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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使用黏膜保护剂

几乎每个人都有肠胃
不舒服的时候。如偶尔吃得
不合适、胃有些不舒服，可
以尝试使用黏膜保护剂，第
一是安全，副作用少。第二
是起效比较快。不仅可以中
和胃酸，还具有修复黏膜损
伤的作用。黏膜保护剂到药
店即可购买，外源性的黏膜
保护剂服下即可在胃表面
形成保护膜，当即起效。像
经典的铝碳酸镁类，中和胃
酸但不影响胃酸的分泌，同
时形成的保护膜可以避免

进一步的伤害，也有一定的
修复作用。

黏膜损伤是很多疾病
的共同基础。正确地选择黏
膜保护剂，可以更好地促成
黏膜的修复。如果服用后还
没有好转，就需要到医院就
诊，一般黏膜保护剂不会掩
盖病情而耽误就医。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胃肠道黏膜本身有较
强的修复功能，15天作用就
可更新一次。轻微的黏膜损
伤自身即可修复，但需要注
意改善饮食习惯，同时要保

证好的心态、控制好情绪。
胃和肠道黏膜损伤看

不见，但口腔溃疡大家都得
过，这也是黏膜损伤。口腔
溃疡时怎么饮食？肯定吃得
清淡、避免刺激、细嚼慢咽，
同样肠胃黏膜存在损伤，饮
食也要清淡和细嚼慢咽，要
利于消化和吸收。

遵医嘱根除幽门螺杆菌

幽门螺杆菌也会对胃
肠道黏膜造成损伤，甚至导
致溃疡、糜烂，但是否需要
彻底根除则需结合个人情
况而定，《第五次全国幽门

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
指出，存在消化性溃疡、胃
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
的情况，强烈建议根除。

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中
有一种铋剂四联疗法方案，
会使用含铋或者含锌的黏膜
保护剂，最主要的是对于幽
门螺杆菌有协助消灭作用。
另外，也有研究和临床实
践发现，铋剂四联基础上
联合黏膜保护剂铝碳酸镁，
可提高患者的服药耐受性和
治疗依从性，提高根除率，同
时也有黏膜保护的作用。

据《健康时报》

从食道、胃、小肠到大
肠，整个消化道都被黏膜覆
盖，我们每日进食的食物无
时无刻不在与黏膜相互作
用。一旦黏膜出现损伤，就
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常见疾
病包含慢性胃炎、消化不
良、胃溃疡等，急性胃肠炎、
药物相关的小肠黏膜损伤、
炎症性肠病等也与黏膜损
伤相关。生活中不规律饮
食、刺激性饮食及饮酒等行
为，都可能对胃肠道黏膜造

成不同程度损伤。
黏膜损伤从轻到重的

表现是不一样的，其中：
第一最常见的表现是

疼痛；
第二是肚子胀、不消

化；
第三是动力不好、不蠕

动；
第四是严重者，出现大

便发黑，或便血。
黏膜损伤危害广，影响

到所有胃肠道功能，包括蠕

动、消化和吸收功能，一旦
营养素缺失，会延缓孩童生
长发育，同时可能导致成人
原发疾病的加重。

黏膜损伤非常常见，任
何年龄都可能发生，不同的
年龄段的主要病因不同。一
般老年人多见于药物引起
的小肠黏膜损伤；20岁—30
岁的年轻人则多与情绪、压
力有关，同时有饮食不规律
的情况；而 30 岁—50 岁左
右中青年则介入两者之间，

一部分是饮食、生活不规律
等外源刺激，同时也因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发病的
年轻化，需长期用药的问
题。

如出现一过性的消化
道症状，尤其是在饮食不规
律、饮酒、刺激性饮食等行
为后，经饮食调整或药物控
制后缓解，可不必焦虑担
心；如果症状持续或逐渐加
重，两三天无法好转，就应
及时到医院就诊。

不良饮食习惯

《胃肠道黏膜保护临床
专家共识》提到，长期饮浓
茶、烈酒、咖啡，或食用过
热、过冷或过于粗糙的食
物，均可破坏黏膜屏障，造
成胃肠道黏膜反复损伤和
炎症。烟草中的尼古丁也可
影响胃黏的血液循环。

饮食不规律肯定更会
影响肠胃功能，胃需要休
息，总被迫持续工作消化食
物，时间久了容易出问题。
酒精也会损伤黏膜，中青年

大量饮酒后做胃镜会看到
胃黏膜的明显损伤；另外，
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对
黏膜也存在化学损伤，甚至
可能会导致一些肿瘤的发
生。此外，辛辣饮食也是一
个影响因素，但存在一定耐
受性，与各地长期饮食习惯
有关。如果从来不吃辣的人
一次大量摄入辣椒制品，就
会产生黏膜损伤。

