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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 检查在各类疾病诊断中的应用科普
夏维林

对于普通人来说 ， MRI 的名
字可能有点陌生， 但其应用范围却
非常广 。 脑卒中 、 肿瘤 、 关节炎 、
软组织损伤……很多疾病的诊断都
离不开 MRI 的帮助 。 这项技术让
疾病不再 “躲猫猫 ”， 而是被清晰
地 “照” 出来， 让医生能够更早地
发现问题、 对症下药。 那么， MRI
检查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呢？ 它在诊
断不同类型的疾病时又有何独特的
优势？ 接下来， 我们将从脑部、 内
科到关节系统等各类病症的检查分
析 ， 一步步探索 MRI 在医学诊断
中的神奇作用。

一、 MRI检查的基础知识
在医院里听到医生说 “我们安

排个 MRI 检查吧”， 很多人可能会
心里一紧 ： 什么是 MRI？ 是复杂
的手术吗 ？ 会疼吗 ？ 其实 ， MRI
（核磁共振成像 ） 就是一种高科技
的医学 “摄影机”， 通过捕捉信号，
把它们转化成图像， 医生就能在屏
幕上看到身体内部的详细 “照片”。
跟传统的 X 光或者 CT 扫描相比 ，
MRI 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辐射 ，
而且对软组织 （比如脑组织 、 肌
肉 、 韧带 ） 特别敏感 。 这就意味
着 ， 医生可以用 MRI 查出脑部有
没有小肿瘤 ， 关节软骨是不是磨
损 ， 或者心脏血流是否正常 。 不
过， 整个检查过程需要 20 到 60 分

钟， 时间相对较长， 需要患者保持
绝对静止， 有时还会听到机器发出
的 “咔咔” 声， 对于患有幽闭恐惧
症的人来说， 待在狭窄的检查设备
里可能会感觉不适。

二、 脑部的神奇“扫描仪”
大脑是人体最复杂、 最重要的

器官之一， 任何细微问题都可能引
发严重的后果 。 从中风到脑肿瘤 ，
从多发性硬化到神经退行性疾病 ，
MRI 技术让医生能够以一种非侵
入性的方式获得大脑内部的清晰图
像。 在急性脑卒中的诊断中， 时间
就是生命———早一分钟发现血流堵
塞， 就能早一分钟恢复供血， 减少
脑细胞损伤。 MRI 的高分辨率成像
能够准确判断缺血的范围、 脑出血
的部位以及病灶的大小， 帮助医生
迅速制定干预措施。 对于脑肿瘤患
者来说， MRI 不仅能发现肿瘤的存
在， 还能清晰显示其边界和周围组
织受侵的情况， 为外科手术和放射
治疗提供精准的导航。 此外， 阿尔
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
表现可能非常微妙， 通常在症状明
显前就已经开始破坏脑部结构 。
MRI 能够检测到脑部特定区域的
体积变化、 神经纤维的完整性以及
脑内液体循环的异常， 帮助医生早
期识别病变。 即便是一些轻微的脑
外伤或小面积的脑组织损伤， MRI

也可以捕捉到微小的变化， 让患者
尽早接受治疗。

三、 心脏和腹部的“健康观察
者”

心肌梗死后， 心肌是否已经纤
维化？ 心脏瓣膜有没有关闭不全 ？
血液在心脏腔室中流动是否通畅 ？
这些关键问题都可以通过 MRI 的
一系列成像序列轻松解答。 肝脏是
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 ， 肝脏肿瘤 、
脂肪肝、 肝硬化等问题在初期可能
没有明显症状 ， 但通过 MRI 的高
分辨率图像， 医生可以及早发现肝
组织的异常。 胰腺、 肾脏、 脾脏等
器官的微小病变也能通过 MRI 清
晰呈现， 甚至包括腹腔内的微小肿
块、 炎症和血管异常。 尤其是胰腺
癌这类难以早期诊断的疾病， MRI
提供的功能性成像能够揭示血流模
式和代谢状态的改变， 为医生提供
早期的诊断依据 。 在复杂病例中 ，
MRI 还能进一步发挥作用 ， 如评
估腹部器官的血流动力学， 帮助医
生预测手术后的效果或药物治疗的
反 应 。 MRI 不 仅 能 看 到 腹 部 的
“静态照片”， 还能够通过多种功能
成像模式提供器官活动的 “动态图
像”， 让医生从多个角度全面评估
腹部健康状态。

