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直肠癌

直肠癌是指位于齿状线至乙状结肠、 直肠交界处
之间的癌，是胃肠道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仅次于胃
癌和食管癌。 绝大多数直肠癌患者年龄在 40岁以上，
30岁以下的患者约占 15%，男女患者比例约为 2.5∶1。

什么是腹腔镜下直肠癌根治术

腹腔镜下直肠癌根治术是指在腹腔镜下进行直

肠癌根治性切除手术。 该手术的流程为：患者接受麻
醉后，医生在其腹部打几个小孔，将各种操作设备送
入腹腔，医生在腹腔镜显示屏幕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腹
腔内的器官及手术操作情况； 医生操作腹腔镜设备，
切除病变直肠及相关区域的淋巴结；医生将剩余的直
肠吻合连接，完成根治性切除。 整个操作流程均在腹
腔镜下进行，患者创伤小、恢复速度快。

医护人员在患者术后苏醒期应做些什么

术后苏醒期是患者情况多变的高危时期，随时有
发生并发症的可能，加强此期间对患者的监护，对降
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病死率有重要作用。

医护人员观察患者有无谵妄、躁动、恶心呕吐等
症状，出现异常情况后要及时处理；详细记录监护仪

的各项参数，合理设置监护仪的各项报警范围；患者
苏醒前，医护人员每 5 分钟记录 1 次生命体征，苏醒
后每 10 分钟记录 1 次生命体征； 妥善固定各引流管
道，在管外做好标记；保持各引流管道通畅，观察并记
录引流液的颜色、性质；观察患者的伤口敷料是否干
燥、有无渗血等；患者苏醒后，观察其四肢活动情况。

患者的术后护理

1.术后常规护理：患者术后回到病房，至少平卧 6
小时，待其血压、脉搏平稳后改为半卧；术后初期患者
应禁食，拔除胃管后开始进流食；如果没有不适现象，
可改为半流质饮食，术后 2 周左右恢复常规饮食。

2.及时指导患者进行活动：早期要鼓励患者在床
上练习翻身，活动四肢。 根据患者的体力恢复情况，让
其及时下床活动。

3.密切关注并发症 ：患者术后要保持切口敷料
清洁干燥 ，防止切口感染 ；医护人员指导患者进行
扩肛训练 ，若有肠梗阻现象 ，应进行低压灌肠 ；患
者注意饮食卫生 ， 避免进食易胀气 、 有刺激性气
味 、易引起便秘的食物 。

（周口市人民医院 张欢欢）

■社址：河南省周口市周口大道中段 6 号 ■邮政编码：４６６０99 ■准予广告发布变更登记的通知书 豫周 1902 号 ■本市每份零售价：1 元 ■印刷单位：周口日报社印务中心 地址：周口日报社院内

8
2024 年 4 月 2 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 关秋丽

科普

进入四月，随着花粉等过敏原增多，过敏性
疾病的高发季到了。 在抗过敏的路上，对一些可
能存在的认识误区，我们来一探究竟。

增加孩子与自然环境的接触
能避免过敏？

有些可以。 过敏患病率的增高，其中一个原
因就是环境过于洁净。

研究证实，学龄前期尤其是新生儿期，是孩
子免疫系统形成的重要时期。免疫系统在早期接
触抗原后，极易导致人体终身或长期耐受，它会
将环境中的刺激物默认为“朋友”，孩子成人后再
接触陌生过敏原，就会激活一些过度免疫反应。

所以， 儿童早期增加与自然环境的接触，可
能会降低将来出现过敏的几率。 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所有孩子都能通过该方式避免过敏，要综合
考虑多种因素，采取适当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养宠物
可预防孩子过敏？

不一定。 国外很多研究认为，孩子早期接触
宠物能够减少过敏的风险，但国内目前没有特别
明确的相关研究。 从临床上来看，一些孩子在接
触宠物后，还是有可能出现过敏。 在农场等相对
开放、宽敞的环境中，宠物带来的各种过敏原的
浓度相对较低，发生过敏的几率也会降低。

