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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慢性胃炎的知识科普
杨海兵

慢性胃炎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
病，随着现代人们生活方式与饮食结构的
改变，其发病率也一直居高不下，严重影
响了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西医方面主
要是通过药物来治疗，但容易出现不良反
应，且易复发，因此有很多人会愿意尝试
中医疗法。针灸作为一种传统的中医治疗
方法，在治疗慢性胃炎方面具有独特的优
势，但很多人对其不够了解。 本文将为大
家科普一下慢性胃炎的相关知识，并介绍
中医针灸治疗慢性胃炎的方法及原则。希
望通过本文的介绍，能够帮助广大患者更
好地了解和应对慢性胃炎，同时，也希望
大家能够关注自己及家人的身体健康，日
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预防慢性胃炎
的发生。

一、慢性胃炎病因与症状介绍
1.慢性胃炎的病因有哪些？
慢性胃炎的病因较为复杂，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1）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是

导致慢性胃炎的主要病原体， 通过口腔、
食物、水源等途径传播。

（2）不良饮食习惯：长期饮食不规律、
过度饮酒、吸烟等不良生活习惯，会刺激
胃黏膜，导致胃炎。

（3）药物因素：长期使用非甾体抗炎
药、激素类药物等，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
和损伤，引发胃炎。

（4）精神因素：长期精神紧张、焦虑、
抑郁等情绪， 会影响胃肠道的正常功能，
导致胃炎。

（5）遗传因素：有家族胃炎史的人群，
患慢性胃炎的风险会更高一些。

2.慢性胃炎的症状有哪些？
慢性胃炎的症状较为多样，主要表现

如下：
（1）上腹部不适：患者常感到上腹部

疼痛、胀痛、烧灼感等不适。
（2）消化不良：食欲减退、恶心、呕吐、

腹胀、腹泻或便秘等。
（3）胃酸过多：胃酸分泌过多，导致胃

灼热感、反酸等症状。
（4）贫血：慢性胃炎导致胃黏膜出血，

出现黑便、呕血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贫
血。

二、慢性胃炎有哪些危害？
慢性胃炎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还可能导致以下危害：
1.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长期的炎

症刺激，可导致胃黏膜损伤，最终形成溃
疡。

2. 胃癌： 慢性胃炎是胃癌的重要诱
因，长期的炎症刺激，可导致细胞异常增
生，有可能会发展为胃癌。

3.营养不良：慢性胃炎影响消化吸收
功能，导致患者营养不良，影响身体健康。

4.其他疾病：慢性胃炎可与其他疾病
相互影响，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

三、慢性胃炎的针灸治疗，您了解多
少？

针灸作为一种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
在治疗慢性胃炎方面很有优势。针灸治疗
慢性胃炎的原理主要是通过刺激特定的
穴位，调节脾胃功能，促进胃肠蠕动，消除
炎症，以达到治疗目的；常用的针灸治疗
方法如下：

1.体针疗法：体针疗法是针灸治疗中
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通过刺激特定的
穴位，调整脏腑功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
的。常用的穴位有：足三里、中脘、内关、梁
丘等；在针刺时，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
体质，采用不同的针刺手法和深度，如补
法、泻法、平补平泻法等。

2.电针疗法：电针疗法是在针刺的基
础上，通过电刺激穴位，增强针刺的疗效，
它可以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促进胃肠蠕
动，改善胃肠功能。常用的电针参数为：频
率一般为 10-15Hz，电流强度为 1-3mA。

3. 灸法： 灸法是通过燃烧艾条或艾
绒，对特定穴位进行温热刺激，以达到治
疗疾病的目的。 灸法具有很好的温通经
络，调和气血，缓解疼痛功效，常用的灸法
有：艾灸、温针灸、隔姜灸等。

4.耳针疗法：耳针疗法是通过刺激耳
朵上的特定穴位，调整脏腑功能，达到治
疗疾病的目的， 此方法具有操作简便、无
痛、无副作用等优点。常用的耳针穴位有：
胃区、交感区、神门区等。

四、 针灸治疗慢性胃炎的作用机制，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采用针灸方法来治疗慢性胃炎，其作
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针灸可以通
过刺激特定的穴位，影响神经内分泌系统
的功能， 并减少胃肠道激素的分泌量，从
而减轻人体胃肠道的炎症反应。

