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 因
1.�胆结石 胆结石进入胆管 ，

阻塞胰腺导管， 可诱发胰腺炎， 这
是胰腺炎最常见的病因之一。

2.�高血脂 高血脂患者容易出
现脂肪栓塞， 阻塞胰腺导管， 继而
引发胰腺炎。 统计发现， 急性胰腺
炎与血清甘油三酯水平升高密切相
关， 高脂血症已成为胰腺炎第二大
病因。

3.�酒精刺激 长期大量饮酒会导
致胰液分泌障碍， 继而引发胰腺炎。

4.�遗传因素 某些遗传性疾病，
如囊性纤维化、 遗传性胰腺炎等，
可增加胰腺炎的患病风险， 而这些
疾病通常有家族聚集性。

5.�其他因素 药物、 感染等因
素也可导致胰腺炎。 例如， 磺胺类
抗生素等可引起胰腺炎， 流感病毒
感染也可增加胰腺炎的患病风险。

症 状
胰腺炎的症状主要包括腹痛、

恶心呕吐、 发热、 腹胀等， 严重者
可出现休克、 多器官功能衰竭等。
具体如下。

1.�腹痛 胰腺炎最常见的症状
是突发持续性上腹部疼痛， 可向背
部放射， 屈膝位可缓解。 疼痛程度
轻重不一， 严重者可出现不可耐受
的剧痛。

2.�恶心呕吐 胰腺炎多伴有恶
心、 呕吐等消化道症状。 呕吐物多
为胃内容物， 严重者可呕吐胆汁或
血性液体。

3.�发热 胰腺炎患者常会出现
发热、 寒战等全身症状。 胆源性胰

腺炎、 酒精性胰腺炎常出现高热。
4.�腹胀 胰腺炎患者在腹痛

后一般会出现腹胀、 肛门停止排
气排便等症状， 严重者还可出现
腹水， 这是由于炎症渗出和胰液
分泌过多所致。

5.�消化道出血 部分胰腺炎
患者还可能出现呕血或黑便等消
化道出血症状， 这是由于炎症刺
激胃黏膜和肠道黏膜所致。

6.�其他症状 如焦虑、 抑郁
等精神症状， 以及黄疸等肝胆系
统症状， 病情严重者还会出现呼
吸急促、 呼吸困难、 休克、 器官
功能衰竭等症状。

诊 断 与 治 疗
胰腺炎的诊断与治疗是消化

内科的难题之一。 诊断的关键在
于确定胰腺炎是否发生， 以及判
断病情的严重程度； 治疗方法则
取决于疾病的类型和严重程度。

诊断方面 ， 首先要通过患
者的病史和体格检查来评估病
情。 常见症状包括持续性腹痛、
恶心 、 呕吐 、 肛门停止排气排
便 、 发热等 ， 严重者可出现呼
吸急促 、 心率加快 、 休克等表
现。 血尿淀粉酶等实验室检查，
腹部超声、 CT 等影像学检查可
以进一步明确诊断 。 其中 ， 血
尿淀粉酶测定是最常用的诊断
方法之一。

治疗方面， 禁食禁水、 胃肠
减压、 营养支持、 液体复苏、 抑
制胰酶分泌、 抗感染等综合措施
是治疗胰腺炎的基本方法。 对于
胆结石阻塞胆管引起的胆源性胰

腺炎， 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另外，
酒精性胰腺炎患者需要戒酒， 高
血脂性胰腺炎患者应控制血脂。

预 防
1. 注意饮食卫生， 避免暴饮

暴食和过度饮酒。 饮食不当是导
致胰腺炎的重要因素之一， 注意
饮食卫生、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可以有效预防胰腺炎。

2. 控制体重， 避免肥胖和血
脂异常。 肥胖和高血脂都是导致
胰腺炎的危险因素之一， 保持健
康的体重和血脂水平也是预防胰
腺炎的重要途径。

3. 积极治疗胆结石等潜在疾
病。 胆结石是导致胰腺炎最常见
的病因之一， 积极治疗胆结石等
疾病可有效预防胰腺炎的发生。

4. 定期体检， 尽早发现并处
理潜在病因。 通过定期体检可以
及时发现潜在病因并采取相应的
治疗措施， 避免发展为胰腺炎。

5. 注意心理调适， 避免焦虑
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影响。 长期的
精神压力和不良情绪也是导致胰
腺炎的危险因素之一， 因此， 要
注意心理调适和情绪管理， 保持
健康的心态和生活方式。

6. 避免使用可引起胰腺炎的
药物。 磺胺类抗生素可能导致胰
腺炎， 避免使用该类药物也是预
防措施之一。

7. 出现疑似症状及时就医 。
如果出现腹痛、 恶心呕吐、 发热
等胰腺炎症状时， 要第一时间就
医， 以免病情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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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肺炎作为一种常见的呼吸
系统疾病， 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
威胁。 该病是由多种致病因素共同
作用导致的， 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
较高， 是否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至关重要。 那么， 重症肺炎的病因
有哪些？ 该如何治疗呢？