多吃益生菌
能减少过敏？

有可能。 目前仅有少数实验支持这一说法，
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研究支持。

肠道菌群是由多种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组成
的复杂生态系统，在人体内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
用。现在，人们会吃很多经过杀菌消毒的食物，长
此以往，本该菌群“昌盛”的肠道，微生物的种类
变得越来越单一，从而可能导致过敏。总的来说，
人们多吃益生菌可能对减少过敏有一定帮助，但
并不能作为过敏的规范治疗方法。

“以毒攻毒”
有效吗？

不靠谱。 用“以毒攻毒”的方法预防过敏，没
有明确的科学共识。

很多人认为，蜂蜜中含有微量蜂毒和花粉颗
粒，对花粉过敏的患者，通过少量、循序渐进地服
用蜂蜜，就能以“以毒攻毒”的方式让身体接纳花
粉，从而减少过敏的发生。然而，蜂蜜和花粉虽与
花朵有关，但它们本身并不会直接引发花粉过敏
症。花粉过敏症通常是由于人体对特定植物的花
粉产生过敏反应，导致呼吸道、皮肤或消化系统
等部位出现的不适症状。 如果对花粉过敏，那么
了解并避免接触过敏原才是最重要的。

对花生、鸡蛋过敏，通常在儿童时期就会发
病，然后伴随一生，并有可能导致重度湿疹和特应
性皮炎。近年来，一些国家开展了“以毒攻毒”法治
过敏的研究，以食物脱敏的方式，提倡让婴幼儿尽
早小剂量地接触花生、鸡蛋和乳制品，以降低未来
发生食物过敏的几率。然而，这类研究听起来很美
好，试起来很危险。 作为新兴治疗方法，食物脱敏
不但不能提高孩子的生活质量， 反而存在不安全
性，临床上不推荐孩子进行食物脱敏治疗。

（据《健康报》）

对抗过敏的认识误区有哪些

本版组稿 郑伟元

大家平时都很关注“怎么吃”更健康，往往会忽略
“怎么做”的问题。 很多人不知道，炒菜时一些习以为
常的习惯，正在给你的健康“埋雷”。

1.等锅里的油冒烟了再炒菜。
油冒烟后再放菜，会产生致癌物质。 淀粉类食物

遇到高温后， 容易产生丙烯酰胺， 它属于 2A 类致癌
物；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遇到高温后，容易产生杂环胺
类化合物，属于强致癌物；脂肪类食物遇到高温后，容
易产生苯并芘等致癌物。

2.用“回锅油”炒菜。
油脂经过高温处理或反复“回锅”使用后，很容易

产生多种致癌物，比如丙烯酰胺、多环芳烃、杂环胺
等。 一些数据显示，反复使用 7 次的“回锅油”中，致癌
物丙二醛的含量可增加到 30 倍以上。

3.炒菜时喜欢多放盐。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病状况报告（2020 年）》显示，
我国居民人均食盐摄入量达 9.3 克/天，而《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2022）》推荐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应不超过
5 克。高血压、脑卒中、胃癌、骨质疏松等多种疾病都与
盐摄入量过多相关。

4.炒菜后不刷锅，接着炒下一道菜。
有些人炒完菜后，把锅用水简单一冲就开始炒下

一道菜。 然而，看似干净的锅，表面会附着油脂和食物
残渣，当再次高温加热时，可能产生苯并芘等致癌物。

5.长期用一种油炒菜。
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橄榄油、亚麻籽油等食用

油，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亚麻籽油、花生油等食用
油替换食用。 不同烹饪方法用油也要不同，如煎炸时
用棕榈油、黄油；炒菜时用花生油、大豆油；凉拌、做汤
时用亚麻籽油、紫苏籽油。 （据《健康时报》）

炒菜时的 5 个坏习惯 正在给你的健康“埋雷”

了解腹腔镜下直肠癌根治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