2.促进胃肠蠕动：针灸可以通过调节
胃肠道平滑肌的收缩和舒张，促进胃肠蠕
动，从而改善胃肠功能。 对于慢性胃炎患

者而言，这很有助于消化食物，减轻胃肠
道的负担， 进而有效缓解慢性胃炎的症
状。

3.抗炎作用：针灸可以通过调节免疫
系统的功能，增强机体的抗炎能力，从而
减轻慢性胃炎的炎症反应。 除此之外，针
灸还可以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炎症损伤。

4.调节免疫功能：针灸可以通过调节
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机体对病原体的抵
抗力，进而抑制慢性胃炎的发生与发展。

5.调节肠道菌群：针灸可以通过调节
肠道菌群的平衡， 来改善人体肠道环境，
减轻慢性胃炎的症状。肠道菌群与胃肠道
的炎症反应密切相关，针灸可以通过调节
肠道菌群，有助于减轻慢性胃炎的炎症反
应。

五、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预防慢性胃
炎？

对于慢性胃炎而言， 预防大于治疗，
大家在平日里，预防慢性胃炎需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入手：

1.饮食习惯 ：避免暴饮暴食 、过度饮
酒和吃辛辣、油腻等刺激性食物。 可以多
吃蔬菜水果、粗粮杂粮等富含纤维素的食
物，这样有助于促进胃肠蠕动，减少胃酸
对胃黏膜的刺激。

2.生活方式：平时要养成并保持良好
的生活习惯，如规律作息、充足睡眠、适量
运动等， 有助于缓解压力和焦虑情绪，减
少胃酸分泌过多的情况发生。

3.注意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食
用不洁食品，以免细菌感染引起胃炎。

4.避免吸烟 ：吸烟会刺激胃黏膜 ，增
加慢性胃炎的发生风险。

5.定期体检：定期进行胃镜检查可以
及早发现慢性胃炎的症状，并能够采取相
应的治疗措施。

综上，针灸治疗慢性胃炎具有独特的
优势， 可以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促
进胃肠蠕动、抗炎作用、调节免疫功能和
肠道菌群等多途径发挥作用。但需要注意
的是，针灸治疗慢性胃炎需要根据患者的
具体病情和体质，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和
穴位，同时，针灸治疗慢性胃炎应与药物
治疗、饮食调理等综合措施相结合，以达
到最佳的治疗效果。总之，关注慢性胃炎，
应从了解开始，让我们共同努力，远离慢
性胃炎的困扰，拥抱健康的生活。

（作者单位系合肥市肥东县人民医院）

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临床特点及治疗
张卫阳

肺炎支原体肺炎也被称之为原发性
非典型肺炎，它是一种由肺炎支原体引起
的急性呼吸道感染， 在儿童中较为常见。
近年来，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的发病率逐
年上升，并已成为儿童呼吸道感染的主要
病原体之一。了解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的
病因、临床特点及治疗等相关知识，对于
提高患儿的治愈率和降低病死率具有重
要意义。但很多人对于该病的了解不够深
入，甚至存在认知误区，不利于小儿病情
康复，今天就为大家进行一个全面的健康
知识科普。

一、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病因
肺炎支原体是一种介于病毒和细菌

之间的微生物，无细胞壁，它对多种抗生
素都不敏感，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密切接
触传播和空气气溶胶传播等途径来感染
人体。 小儿由于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
抵抗力较弱， 因此也容易感染肺炎支原
体。 而且小儿呼吸道解剖结构特殊，其纤
毛运动功能差，导致痰液排出不畅，这也
容易导致肺炎支原体在呼吸道内滞留，引
发感染。

二、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特点
1.发病年龄：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发

病多为 2 至 6 岁儿童，其是 3 至 5 岁的幼
儿，更易发病。

2.起病急骤 ：患儿一般都起病较急 ，
病程较短，一般在 1 至 3 周内痊愈。

3. 发热： 患儿基本上都会表现为高
热 ，体温可达 39 至 40℃，发热类型多为
弛张热或不规则热。

4.咳嗽：患儿咳嗽较重，多为干咳，表
现为少痰或无痰。

5.呼吸困难：还有的患儿可出现呼吸
困难，甚至可能会出现发绀情况。

6. 肺部体征： 患儿肺部听诊有湿啰
音、干啰音或哮鸣音。

7.全身症状 ：患儿可伴有全身不适 、
乏力、食欲不振等症状。

8.并发症：有一些患儿还可能会并发
支气管炎 、支气管哮喘 、心肌炎 、脑膜炎
等。

三、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的危害有哪
些？

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的危害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呼吸系统损害：肺炎支原体侵入肺
部后，还会引起肺泡炎、间质性肺炎等病
变问题，导致肺部组织充血、水肿、炎症反
应，严重时可导致肺不张、肺气肿等并发
症。 以上病变会对肺功能产生影响，让患