四、 肌肉骨骼的“检测神器”
常见的运动损伤中， 如韧带撕

裂 、 肌肉拉伤 、 关节软骨损伤等 ，
传统的 X 光和 CT 可能会遗漏一些
关键细节 ， 而 MRI 则能清晰地显
示受损组织的形态、 损伤的严重程
度和受累的范围。 对于长期遭受慢
性疼痛的患者来说 ， MRI 能够帮
助医生识别隐藏的病因， 如小型骨
髓水肿 、 腱鞘炎或软组织纤维化 。
关节疾病诊断也是 MRI 的拿手好
戏， 能够 “看穿” 关节的每一层结
构 ， 从骨头到软骨 、 从韧带到滑
膜 ， 无一遗漏 。 在膝关节炎的早
期 ， MRI 能发现软骨表面的微小
损伤以及滑膜的轻度炎症， 帮助医
生提前制定干预方案， 而不是等到
软骨完全磨损后再采取治疗 。 同
样 ， 对于肩关节或髋关节的问题 ，
MRI也可以提供明确的诊断依据 ，
如识别肩袖撕裂的确切部位， 或者
评估髋关节撞击综合征的病变范
围。

总的来说 ， MRI 检查是一种
“看得见 ” 的医学科技 ， 让医生可
以不动刀、 患者可以不受累地洞悉
身体疾病的关键秘密。 不管是大脑
的 “复杂线路 ”， 还是关节的 “精
密部件”， MRI 检查都能清清楚楚
地展示出来， 进而帮助医生更快 、
更准地找出病因， 对症施策。

［作者单位系芜湖市
中西医结合医院(湾沚区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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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身体的诸多器官中， 肺脏无疑占据着极为重要的
地位。 它就像一个勤劳的 “气体交换站”， 每时每刻都在进行
着氧气与二氧化碳的交换， 维持着生命的基本运转。 然而 ，
由于肺部直接与外界环境相通， 长期暴露在各种污染物、 病
原体之下， 肺部疾病的发生率一直居高不下。 一些隐匿性的
肺部病症， 更是如同潜伏在身体里的 “定时炸弹”， 悄无声息
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 。 不过 ， 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
256CT 这一先进的检查手段为我们精准发现这些隐匿病症提
供了有力武器。

一、 隐匿在肺部的“危险分子”
肺部疾病种类繁多， 其中一些病症初期症状并不明显 ，

容易被忽视。 例如早期肺癌， 在疾病的萌芽阶段， 患者可能
仅仅表现出轻微的咳嗽、 偶尔的胸痛， 或者根本没有任何不
适。 但等到出现明显的呼吸困难、 咯血等症状时， 病情往往
已经进展到了中晚期，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肺小结节也是一种常见的隐匿病症。 这些小结节通常在
体检时偶然被发现， 它们可能是良性的， 如炎性结节、 结核
球等； 也有可能是恶性的， 即早期肺癌的表现。 如何准确判
断肺小结节的性质， 一直是临床医生面临的挑战。 因为小结
节体积小， 形态多样， 普通的检查方法很难清晰地显示其内
部结构和特征。

还有一些间质性肺疾病， 同样隐匿难辨。 这类疾病主要
累及肺间质， 包括肺泡壁、 肺泡间隔等结构。 初期症状可能
只是活动后气短， 随着病情发展， 逐渐出现进行性呼吸困难，
最终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呼吸功能。 由于其发病机制
复杂， 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 诊断起来颇具难度。

二、 256CT： 医学影像领域的“侦察兵”
那么， 256CT 究竟是如何在众多隐匿病症中明察秋毫的

呢？ 简单来说， 256CT 就是一种先进的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
与传统的 CT 相比， 它拥有更强大的探测器和更快的扫描速
度。 256CT 的探测器能够在一次心跳周期内完成对心脏及周
围结构的扫描， 这对于捕捉肺部的细微变化至关重要。

