷洒完后

立即进行吸入，保证局麻可以快速、高效地

达到喉咙，使喷雾发挥药效。为了防止病人

在进行雾化吸入的时候出现缺氧，应将 30 

min 的喷雾吸入的时间分为三个步骤，也就

是说，喷雾化吸入 8 min，每侧鼻腔喷雾给

药 3-4 次，然后等待两分钟。三次循环即

可达到预期的麻醉效果。

在整个雾化及喷雾给药期间，要密切

注意患者是否出现头晕、胸闷、恶心、呕

吐等情况。当患者的喉咙感觉有麻木感的时

候，可以进行气管插管。

术后注意事项

完成了一次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后，应

做好患者的护理记录，仔细观察 30 min，

如果没有特别的不舒服，可以帮助患者回到

房间，或者由家人护送。同时，如果患者有

任何不舒服的症状，请立即就医。检查手术

后 2~3 h 内不能吃东西，由于患者在咽下

麻醉后的吞咽反应会变差，容易引起呼吸道

的异物吸入，同时，在检查后的第一次吃饭

时，要注意不要吃太多的食物，尤其是尽量

避免辛辣刺激的食物。

做完手术后，要仔细观察患者的情况，

呼吸频率，节奏，嘴唇的色泽，能及时地检

查出所有的并发症，这样才能得到迅速地解

决。引导患者尽量少讲话多休息，一个星期

之内，不能进行剧烈运动，不要剧烈地咳嗽

和吐沫，以免造成肺内大出血，同时告知患

者在手术后会有鼻腔和咽部的不适、疼痛、

声嘶、头晕、吞咽困难等症状，经过一定的

时间可以慢慢地恢复。

肺部活检术后有少量的咯血是很常见

的，症状是痰中带血或少量的血痰，这是因

为检查中支气管黏膜擦伤，通常这类病例无

需特别治疗，1~3 d 后会自动恢复，如果

是严重的大咯血，应该马上向医生说明，及

时抢救治疗，并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

总之，纤支镜是需要患者积极配合检

查的一个项目，患者配合的好坏，决定医生

是否能够成功地插入和完成检查。因此，在

整个检查期间，要对患者进行全面而细致的

引导，把患者的积极性发挥出来，这样可以

让他们更加主动地配合医生完成检查。

核磁共振成像在临床上很普遍，是一

种常见的影像学检查方法。有部分人会觉

得可怕，可能是由于在检查过程中，机器

会发出很大的噪音，检查时间也偏长。其

实大家不必感到害怕，相反核磁共振成像

因为没有辐射，对人体健康反而不会产生

任何的影响，而且检测能够涵盖人体的大

部分器官，可用于全身检查和各类慢性病

的预防。它的使用频率也很高，因为它有

很多的优点。

核磁共振成像的概况

核磁共振的原理主要是由于静磁场

中某个原子核受到相应频率的电磁辐射

后，在磁能级间发生共振跃迁现象。一直

被广泛地应用于许多科学领域，成为了物

理、化学、生物和医学研究中一项重要

的实验技术。目前，核磁共振的使用主

要在两个方面，核磁共振波普和核磁共

振成像。

核磁共振波谱可以用来测定物质的

化学成分和分子结构，目前可以延伸至

地质勘探领域，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接触不

到，此处就不详细介绍。

核磁共振成像比较常见，其主要的原

理就是将氢原子核在磁场中产生的信号，

经由计算机处理成像，能够精确地重建

出物质内部的三维立体结构和运动情况，

简单来说，就是使我们可以通过对物体外

部的拍摄就能观察到内部的构造和变化

情况。在医学上主要用于核磁共振成像检

查，是影像检查的一种常见方式，这就是

我们口中常说的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成像优势

现实生活中的病症有很多，而且其中

有许多都还是在无法单纯靠肉眼检查的

部位，比如内脏、肌肉、大脑等，这时候

就要使用仪器的帮助，核磁共振成像作为

其中一个重要的辅助检查，能够使医生更

快、更安全、更准确的诊断疾病，以下罗

列出它的几点优势：

核磁共振成像更清晰，无需造影剂

便可清楚的观察到人体的细微结构，比如

血管和神经。通过外加磁场来扫查人体，

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是一种安全无创的

检查；核磁共振成像具有多方位、多参数、

多序列的特点，获得的信息更为丰富；核

磁共振成像是影像学检查中唯一可以对

代谢功能以及生物化学的方面进行研究

的检查。核磁共振成像可以进行波谱分

析，也是影像学检查中唯一一个没有任何

辐射的检查。

当然，事物总有其两面性，核磁共

振成像也是有着缺点的：核磁共振成像

并不适用于任何病症，有其局限性，比如

胃肠道疾病，就不如胃镜检查的更清晰；

核磁共振的设备在工作时会产生很大的

噪音，可能会使人感到不舒服；通常核磁

共振室的空间都很小，可能会让人感到封

闭和压抑；核磁共振成像速度慢，扫描

时间比较长。不能佩戴任何的金属物品，

且价格比较高。

核磁共振成像的注意事项