儿出现咳嗽、咳痰、气喘等症状。
2.免疫系统损害：肺炎支原体感染会

对机体产生免疫反应产生刺激，引起免疫
系统紊乱，有的患儿可能出现免疫功能低
下，还比较容易感染细菌、病毒等，让病情
加重。

3.心血管系统损害：肺炎支原体感染
可引起心肌炎、心包炎等心脏损害，如果
情况严重还可导致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
并发症。 除此之外，肺炎支原体感染还可
能引起血管炎，导致血管损伤，影响血液
循环。

4.神经系统损害：有一些重症肺炎支
原体肺炎患儿可能出现神经系统损害，引
发头痛、头晕、意识障碍等症状。情况严重
的话还可导致脑膜炎、 脑炎等并发症，危
及生命。

5.生长发育影响：肺炎支原体感染会
影响患儿的营养吸收和代谢，导致生长发
育受阻，如果长期患病的患儿可能出现体
重下降、发育迟缓一系列问题。

四、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的诊断
1.病史 ：通过了解患儿的发病史 、接

触史、既往病史等，有助于判断是否为肺
炎支原体感染。

2.临床表现：通过观察患儿的临床症
状，如发热、咳嗽、气喘等，可对病情进行
初步判断。

3.实验室检查：实验室检查项目有血
常规、C 反应蛋白、血清学检测等。 其中，
血清学检测是诊断肺炎支原体感染的重
要依据， 包括特异性 IgM 抗体和 IgG 抗
体检测。

4.影像学检查：通过胸部 X 线或 CT
检查有助于发现肺部炎症病灶，但也不是
所有患儿都会出现典型的影像学表现。

五、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的治疗方法
有哪些？

1.抗感染治疗：首选是大环内酯类抗
生素，如阿奇霉素、红霉素、克拉霉素、罗
红霉素和乙酰吉他霉素。具体疗程需根据
患儿的病情和药物敏感性等因素进行综
合考虑。 多为 2 至 3 疗程。

2.对症治疗：针对患儿的退热、止咳、
祛痰等症状进行对症治疗。发热可使用布
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退热药；痰液粘稠
时可使用氨溴索、N 乙酰半胱氨酸等；气
喘可使用沙丁胺醇、特布他林等支气管扩
张剂。具体的药物剂量和使用频次需根据
患儿的年龄和体重进行调整。但需要注意
的是，对于咳嗽症状较重的患儿，一般是
不建议使用镇咳药物的，以免影响痰液排

出。
3.支持治疗：保持患儿的水电解质平

衡，维持营养状态，以增强机体抵抗力。对
于病情较重的患儿，可通过鼻导管吸氧或
面罩吸氧等进行吸氧； 同时注意补充营
养，以保证患儿的生长发育需要。

4.预防并发症：密切观察患儿的病情
变化，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肺不张、肺脓
肿、心力衰竭等并发症。

六、如何提高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的
治疗效果

1.早期诊断：对于疑似肺炎支原体感
染的患儿，应及时进行实验室检查，这样
可以尽早明确诊断。

2.个体化治疗 ：根据患儿的年龄 、体
重、病情和药物敏感性等因素，选择合适
的抗感染药物和治疗方案，实行个体化治
疗。

3.规范用药：严格按照医嘱使用抗感
染药物，避免出现滥用抗生素和过度使用
激素类药物的情况。

4.加强干预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避
免患儿接触烟雾、 粉尘等刺激性物质；注
意患儿的饮食调理，保证营养均衡。

5.定期复查：治疗过程中需要定期复
查血常规、C 反应蛋白、乳酸脱氢酶、D 二
聚体等指标，这样便于评估治疗效果和调
整治疗方案。

七、日常，如何做好小儿肺炎支原体
肺炎的预防？

1.加强个人卫生：需要教育、引导患儿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戴口罩等。

2.避免接触感染源：尽量避免患儿接
触患有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患者，以降低感
染风险。

3.增强体质：加强锻炼，提高患儿的免
疫力，也有助于降低感染风险。

4.定期体检 ：定期为患儿进行体检 ，
一旦出现健康问题， 可以及时发现并处
理。

总而言之， 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是一
种常见的儿童呼吸道感染疾病， 对于其病
因、临床特点及治疗等健康知识，家长们都
应该有所了解， 还应密切关注孩子的身体
状况，一旦发现异常，应及时就医。 平时生
活中要让孩子加强锻炼，提高免疫力，这也
是预防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的关键。