在扫描过程中， X 射线从多个角度对人体进行照射， 探
测器会接收到穿过人体组织后的 X 射线信号， 并将这些信号
转化为电信号， 传输给计算机。 计算机利用复杂的算法对这
些电信号进行处理， 重建出人体肺部的断层图像。 这些图像
可以清晰地显示肺部的解剖结构， 包括气管、 支气管、 肺实
质以及肺血管等， 分辨率极高， 甚至能够发现毫米级别的病
变。

此外， 256CT 还具备强大的后处理功能。 通过三维重建、
多平面重组等技术， 医生可以从不同角度、 不同层面观察肺
部病变， 全面了解病变的形态、 大小、 位置以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 这种全方
位、 立体化的观察方式， 大大提高了对隐匿病症的诊断准确性。

三、 揪出肺部隐匿病症的实战应用
1.早期肺癌的精准筛查
在早期肺癌筛查上 ， 256CT 优势显著 。 传统胸部 X 线易漏诊早期肺癌 ，

256CT 却能发现直径小于 1 厘米的肺部结节， 并依据结节形态、 密度、 边缘等特
征初步判断良恶性。 像恶性结节多形态不规则、 边缘有毛刺、 呈现分叶状； 良性
结节常为圆形或椭圆形， 边缘光滑。 对难以定性的结节， 256CT 还能借助动态增
强扫描， 依据注射造影剂后的强化特征， 提升诊断准确性。 研究显示， 用 256CT
筛查肺癌， 可降低约 20%的肺癌死亡率， 为早期诊断与治疗争取宝贵时机。

2.肺小结节的性质判断
256CT 的多平面重组和三维重建， 能清晰呈现肺小结节的内部结构， 像有无

脂肪、 钙化等， 还有其与周边血管、 支气管的关系， 这些对判断结节性质至关重
要。 比如， 含脂肪的结节多为良性错构瘤， 出现偏心型钙化、 空泡征等， 则恶性
可能性大。 此外， 256CT 能测结节体积与倍增时间， 观察其生长。 若短时间内体
积大增， 且倍增时间符合恶性肿瘤规律， 就要警惕肺癌。 医生借助 256CT 的精
准评估， 可为患者定制随访或治疗方案， 既避免过度治疗， 又不会漏诊潜在恶性
病变。

3.间质性肺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在间质性肺疾病的诊断与鉴别方面， 256CT 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

同类型的间质性肺疾病在 CT 图像上具有各自独特的表现， 例如， 特发性肺纤维
化主要表现为双肺下叶和胸膜下的网格影、 蜂窝肺； 而结节病则以双侧肺门及纵
隔淋巴结肿大伴肺部多发小结节为特征。 通过对这些典型影像学特征的分析， 结
合患者的临床症状、 病史以及实验室检查结果， 医生可以对间质性肺疾病进行准
确的诊断和分类， 为后续的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此外， 256CT 还可以用于监测间
质性肺疾病的病情进展和治疗效果， 帮助医生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四、 256CT检查的注意事项
虽然 256CT 在肺部隐匿病症的诊断中具有显著优势， 但在进行检查时也有

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首先， 由于 CT 检查会产生一定剂量的辐射， 虽然目前的
256CT 技术已经尽可能地降低了辐射剂量， 但对于孕妇、 儿童等特殊人群， 还是
需要谨慎权衡检查的必要性。 其次， 在进行增强 CT 检查时， 需要注射造影剂，
部分患者可能会对造影剂过敏， 因此在检查前需要详细告知医生自己的过敏史。
检查后， 患者应多喝水， 以促进造影剂的排泄。

