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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手记

请关爱
您的“饭袋子”

●厦门市中医院消化内科主治
医师 曹健

张妹妹不是我接诊的第一个因
爱吃辣而加重胃/十二指肠溃疡的年
轻患者。每个月，我都能碰到五六例
因吃辣或重口味食物加重溃疡或导
致急性消化道出血的患者，大多是年
轻患者。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是因为
他们不爱惜自己的消化道。

以胃为例。胃是一个特殊器
官。你可以把胃想象成一个袋子，这
个袋子每天要装各种各样杂七杂八
的东西。如果直接装进去，袋子可能
过不了多久就会破一个洞。为了让
袋子延长使用寿命，它给自己套上了
一层“内衣”，也就是胃粘膜，这样一
来在接触酸甜苦辣时就没那么容易
受伤。有了胃粘膜的保护，平时胃酸
的PH值在0.9-1.5时，胃在消化食物
时就不易被胃液损伤。但是粘膜再强
大，也有扛不住的时候，例如服用高浓
度酒精、大剂量阿司匹林，或感染幽门
螺杆菌，经常挨饿，食用辣椒这类重口
味的刺激性食物等，都会打破PH值平
衡，让粘膜百孔千疮，从而出现粘膜炎
症、糜烂、溃疡、萎缩甚至穿孔的发
生。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爱吃火锅、
撸串，越辣越欢。这类食物都是油盐
多、温度高，对消化道的刺激性不小，
一旦造成溃疡，不容小觑。

如果溃疡穿透胃肠壁造成穿孔，
食物、胃酸等就会进入腹腔发展成急
性腹膜炎。要是治疗不及时，就有
生命危险。如果溃疡反复发作，还会
引起胃出口梗阻，此时只有外科手术
才能拯救了。

只有规律饮食、关爱胃肠道，消化
道才会健康。年轻人，可不要让你的
胃先老了。它是人体的“饭袋子”，“饭
袋子”不健康，营养也就无法消化吸
收。一定要重视胃肠道疾病，规范治
疗，不要再做伤害“饭袋子”的事了。

厦门疾控发布健康提醒：

有涉疫城市旅居史
请主动报备

本报讯（记者 陈莼）9月20日全国新增报告
123例本土确诊病例、48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涉及20个省份。天津河北区、黑龙江佳木斯
市、河南周口市等地新增划定高、中、低风险区。

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
1.所有入(返)厦人员抵达后应立即在一场

两站（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进行落地检（通
过自驾等其他方式的第一时间就近检测），并
在第三天再检测一次(免费)。

2.有涉疫地区旅居史的入(返)厦人员，需
主动向社区、单位或酒店报
备，根据出发地和途经地疫
情 风 险 等 级 实 施 分 类 管
理。报备途径：“i 厦门”微
信公众号，点击【i 服务】→
【入厦登记】。

本报记者 楚燕 通讯员 魏珺
小宝宝多多（化名）出生后反复腹胀、便

秘，家长时常为他“光吃不拉”犯愁。3个月
大时，多多被确诊为先天性巨结肠。经过手
术治疗，目前多多的排便问题终于解决了。

多多因为排便困难，吃一点儿东西就肚
子发胀，后来还时不时呕吐，渐渐出现营养
不良。近日，多多在厦门市妇幼保健院接受
了巨结肠根治微创手术，排便恢复正常，食
欲明显改善，生长发育和同龄孩子相当。

医生表示，先天性巨结肠症是无神经节
细胞肠管（狭窄段）的蠕动功能障碍导致的
功能性肠梗阻。巨结肠是指结肠扩张肥厚，
但真正病变的并不是扩张的结肠，而是扩张
肠管下方的细小肠管，也就是无神经节细胞
肠管。这是一种常见的胃肠道先天性畸形，
发病率约为1/5000，男女比例约为4:1。

巨结肠在不同年龄段儿童中的表现不
一样，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要提高警惕：

新生儿胎便排出延迟。95%以上的健
康足月儿在出生后48小时内会排出胎便，
如果48小时后仍没有排出，即大便没从墨

绿色转为黄色，就要注意。对于早产纠正
胎龄未足月的孩子，如出现便秘可先采取
扩肛、开塞露灌肠或清洁洗肠等保守治疗，
很多孩子会逐渐好转；如果保守治疗未出
现好转，再考虑是否为巨结肠。

婴幼儿添加辅食后逐渐出现严重的顽
固性便秘。有的孩子出生后胎便排出正
常，但在添加辅食后逐渐出现严重的顽固
性便秘，这时也要考虑巨结肠的可能。大
多数巨结肠患儿发病初期每周排便少于2
次，往往3天以上才排便，且排便异常费
力。年长儿便秘症状逐渐加重，大便排出
时间逐渐延迟，有的十天甚至半月才排便
一次。