（作者单位系太湖县人民医院）

聊一聊高血压脑出血的手术治疗方法
陈玉生

高血压脑出血是指因高血压引
起脑内血管破裂， 血液流入脑组织
而导致的一种疾病 。 高血压脑出血
是高血压最严重的并发症 ， 其发病
率和死亡率均较高。 此类患者的治
疗一直是医学界的难题 ， 传统的保
守治疗方法效果通常不够理想 ，手
术治疗是目前很有效的治疗手段 。
本文将为大家介绍一下高血压脑出
血的病因 、症状 、手术治疗方法 、适
应症 、禁忌症 、并发症预防等知识 ，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应对这一
疾病。

一、 高血压脑出血的病因与症
状及常见出血部位介绍

1.病因
高血压性脑出血的主要病因为

各种疾病引起的高血压 ， 高血压常
导致脑内小动脉血管壁发生纤维素
样或者玻璃样变、 点状出血和缺血
坏死， 使血管壁强度降低而出现局
限性的扩张，继而形成微小动脉瘤。
在血压变化波动下或者在受到各种
诱因的影响下， 如情绪激动或者过
度劳累等，使血压骤然升高，有可能
导致已病变的血管渗血或破裂 。 50
至 70 岁高血压患者，男性略多。

2.症状
高血压性脑出血多数在活动中

和情绪激动时突然起病 ， 少数也可
安静下发病 。 一般无前驱症状 ，少
数可有头晕、头痛和肢体无力，发病
后症状可以在数分钟到数小时内达
到高峰。 典型的症状为头痛、呕吐、
肢体偏瘫、意识障碍、脑膜刺激征和
痫性发作等， 临床表现轻重取决于
出血量和出血部位。

3.常见出血部位及患者表现：
（1）基底节区脑出血最为常见 ，

包括内囊区和外囊区出血 ， 主要表
现为对侧偏瘫、偏身感觉障碍、失语
等等；

（2）脑叶出血又分为额叶出血 、
顶叶出血、颞叶出血和枕叶出血，主
要表现为对侧轻偏瘫、癫痫发作、精
神障碍、失语、对侧同向偏盲等等；

（3） 脑室出血可表现为脑膜刺
激征 、昏迷 、呕吐 、针尖样瞳孔 ，预
后大多不良；

（4）小脑出血主要表现为眩晕 、
眼球震颤、频繁呕吐、步态不稳以及
同侧共济失调；

（5）脑干出血是最严重的类型 ，
病人很快出现意识障碍、四肢瘫痪、
去大脑强直，常常迅速死亡。

二、 高血压脑出血的危害有哪
些？

高血压脑出血会对患者的身体
和心理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 ， 具体
表现如下：

1.生命危险 ：高血压脑出血的
病情发展迅速，病死率较高。尤其是
脑干出血， 由于脑干是控制生命体
征的重要区域，一旦发生出血，患者
的生命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2.残疾 ：高血压脑出血可能导
致患者出现肢体无力 、 瘫痪等运动
障碍， 部分患者在康复治疗后仍可
能留下一定程度的残疾 ， 对日常生
活造成严重影响。

3.认知功能障碍 ：高血压脑出
血可能导致患者出现记忆力减退 、
注意力不集中、 判断力下降等认知
功能障碍， 会对学习和工作能力造
成很大影响。

三、 高血压脑出血的手术治疗
方法有哪些？

1.开颅血肿清除术
开颅血肿清除术是目前治疗高

血压脑出血最常用的手术方法之
一，此术式是通过在头部做切口，将
血肿暴露出来， 再利用吸引器将血
肿内的血液抽出，以减轻颅内压力。
此外， 还可以对血肿周围的脑组织
进行减压，以防止进一步的损伤。血
肿较大、 颅内压增高的患者适合采
用开颅血肿清除术进行治疗。

2.微创穿刺抽吸术
微创穿刺抽吸术是一种新型的

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手术方法 ，具
有创伤小、恢复快等特点。它是在头
部进行微创穿刺， 将一根细长的导
管插入血肿内， 之后通过吸引器将
血肿内的血液抽出。 微创穿刺抽吸
术适用于一些血肿较小 、 颅内压不
高的患者。