总之， 256CT 作为医学影像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 为我们深入了解肺部健
康、 揪出隐匿病症提供了精准、 高效的工具。 通过这项检查， 我们能够更早地发
现肺部疾病的蛛丝马迹， 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 为肺部健康保驾护航。 在未
来，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相信会有更多先进的检查方法和治疗手段问世，
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带来更多的福祉。 让我们共同关注肺部健康， 远离肺部疾病的
困扰， 享受自由畅快的呼吸。 (作者单位系安徽泾县医院)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关系解析
贺 佳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肠胃问题
时常困扰着不少人。 功能性消化不良
是一种常见的功能性胃肠病， 而幽门
螺旋杆菌感染更是胃部健康的一大
“隐形杀手”。 那么， 这两者之间究竟
存在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让我
们一同深入了解这两者间的 “隐秘关
联”， 为守护肠胃健康提供新视角。

一、 认识功能性消化不良
功能性消化不良， 简单来说，是指

具有上腹痛、上腹胀、早饱、嗳气、食欲
不振 、恶心 、呕吐等不适症状 ，经检查
排除引起这些症状的器质性疾病的一
组临床综合征。 这些症状可能会持续
或反复发作， 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带来
严重影响。据统计，功能性消化不良在
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较高， 不同地区
的患病率在 10%至 40%之间。它可发生
于任何年龄段，但以中青年居多，女性
略多于男性。而且，其症状往往会因饮
食、精神状态等因素而加重或缓解。例
如 ，食用过多油腻 、刺激性食物后 ，症
状可能会变得更为明显； 而在情绪紧
张、焦虑时，也容易诱发或加重消化不
良的表现。

二、了解幽门螺旋杆菌
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种主要生存在

人的胃部及十二指肠内的革兰氏阴性
菌 。它呈螺旋状或 S 形 、弧形 ，具有较
强的尿素酶活性， 能够分解尿素产生
氨，从而在胃内酸性环境中生存。幽门
螺旋杆菌的感染途径主要有口口传播
和粪口传播， 口口传播常见于共用餐
具 、水杯 、接吻等行为 ；粪口传播则是
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可随粪便排出体
外，如果污染了水源或食物，健康人接
触后就可能被感染。 全球约有一半人
口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在发展中国家，
感染率更是高达 70%至 90%。 在我国，
幽门螺旋杆菌的平均感染率也超过了
50%， 许多人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后，可
能并没有明显症状， 但它却在不知不
觉中损害着胃部健康。

三、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功能性
消化不良的关联

1.炎症反应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胃部后， 会引

发一系列炎症反应。 它凭借螺旋形结
构容易钻透胃黏膜， 损伤胃和小肠的
保护性内膜， 使得胃酸得以接触并刺

激胃壁，进而引发炎症。这种炎症状态
可能会改变胃肠道的正常生理功能 ，
影响胃的排空以及小肠的消化吸收过
程。研究表明，在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
中，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阳性者的胃黏
膜炎症程度往往比阴性者更为严重 。
炎症细胞的浸润不仅会直接影响胃肠
道的蠕动和感觉功能， 还可能通过释
放炎症介质， 进一步干扰胃肠道的神
经调节，导致患者出现上腹部疼痛、胀
满、早饱等消化不良症状。

2.免疫反应
人体免疫系统在识别幽门螺旋杆

菌后 ， 会启动免疫反应来对抗感染 。
然而， 这种免疫反应在清除幽门螺旋
杆菌的同时， 也可能对胃肠道自身组
织造成损伤。 免疫细胞释放的细胞因
子等物质， 一方面可以影响胃肠道平
滑肌的收缩和舒张， 改变胃肠道的运
动节律； 另一方面， 还可能影响胃肠
道内神经递质的释放和传递， 导致胃
肠道的感觉过敏。 例如， 一些功能性
消化不良患者可能对正常的胃扩张刺
激产生过度的疼痛感知， 这就与幽门
螺旋杆菌感染引发的免疫反应导致的

胃肠道感觉异常有关。
3.胃肠激素失衡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还可能影响胃

肠激素的分泌和调节。 胃肠激素在胃
肠道的消化、 吸收、 运动等过程中起
着关键作用， 例如， 胃泌素能促进胃
酸分泌和胃蠕动， 而幽门螺旋杆菌感
染可能会使胃泌素的分泌增加， 导致
胃酸分泌过多， 从而加重胃黏膜的损
伤， 并引起烧心、 反酸等消化不良症
状。 同时， 其他胃肠激素如胆囊收缩
素 、 胃动素等的分泌也可能受到影
响 ， 进一步扰乱胃肠道的正常功能 ，
引发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各种表现。