什么是重症肺炎？
重症肺炎是一种严重的肺部疾

病， 当肺部感染细菌、 病毒或其他
病原体时 ， 都可能诱发重症肺炎 。
重症肺炎病情非常严重， 患者的肺
功能往往会受到影响， 出现咳嗽咳
痰、 呼吸困难、 高热、 胸痛等症状，
严重者还可引发呼吸衰竭、 心力衰
竭、 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 如果不
及时治疗， 可危及患者生命。

重症肺炎的病因有哪些？
1.�感染 感染是引发重症肺炎

最常见的原因。 细菌、 病毒、 真菌
等病原体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可引
发感染。

2.�免疫力低下 免疫系统是身
体的防御系统 ， 可抵御外界各种
病原体的侵入。 如果自身免疫系统
因为疾病 、 药物或年龄增长等原
因而减弱 ， 那么感染的风险就会
明显增加。

3.�慢性疾病 患有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 哮喘、 糖尿病和心脏病等慢性
疾病， 均可增加患重症肺炎的风险。

4.�环境因素 长期暴露在空气污
染严重或二手烟的环境中， 会对肺
部健康造成损害， 继而增加重症肺
炎等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

5.�年龄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免疫力会下降， 因而老年人更
容易受到肺炎链球菌等病原体的侵
袭； 另外， 儿童的免疫系统尚未发
育成熟， 免疫力相对较弱， 也容易
受到各种病原体的侵袭。

6.�治疗不当 轻症肺炎若治疗不
及时或治疗方法不当， 容易导致病
情恶化， 进而发展为重症肺炎。

重症肺炎如何治疗？
1.�加强监护 重症肺炎患者的病

情一般都比较危重， 必须在无菌环
境下严密监测血压、 呼吸、 血氧饱
和度等指标 ， 以防器官功能衰竭 ，
降低死亡风险。

2.�辅助呼吸治疗 重症肺炎患者
的呼吸困难症状极为严重， 可能引
发呼吸窘迫综合征， 需接受辅助呼
吸治疗， 即无创或有创呼吸机辅助
呼吸。 当患者出现严重休克时， 需
考虑体外膜肺氧合治疗。

3.�及时用药 重症肺炎需及时有
效进行抗炎治疗。 急性期可用糖皮
质激素， 糖皮质激素具有抗炎作用，
通过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和炎症细
胞的活化， 减轻炎症反应引起的组
织损伤， 但不宜超过一周， 以免引
发糖尿病或结核。 未出现感染性休
克者， 还可使用丙种球蛋白提高免
疫力， 促进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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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问
题， 会给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带来
负面影响。 面对压力和焦虑情绪
时， 该如何缓解呢？ 不妨试试以
下方法。

1.�深呼吸 深呼吸是缓解焦
虑的有效方式。 当我们感到焦虑
时 ， 呼吸往往会变得急促 、 浅
短， 从而进一步加剧焦虑感。 深
呼吸可以让身体和大脑得到放
松， 减轻焦虑感， 每天进行几次
深呼吸练习， 每次持续几分钟，
有助于稳定情绪。

2.�适当运动 运动也是缓解
焦虑的重要方法。 适量的运动可

以促进体内多巴胺、 内啡肽等神
经递质的分泌， 有助于稳定情绪，
散步、 慢跑、 瑜伽等， 都是不错
的选择。

3.�规律作息 保持规律的作
息对于缓解焦虑也有一定的作
用。 规律的作息时间和充足的睡
眠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身体和心理
的平衡， 减少焦虑情绪。 建议营
造一个舒适安静的睡眠环境， 保
持相对固定的入睡和起床时间，
睡前避免过度使用电子设备， 均
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

4.�参与社交活动 多与亲朋
好友交流， 倾诉自己的情绪和压

力， 可有效减轻内心的负担 。 同
时， 积极参与社交活动， 扩大社交
圈， 也有助于分散注意力， 减少焦
虑感。

5.�健康的饮食 平时可以多吃
些富含 ω-3 脂肪酸的鱼类、 坚果、
燕麦等， 以及富含镁的菠菜、 豆类
等， 都有助于稳定情绪。

6.�寻求专业帮助 如果通过
上述方法仍不能有效缓解焦虑情
绪， 还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
帮助， 及时得到专业的指导和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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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肺炎可危及生命
及时治疗很关键

缓解焦虑 学会这几招

正确防治胰腺炎
解除胰腺“危机”

胰腺是人体重要的消化腺之一， 它分泌的胰液可以帮助消
化食物中的脂肪、 蛋白质和糖类。 胰腺炎是指胰腺发生炎症、
水肿、 出血、 坏死等病变， 导致胰腺功能受损， 影响人体的消
化和代谢功能， 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 根据病程缓急，
可分为急性胰腺炎和慢性胰腺炎。 本文将详细介绍胰腺炎的病
因、 症状、 诊断和治疗措施， 帮助大家更好地预防这种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