不良情绪

不良情绪同样会对黏
膜造成影响，抑郁、焦虑状

态都会通过脑肠的互动机
制对胃肠道造成影响，影响
黏膜的屏障和防护，导致相
关损伤。

长期使用药物

现如今步入老龄化社
会，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等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关节
疾病困扰着不少中老年人，
在长期使用抗血小板药物、
非甾体类止疼药等过程中，
不仅对胃黏膜会造成损失，
同样还会引起小肠、大肠黏
膜糜烂、溃疡等损伤。

其他因素影响

胃肠道直通外界，细
菌、病毒等也会破坏胃肠黏
膜，比如幽门螺杆菌。

注重维护整个胃肠道
黏膜的完整性，才能避免疾
病的发生，并获得更全面规
范的治疗。胃肠黏膜保护是
一个立体的防护，涉及饮食
习惯、情绪状态、药物使用
等情况，尤其是饮食方面，
一定要根据个体情况选择
适当的食物。

多种肠胃疾病都与黏膜损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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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下面这些睡眠迹象，那就可
能是肝脏问题，大家就要引起警惕了，千
万不要掉以轻心：

长期失眠

长期失眠也可能是肝病，肝郁或肾
虚。炎症引起的肝脏炎症，导致失血，然
后会引起失眠。更糟的是还会导致神经
衰弱，这可能导致长时间无法按时入睡，
或在入睡后的深夜醒来。

说梦话、磨牙

梦话、磨牙，是心肝愤怒过多产生的
空热，会导致一系列不好的症状，睡觉时
说话、磨牙，甚至出现梦游的情况，这些
都是肝脏出现问题的重大信号。

白天嗜睡或者睡很久才醒

一般来说，当你睡了一定的时间，你
就会醒过来，但许多慢性肝病患者经常
有嗜睡症。慢性肝病患者白天嗜睡，夜间
也不能入睡，因乙肝病毒的影响，导致睡
眠异常。

皮肤充血

如果肝病恶化，会影响凝血功能。病
人早上起来，发现皮肤有些充血。这是因
患者凝血功能异常，出血和凝血障碍。有
时，刷牙时牙齿会流血。

食欲不振

肝病引起的食欲不振是明显而严重
的。有些人什么都不能吃，很疲劳。

眼睛变黄

这是因肝脏的胆红素代谢停止，皮
肤变黄，眼睛的虹膜变黄。如有黄疸，肝
脏病变严重。

黑眼圈不消退

肝病早期的肤色变化不明显，或没
有改变，但当病情严重时，在他们的脸上
会发现有疾病的信号，如肤色暗、黑眼圈
不消退。

乳房扩张和睾丸萎缩

肝硬化的早期症状可能有乳房扩张
和睾丸萎缩，肝脏在人体中性激素的平
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肝硬化的早期
症状，雌激素增加，雄激素丢失。

男性：乳房增大，导致肿胀和疼痛，
睾丸萎缩。

女性：月经不调、乳房缩水、阴毛变
少。

艾新

睡眠有异常表现

警惕肝脏出问题

疫情期间
后勤人员应注意什么

疫情流行期间，单位后勤人员要注意
个人防护，有疑似或确诊病例接触史和发
热、咳嗽、呼吸不畅等症状者，不得上班，
要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医学观察和就
诊。

服务人员、安保人员、清洁人员工作时
须佩戴口罩，并与人保持至少1米的距离。

食堂采购人员或供货人员须佩戴口
罩和一次性橡胶手套，避免直接手触肉禽
类生鲜材料，摘手套后及时洗手消毒。

保洁人员工作时须戴一次性橡胶手
套，工作结束后洗手消毒。

安保人员须佩戴口罩工作，并认真询
问和登记外来人员状况，发现异常情况及
时报告。

宗合

过完年肠胃不适

“春节胃”可能是损伤了胃黏膜

春节期间，不少

人的胃肠处在超负

荷状态，年后多了不少

“春节胃”。假期饮食不

规律、饮酒、睡眠差和

熬夜娱乐等，导致慢性

胃炎的发生。慢性胃

炎、胃溃疡等都是胃黏

膜损伤，而黏膜屏障是

所有消化道疾病的病

理、生理基础，只要黏

膜受损就会出现相

关症状及疾病。

四种情况会损伤胃肠道黏膜

轻微肠胃不适如何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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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
泸酒老窖、西凤、汾酒、董酒、洋河大曲、古井
贡酒、药酒、虫草等、银元老物件。
（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电话：13785724205

高价收购各种老酒，老钱币
邮票 银元 名烟 黄金 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