四、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引发功能
性消化不良的证据

大量临床研究都为幽门螺旋杆菌
感染与功能性消化不良之间的关系提
供了有力证据。 一些针对幽门螺旋杆
菌阳性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治疗
研究发现 ， 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后 ，约
40%至 60%的患者消化不良症状得到
明显改善。例如，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
试验对 1000 例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功
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进行了观察，其中一

组接受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治疗，另一组
给予安慰剂。结果显示，治疗组在治疗
后的 3 个月内，消化不良症状的缓解率
显著高于安慰剂组。此外，流行病学调
查也发现，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较高
的地区， 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发病率也
相应较高， 这进一步说明了两者之间
存在密切的关联。

五、 治疗与预防措施
1.治疗
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阳性的功

能性消化不良患者， 通常会采用质子
泵抑制剂、 铋剂和抗生素联合的方案
来根除幽门螺旋杆菌 。 一般疗程为
10 至 14 天 ， 常用的质子泵抑制剂有
奥美拉唑 、 兰索拉唑 、 雷贝拉唑等 ，
铋剂如枸橼酸铋钾， 抗生素则根据患
者的具体情况选择阿莫西林、 克拉霉
素、 甲硝唑等。 在根除幽门螺旋杆菌
治疗后， 还会根据患者消化不良症状
的缓解情况 ， 给予适当的对症治疗 ，
如使用促胃肠动力药 （如多潘立酮 、
莫沙必利 ） 来改善腹胀 、 早饱等症
状， 使用抑酸药 （如法莫替丁） 来缓
解烧心、 反酸等症状。

2.预防
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对于降低

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发生风险至关重
要。 首先， 要注意饮食卫生， 尽量不
吃生冷食物 ， 提倡使用公筷 、 公勺 ，
分餐制， 避免交叉感染。 其次， 要保
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勤洗手， 尤
其是在饭前便后。 此外， 对于有幽门
螺旋杆菌感染家族史的人群， 更要加
强预防意识， 定期进行体检， 以便早
期发现和治疗感染。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功能性消化
不良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了解它
们之间的关系， 对于功能性消化不良
的诊断、 治疗和预防都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您长期受到消化不良症状的困扰，
建议及时就医， 进行幽门螺旋杆菌检
测等相关检查， 以便明确病因， 采取
针对性的治疗措施， 让您的肠胃重新
恢复健康。

(作者单位系东至县人民医院)

静脉曲张手术后居家护理的注意事项
蔡 娟

静脉曲张手术是解决腿部静脉
问题的重要手段， 但术后的居家护
理同样至关重要。 术后不当的护理
可能会导致并发症， 甚至影响恢复
效果。 本文将为你提供一系列生动
有趣、 易于理解的居家护理注意事
项， 希望能帮助你在静脉曲张手术
后快速恢复， 重返健康的生活。

一、 充分休息： 静养与活动的
平衡

静脉曲张手术后的头几天， 适
当的休息是恢复的关键。 在这个阶
段 ， 身体需要时间来修复和重建 ，
因此要避免长时间站立或坐着。 适
当抬高双腿能够有效缓解肿胀， 促
进血液回流 ， 减少不适感 。 同时 ，
不要完全卧床不动 ， 轻微的活动 ，
比如短时间的步行， 可以帮助促进
血液循环， 减少血栓风险。 也可以
选择在家中进行一些简单的伸展运
动， 或者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适量
的活动 。 记住 ， 平衡休息与活动 ，
才能让身体更快恢复到最佳状态。

二、 穿戴艺术： 压缩袜的重要
性

穿戴医用压缩袜是静脉曲张手
术后护理的 “秘密武器 ”。 这些专
为恢复设计的袜子能提供适当的压
力， 帮助血液更好地流动， 减少肿
胀和不适。 选择合适的大小和压力
等级至关重要 ， 请遵循医生的建