一旦怀疑孩子可能患有先天性巨结
肠，需进行钡灌肠造影、直肠肛门测压、直
肠黏膜活检（即微创获取直肠黏膜，经病理
化验检查，可以明确直肠神经节发育情况，
是巨结肠诊断的金标准）来明确诊断。大
部分先天性巨结肠患儿通过保守、微创手
术、术后康复训练等综合治疗方法，生活质
量与普通人基本无差别。

今日我市开放
17个疫苗接种点
本报讯（记者 陈莼）今日，我市有17个疫

苗接种点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同步提供3
岁至11岁儿童新冠疫苗接种服务。

接种新冠疫苗（含加强
免疫）需通过“美丽厦门智
慧健康”微信公众号预约或
由单位、村居统一组织。市
民还可到提供重组新冠病
毒疫苗（CHO细胞）的接种
点预约接种。

9月20日0时—24时

我市新增8例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本报讯（记者 陈莼）据福建省卫健委、厦

门市卫健委官网消息，9月20日0时—24时，
福建省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8例（厦门
市8例）。当日报告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
者1例（厦门市1例）。

我市在闭环管理人员中
检出1例确诊病例
本报讯（记者 陈莼）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

悉，9月21日0时至12时，我市在重点人群例
行核酸检测中检出1名阳性，系闭环管理场所
保洁人员，现已收治于定点医院，诊断为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轻型）。该病例自8月22日进入
闭环以来，每日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无社会
面活动轨迹，经专家研判无社区传播风险。

新冠政策咨询专线：0592-327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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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吃几天麻辣火锅 十二指肠溃疡出血

花季少女呕血休克
医护团队大量补液输血，成功抢救

本报记者 刘蓉
通讯员 倪晶莹
今天上午，险些在

鬼门关走一遭的张妹
妹(化名）就能从厦门市
中医院消化内科出院。
上周五晚上，她在市中
医院急诊科又吐血又拉血
便，一度处于失血性休克状
态，情况危急。

这令人揪心的一幕，源
自她平时饮食习惯上的“无
辣不欢”。没想到，爱吃重口
味差点把命给丢了，她心有
余悸。办理出院手续前，脸
色仍有些许苍白的她对入院
当晚负责抢救的消化内科医
师曹健说，“饮食要清淡、清
淡、清淡。医生您放心，我知
道，我会惜命的。”

妙龄女孩年纪轻轻，怎么会在十二
指肠有个溃疡？溃疡面不到1厘米，何
至于呕血500毫升、便血800毫升？这
还只是肉眼看到的出血，还有储存在肠
腔里的血液，加上她一周以来的实际出
血量，远超过这个数据。所幸抢救及
时，张妹妹脱离了生命危险。

曹健刨根问底，了解到，张妹妹不
爱清淡饮食，平时“无辣不欢”，最喜欢
和同学吃麻辣火锅和烧烤。就在这次

发病前一周，她就已经出现拉黑便的
症状，只是因为没有出现其他不适，她
就不放在心上。她仗着年轻，和朋友
继续吃了两三天的麻辣火锅，在入院
当天还吃了一顿。重口味食物不停刺
激溃疡面，破坏肠壁血管，造成了十二
指肠小小的溃疡面活动性渗血，最终
导致一个食指半指甲盖大的创面血止
不住，她又拉血便，又呕血，差点丢了
性命。

在治疗过程中，张妹妹被确诊感染
幽门螺杆菌。住院期间，在配合中药内
外治疗的同时，她还需要进行规范的抗
溃疡治疗8周，后续再择期做根除幽门
螺旋杆菌治疗。

在此期间，她要尽量不吃会减少胃
酸分泌和对胃粘膜刺激的食物，例如不
能吃油腻食物、各种重口味、辛辣刺激
食物等，以便于受损的胃肠道粘膜生长
修复，保证营养。

先天性巨结肠作祟
小宝宝“光吃不拉”
微创手术解决婴儿反复腹胀便秘难题

在家烤灯理疗
皮肤烫出水泡

医生：使用烤灯要注意安全，不可离热源太近

本报记者 刘蓉 通讯员 彭钦平
现在，很多家庭都会自备红外线烤灯，

在关节、颈腰椎等部位不适时随时烤一
烤。医生提醒，自备烤灯理疗，是能起到一
定保健作用，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40多岁的张先生腰椎有一处陈旧性损
伤，偶尔因为受凉或者身体用力不当，会引
发腰部疼痛和活动受限。他到医院理疗
时，发现在医生用烤灯照射时腰部颇为舒
服，便网购了一台放家里自用。

前几天，张先生又出现腰疼，便将烤灯
通电后对着腰部照射。他觉得自己热耐受
较强，便将烤灯挨着腰部照射，暖暖热热的
很是惬意，照了近五十分钟才结束。没一
会，他便觉得后腰部有灼痛感，对着镜子一
看，赫然发现烤灯照过的皮肤颜色都变暗
了，上面还有几个小小的水泡。