3.脑室引流术
脑 室 引 流 术 是 在 头 部 做 一 切

口， 将脑室内的血液引出体外的方
法，很适用于脑室内出血的患者，可
以有效地减轻颅内压力 ， 改善患者
的病情。然而，脑室引流术存在一定
的并发症风险， 如感染 、 颅内出血
等 ，因此需要严格掌握适应症。

4.神经内镜手术
神经内镜手术是一种通过在头

部进行微创切口， 使用神经内镜将
血肿暴露出来， 再利用吸引器将血
肿内的血液抽出的方法 ， 它具有创
伤小、恢复快的优点，但神经内镜手
术的操作难度较高， 需要经验丰富
的医生才能进行操作。

四、 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治疗的
适应症与禁忌症，要掌握！

适应症主要包括：
1.血肿较大 ，颅内压增高 ，导致

意识障碍、生命体征不稳定的患者。
2.血肿压迫重要脑组织 ，如脑

干、丘脑等，导致神经功能损害的患
者。

3.血肿引起脑积水 ，导致颅内
压增高的患者。

4.保守治疗无效 ，病情恶化的
患者。

禁忌症主要包括：
1.全身状况差 ，不能承受手术

的患者。
2.血肿较小 ，颅内压不高 ，无明

显神经功能损害的患者。
3.血肿位于脑干等重要结构周

围，手术风险高的患者。
五、高血压脑出血的手术风险
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治疗的风险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感染 ：手术过程中可能导致

颅内感染，严重情况可危及生命。
2.出血 ：手术过程中也可能引

发新的出血，也会加重病情。
3.脑水肿 ：手术后可能出现脑

水肿，会加重颅内压。
4.神经功能损害 ：手术过程中

可能损伤正常脑组织 ， 导致神经功
能损害 ，如 ：肢体偏瘫 、言语障碍 、
癫痫发作、 精神障碍及植物人状态
等等。

5.死亡 ：手术风险较高 ，可能导
致患者死亡。

六、 高血压脑出血的并发症如
何预防？

为了降低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治
疗的并发症风险，应注意以下几点：

1.需要严格掌握手术适应症和
禁忌症，避免不必要的手术。

2.术前要做好评估 ，充分了解
患者的全身状况和手术风险 ， 制定
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3.术中严格控制出血和感染风
险，尽量保护患者的正常脑组织。

4.术后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
征和神经功能变化 ， 要及时发现并
处理并发症。

5.加强术后防护 ，以预防感染 、
脑水肿等并发症的发生。

总而言之 ， 治疗高血压脑出血
的手术方法较多 ， 手术是目前最有
效的治疗方法之一 ， 但治疗时也存
在一定的风险和并发症 。 在为患者
选择手术治疗方法时 ， 要充分评估
患者的病情和手术风险 ， 再制定个
体化的治疗方案 。 在手术治疗后需
要注意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 ， 以提
高患者疗效和生活质量 。 对于高血
压脑出血患者来说 ， 早期诊断和及
时治疗特别重要 ， 有助于延缓病情
进展和减少并发症。因此，我们应该
加强对高血压脑出血的认识和了
解，提高自我保健意识，以便更加积
极地预防和控制高血压病的发生与
发展。

（作者单位系庐江县中医院）

乳头凹陷，在母乳喂养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解修云

乳头凹陷是指乳房形态上的异
常情况 ， 这种情况一般是乳头内陷
或平坦 。 出现这样的问题非常不利
于母乳喂养 ， 母乳喂养会有困难 ，
要通过一些技巧使乳头凹陷的母亲
也能顺利进行母乳喂养 。 本篇文章
介绍了几点乳头凹陷母亲在母乳喂
养中的注意事项 ， 希望可以帮助每
一位因此问题困扰着的母亲。

1.乳头凹陷可分几种类型
轻度凹陷 ： 此种类型的凹陷程

度较轻微 ， 当乳头受到刺激或者吸
允的时候会突出。

中度凹陷 ： 这种程度的凹陷乳
头一般不容易在轻微的刺激情况下
突出 ， 这种类型的凹陷乳头需要强
烈的刺激才能使其突出。

重度凹陷 ： 此类型乳头凹陷程
度较深 ， 在强烈刺激情况下也不容
易突出来。

2.喂养前的准备工作
刺激乳头 ： 在母乳喂养前 ， 要

做好准备工作， 可以用手轻轻牵拉、
按摩乳头 ， 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乳
头突出来 ， 也可以选择用湿热的毛
巾敷在乳头上几分钟 ， 在一定程度
上加速血液循环。