议， 确保穿戴舒适。 穿戴压缩袜可
以有效降低静脉曲张和血栓形成的
风险， 尤其是在长时间静止或卧床
的情况下 。 此外 ， 穿上压缩袜后 ，
可能会感到腿部更加轻松， 活动时
的疲劳感也会有所减轻。 定期检查
袜子的状态 ， 确保没有磨损或不
适， 以便保持最佳效果。 为确保压
缩袜发挥最佳作用 ， 建议每天穿
戴， 并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增加佩
戴时间。 同时， 适当的腿部运动和
抬高双腿也能进一步促进血液循
环， 增强恢复效果。

三、 饮食调理： 营养均衡会助
力恢复

对于静脉曲张手术患者来说 ，
术后健康饮食对身体恢复至关重
要 。 增加富含纤维的食物 ， 如水
果 、 蔬菜和全谷物 ， 能够预防便
秘， 减轻腹部压力。 同时， 保持适
当的水分摄入， 减少盐分和高脂肪
食物， 有助于控制体重， 促进血液
循环， 更快地恢复活力。 除了日常
饮食， 还可以考虑补充一些富含抗
氧化剂的食物， 如坚果、 鱼类和豆
类，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支持身体
愈合。 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是促
进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 因此请确
保每日摄入各种营养素， 以支持身
体更快速的恢复过程。

四、 伤口护理： 细致入微并保

持清洁
静脉曲张手术后伤口护理是确

保恢复的重要环节 。 定期检查伤
口， 注意是否有红肿、 渗液等异常
情况。 如果发现任何异常， 务必及
时联系医生 。 保持伤口清洁和干
燥， 遵循医生的指导， 及时更换敷
料 。 同时 ， 避免用手直接接触伤
口， 尽量不要让伤口暴露在不洁的
环境中。 适当的伤口护理不仅能降
低感染的风险 ， 还能促进伤口愈
合， 缩短恢复时间。 可以使用温和
的清洁剂和无刺激性的敷料， 确保
伤口在愈合期间得到良好的保护和
护理。

五、 心理健康： 保持积极良好
的心态

静脉曲张手术后恢复不仅仅是
身体的修复 ， 心理状态同样重要 。
保持积极的心态， 与家人朋友分享
你的恢复过程， 参加轻松愉快的活
动 ， 有助于缓解压力 ， 增强信心 。
还可以通过阅读、 绘画或听音乐等
方式来放松心情， 转移对身体不适
的注意力。 记住， 良好的心理状态
是康复的良药！ 如果感到焦虑或抑
郁， 不妨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或
者参加一些支持小组， 与其他经历
相似的人交流， 共同面对挑战， 分
享经验和感受， 这样会在康复的过
程中更加顺利和愉快。 此外， 保持

规律的作息时间和适量的运动也能
显著提升心理健康状态， 定期的户
外散步或轻松的瑜伽练习， 不仅能
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 还能接触自
然， 增添愉悦感。 总之， 关注心理
健康， 积极面对康复过程， 将有助
于患者的尽快康复。

六、 定期复查： 与医生保持联
系沟通

静脉曲张手术后定期复查是确
保恢复顺利的重要步骤。 要遵循医
生的建议， 按时进行复诊， 及时了
解自己的恢复情况和任何潜在问题。
在复查时， 积极与医生沟通， 询问
任何关心的问题， 确保自己对恢复
的每个阶段都有清晰的了解， 与医
生的充分沟通不仅能获得专业指导，
还能对康复充满信心。 定期的复查
可以帮助及时发现可能的并发症 ，
确保一切正常， 可以在医生的帮助
下调整恢复计划， 保持最佳的身体
状态， 以便尽快回归正常生活。

总而言之， 静脉曲张手术后的
居家护理是通向健康生活的重要一
步。 通过合理的休息与活动、 科学
的饮食、 细致的伤口护理和积极的
心理调适， 能更快地恢复到最佳状
态， 愿每位静脉曲张手术患者都能
在术后康复过程中一帆风顺， 拥有
美好健康的未来。

(作者单位系肥东县中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