张先生急忙来到前埔医院皮肤科就
诊，医生检查发现其皮肤上的症状系烤灯
灼伤，原因是距离太近时间过长，经过几天
的对症治疗才慢慢痊愈。

厦门前埔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方

岚介绍，烤灯又被称为神灯，是一种红外线
电磁理疗仪。它是通过受热产生综合电磁
波，被人体吸收和分解而起到理疗的作用，
具有疏通经络、温经散寒、活血化瘀等作
用。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骨
质增生、风湿性关节炎等慢性劳损性疾病
都可以用烤灯来照射理疗。受寒引起的腹
泻，虚寒性质的痛经，通过其照射也可以减
轻症状。烤灯虽然简单易操作，适用于家
庭自我保健，但使用前要认真阅读说明
书。烤灯的发热盘不可离身体太近，距离
应在二十厘米以上，一个部位的照射时间
在15分钟到30分钟。一般来说距离越近，
时间越不宜长。有的老人喜欢热一点，距
离很近，往往容易灼伤。还有的人自认为
身体耐受性强，照射距离过近、时间过长，
也易导致皮肤灼伤。

医生提醒：有些疾病烤灯照射只能起到
缓解作用，因此一旦感觉身体不适，还是先
到医院请医生检查确诊后对症治疗，在适
合的情况下根据医生的建议，再于家中辅
以烤灯理疗。

本报讯（记者 楚燕 通讯员 张舒姗）39
年前，黄先生到福州求医，张俊卿医生及时为
其手术切除颅内肿瘤，救回一命。今年，黄先
生肿瘤复发，张俊卿所在的厦门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冒着风险，再次为他开
颅摘瘤。时隔39年，新一代神经外科医生又
一次给了他新生命。

1983年，黄先生到福州看病，在一家医院
门诊候诊时突然昏迷。医生检查发现，其颅脑
内长了个瘤子，且并发急性颅高压、脑积水，需
尽快手术。张俊卿医生接诊后，了解到黄先生
一家处境艰难，决定立刻为其手术。当时神经
外科设备简陋，张医生做了急诊脑室引流加脑
室造影手术，明确了肿瘤性质及部位，进而顺
利将巨大的后颅窝肿瘤切除。

两三个月前，黄先生出现头痛、头晕、走路
不稳等症状，于是专程从漳浦到厦门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神经外科找张俊卿。磁共振检查显
示，他的颅内肿瘤复发了。如今，黄先生已70
岁高龄，肿瘤位于枕后桥小脑角，手术风险较
高。张俊卿耐心鼓励黄先生，帮他树立战胜疾
病的信心。最终，黄先生决定接受手术治疗。

这次手术由张俊卿主任的学生，中山医院
神经外科神经肿瘤亚专科组长黄延林主任主
刀。和39年前不同的是，这次手术团队用上
了神经导航、电生理神经监测等先进的仪器设
备，手术更加微创、精准。手术进行得很顺
利，目前黄先生正在逐步康复中。

神经外科两代医师
时隔39年接力救治

第二次开颅手术，再次挽救患者生命

●时间：
9月16日
●地点：

厦门市中医院

上周五晚7点，18岁的职校女生张
妹妹在宿舍突然连连大口呕出鲜血。
惊吓不已的舍友在手忙脚乱中把她送
到厦门市中医院急诊科。医生发现最
初查体的数据已经十分不妙：面色苍白
的她心跳达157次/分，血压也低至86/
37mmHg。更糟糕的是，在急诊室里，
她还在不停呕血。医护人员估算，单在
急诊室的呕血量已达到500毫升。急
查血液检验报告，她的血色素只剩
35g/L（正常女性为 115-135），全身已

处于低钙、低镁、低磷等电解质紊乱的
失血性休克状态，危及生命。而且，她
在入院后还出现大量便血，单便血总量
就达到800毫升。

短时间连续大量失血，张妹妹的生
命危在旦夕。在排查其他部位器官器
质性病变后，赶来抢救的市中医院消化
内科当晚值班医师曹健第一反应是消
化道出血。时间急迫，首要的是大量补
液维持有效循环血容量、输血改善贫
血，同步使用止血药物，急诊胃镜查找

出血原因。
在急诊胃镜探查中，医生发现，张

妹妹的胃里还有大量鲜血，但冲洗干净
后并未发现出血点。医生再往下探查，
发现十二指肠球后转弯处可见一处溃
疡，溃疡面积仅为0.6厘米，仍在活动性
出血。

明确病因后，张妹妹在输入9个单
位红细胞（1800毫升全血才能制备出）
和400毫升的新鲜血浆后，快速扭转了
她的重度贫血。

在宿舍突发呕血 入院已是失血性休克

嗜吃麻辣火锅 导致溃疡面活动性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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