使用乳头矫正器 ： 母亲也可以
通过一些设备如乳头矫正器来帮助
乳头突出来 ， 在准备进行喂养的前
几分钟使用此类设备 ， 让婴儿更容
易含住乳头。

使用泵奶器 ： 母亲在喂养前也
可以使用泵奶器轻轻吸吮乳头 ， 运
用此种方式让乳头达到暂时性突出
的状态， 帮助婴儿含住乳头。

3.喂养过程中的技巧
正确的哺乳姿势
跨坐式 ： 方便更好地控制婴儿

的头部和乳房的位置 ， 帮助婴儿含
住乳头。

橄榄球式 ： 适合乳头凹陷的母

亲 ， 母亲能够更好地控制婴儿的头
部和乳房的位置 ， 帮助婴儿含住乳
头。

辅助含乳
手指帮助 ： 用手指捏住乳晕 ，

轻轻拉动乳头 ， 帮助婴儿含住乳头
和乳晕的一部分 ， 最大程度上确保
婴儿含住足够多的乳晕 ， 而不仅仅
是乳头。

调整婴儿姿势 ： 确保婴儿的嘴
巴张大 ， 舌头在下 ， 嘴唇外翻 ， 方
便含住更多的乳晕。

保持耐心， 放松心情
放松心情 ： 在母乳喂养期间 ，

母亲的心情状态也是很重要的 ， 面
临身份的转变 ， 母乳喂养要多一些
耐心 ， 让自己保持放松的状态 ， 焦
虑不利于乳汁分泌 ， 不要让自己过
于焦虑 ， 也可以通过深呼吸的方式
放松自己的心情。

循序渐进 ： 当母亲在喂养过程
中遇到困难时 ， 也不要放弃 ， 可以
慢慢增加喂养时间和频率 ， 让自己
逐渐适应。

4.使用辅助工具
乳头保护器
选择合适的保护器 ： 乳头保护

器是一种柔软的硅胶罩 ， 可以覆盖
在乳头上 ， 这种设备的好处在于可
以让婴儿更便于含住乳头 。 母亲也
要选择适合自己乳头形状和大小的
乳头保护器。

正确使用和清洁 ： 在使用乳头
保护器时， 要对其做好清洁工作， 严
格按照说明书正确使用， 防止出现感
染的情况。

吸乳器
在极特殊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吸

乳器泵出乳汁， 再用奶瓶喂养婴儿，
通过这种方式保证婴儿有足够的母
乳。

5.喂养后的护理方法

保持乳头干燥： 母亲在喂养结束
后也要做好护理工作， 喂养结束后可
以用干净的布轻轻擦干乳头， 尽量不
要让乳头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下， 让
乳头保持干燥的状态， 防止感染和破
裂。 也可以使用一次性乳垫或可洗乳
垫。

使用润肤霜或乳头霜： 为了让乳
头保持湿润， 避免出现干裂的情况，
可以在哺乳后使用安全的润肤霜或乳
头霜均匀涂抹于乳头上。

乳头按摩和锻炼： 母乳喂养前要
按摩乳头帮助刺激乳头周围的血液循
环， 缓解乳头凹陷的不适， 也可以进
行乳头锻炼法， 帮助乳头突出。

注意婴儿的吸吮情况： 母亲要多
留意婴儿的情况， 注意当婴儿出现吸
吮困难或体重不增的情况， 一定要及
时咨询医生。

保持良好的乳房卫生： 保持乳房
的清洁， 不要使用含有酒精或刺激性
成分的清洁剂， 避免皮肤受到刺激。

保持良好的营养和水分摄入： 母
亲的饮食情况非常重要， 要多补充营
养和水分 ， 多吃一些含蛋白质 、 脂
肪、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 帮助乳
汁分泌。

保持积极的心态： 母亲的心情状
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母亲要保持积极
的状态， 对自己要有信心， 也可以多
与朋友和家人进行沟通， 分享喂养过
程中的困难和他人的成功经验， 寻求
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学会缓解压力： 在母乳喂养遇到
困难时， 可以通过深呼吸、 听音乐等
方式帮助母亲缓解压力， 放松自身的
心情。

总而言之 ， 母乳喂养中当出现
乳头凹陷问题时一定要格外重视 ，
做好护理工作 ， 确保婴儿能够获得
充足的母乳营养。

（作者单位系灵璧县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