核磁共振成像虽然更为安全，但并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的，有以下情况的

不能做核磁共振：安装心脏起搏器的人；

眼球内部有或者疑有金属异物的人；体内

存留或者装有金属假肢的人；有生命危险

的重症病人；患有幽闭恐惧症的人；怀孕

不到 3 个月的孕妇，最好也不要做。

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的护理要点
▲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苏嘉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陈勐

了解核磁共振成像  不再谈“核”色变
▲ 西华县人民医院   吴磊

消化道内镜检查技术是消化学科近二十

年以来发展最快的领域，开辟了消化系统疾

病诊治的新纪元。应用消化内镜检查可以直

接观察到消化腔内的各类病变，并且可以取

活组织做病理检查。

然而，很多患者的潜意识里都认为消化

内镜检查就只有胃肠镜检查，其实这种观点

是不对的，消化道内镜的检查种类还有很多。

本文为大家科普消化内镜检查的知识，

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消除大家心中的疑问。

胃镜检查

普通胃镜 检查过程中患者意识清楚，

能感觉到检查的全过程，会有恶心、呕吐等

不适症状。心肺功能正常、耐受力较好的患

者，通常可使用普通胃镜，术前会给予局麻

药物，减少患者恶心、呕吐反应。

无痛胃镜 对于难以耐受检查的患者，

无痛胃镜通常是首选方法，术前需要进行全

身的麻醉，患者在检查过程中一般没有痛苦

的感觉。

肠镜检查

肠镜广义上分为小肠镜、结肠镜、乙状

结肠镜、直肠镜等，顾名思义是肠镜的检查

部位有所不同。

胶囊内镜检查

这是一种无创检查方法，是作为胃肠道

疾病，尤其是小肠疾病的首选诊断方法。在

检查过程当中，患者需要口服带有内置摄像

头和信号传输装置的胶囊，并将图像传输到

患者携带的图像记录器进行记录。

超声内镜检查

超声内镜检查是一种将内镜技术与超声

技术相结合的一种检查方法，不仅可以直接观

察胃黏膜，还可以获得胃壁各层次的组织学特

征，以及肝胆胰、结肠等邻近组织或器官病变。

超声内镜目前在临床上可用于确定消化

道黏膜下肿瘤的起源与性质、判断消化系肿

瘤的侵犯深度、诊断肝胆胰系统肿瘤或炎症

性病变、结肠及纵隔病变等，必要时还可对

可疑部位取活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查。

此外，超声内镜检查还可以进行胃肠道

止血、切除病变组织等治疗。

十二指肠检查

十二指肠检查一般包括消化道钡餐、胃

镜检查、十二指肠镜、ERCP（经内镜逆行胰

胆管造影）检查。十二指肠检查不舒服的患

者，要注意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

日常避免刺激性，油腻等的食物，忌浓茶、

咖啡、巧克力、烟酒等。同时，应积极就诊，

配合医生进行相关检查和治疗。

逆行胰胆管造影

这是诊断患者胆道和胰腺疾病的重要手

段。并且还能对十二指肠乳头肿瘤进行直接

观察并活检。

以上就是关于消化内镜检查的科普知

识，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消化内镜对消化

道早期肿瘤及胆管、胰腺疾病的诊断具有重

要作用，可经附带激光共聚焦装置可获取消

化道黏膜的显微结构而直接观察黏膜的病理

变化，经附带超声扫查探头可诊断消化道管

壁病变大小、组织来源、侵犯深度。同时，

借助 X 线造影可获得胆管、胰管的放射影像

以诊断胆道、胰腺疾病。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哪种检查，一定

要保持放松的状态，严格遵医嘱来确定进食

的时间，饮食要禁辛辣刺激性的食品，如辣

椒、大蒜等，以免加重胃黏膜的刺激。检查

后要有家属陪同在身旁，避免开车等危险性

活动。

同时，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及时去医院进

行有必要的复查，可以及时了解疾病的最新

进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把每次的

检查当成一种负担，要有耐心，积极配合好

医生，才会有更好的恢复效果。

此外，有些患者可能会因为检查问题出

现焦虑、烦躁等情况，家属应给予必要的安

慰，消除患者不良的情绪，帮助患者降低精

神压力，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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