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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慢性胃炎疾病并不陌生，其是由于不同病因所引起的
各种慢性胃黏膜炎性病变，属于日常生活中常见病，具有发病率持
续性升高特征。近年来，人们对自身健康重视度的提升，从而导致
慢性胃炎检出率递增。
慢性胃炎中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及慢性糜烂性

胃炎较为常见，若未选择正确、科学、高效的方案对疾病进行干预，
可转变为胃癌，虽然发生率概率较低，但也需多加防范。大家对慢
性胃炎了解吗？知道慢性胃炎的日常注意事项吗？那么，请大家
阅读下面的文章，解决心中的疑惑吧。
1 慢性胃炎常见诱发因素
1.1 刺激性物质
长时间饮用烈酒、浓茶、咖啡等刺激性食物，进而对胃黏膜保

护屏障产生损伤，引发胃炎。
1.2 环境因素
气候变化、环境变化导致患者机体无法适应，进而引发胃神经

功能紊乱，胃的运行与胃液分泌不平衡，进而形成慢性胃炎。
1.3 幽门螺杆菌感染、病毒及其毒素
急性胃炎发作后，胃黏膜病变长久不愈，进而形成慢性胃炎，

这种情况可称作为幽门螺杆菌感染。
1.4 药物
患者长时间服用水杨酸盐、洋地黄、辛可芬、保泰松及消炎痛

等可导致慢性胃黏膜损伤。
1.5 精神状态
患者长时间处于焦虑、紧张及烦躁等情绪或生活不规律，均可

引发慢性胃炎。
1.6 X线照射
当机体受到深度 X线照射胃部时，极易对胃黏膜产生损伤，

进而形成胃炎。
1.7 其他
尿毒症、溃疡性结肠炎等也可引发慢性胃炎。

2 慢性胃炎临床症状表现
多数慢性胃炎患者临床症状不明显，但可出现不同程度消化

不良情况，比如上腹隐痛、餐后饱胀、食欲不振、反胃酸，而慢性萎
缩性胃炎患者可出现贫血、消瘦、腹泻等症状，部分黏膜糜烂患者
可出现上腹部疼痛，并伴有出血症状，经常无规律腹痛，而且疼痛
多在用餐后或进食中，一般疼痛部位在肚脐周围、上腹部，部分患
者疼痛部位不固定，轻者可发生钝痛或间歇性隐痛，严重可出现剧
烈绞痛。
3 慢性胃炎的保守治疗措施
3.1 治疗周期长
慢性胃炎治疗难度不高，但无特效的治疗方案，多根据患者机

体症状表现选择相对应治疗对策。多数慢性浅表性胃炎可逆转，
但有少部分患者可转变为萎缩性胃炎，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
萎缩性胃炎病情可加重，轻症患者可逆转。所以，对慢性胃炎患者
实施治疗过程中，应遵守尽早治疗，长期坚持治疗原则。
3.2 消除病因
慢性胃炎患者需加强日常饮食以用药管理，不可摄入对胃黏

膜易产生刺激的食物或药物，必须戒烟忌酒。同时，加强自我饮
食管理，不可暴饮暴食，并配合鼻、口、咽部慢性疾病的治疗，患者
还需每日开展运动锻炼，进而增强体质，这对病情好转有着积极影
响。

3.3 合理镇痛
当患者疼痛较为强烈时，可选择阿托品等药物进行干预，从而

缓解机体疼痛程度。
3.4 胃酸干预
对于胃酸增高症状患者，可应用质子泵抑制剂，比如奥美拉

唑、雷贝拉唑及兰索拉唑等，针对症状较强的患者可应用H2受体
阻滞剂，比如雷尼替丁、氢氧化铝胺等。

3.5 胃酸缺乏及无胃酸干预
对于胃酸缺乏或无胃酸患者可应用 1%稀释盐或胃蛋白酶合

剂，如果患者伴有消化不良的症状，可增加多酶片、胰酶片等助消
化药物。

3.6 幽门螺杆菌感染
对于发现为幽门螺杆菌患者可应用抗生素进行干预。
3.7 胆汁反流干预
对于胆汁反流较为严重的患者可应用胃复安、吗丁啉药物治

疗，从而提高患者的胃窦部蠕动情况，避免胆汁反流情况出现，硫
糖铝、消胆胺及铝碳酸镁片等药物均可与胆汁酸结合，从而改善患
者胆汁反流症状。

3.8 按摩
按摩可对内脏及神经系统功能产生刺激，从而提高胃肠功能。

腹部按摩：调整患者为平卧体位，屈膝屈髋，腹部处于放松状态，
双手掌摩擦产热后，放置在腹部，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与逆时针
按摩 100 次；双手交替拍打腹部可加速胃肠蠕动，从而改善患者
腹胀等不适症状。
4 慢性胃炎疾病日常注意事宜

4.1 增强胃动力
慢性胃炎患者应适当增强自身的胃动力，比如应用莫沙必利、

吗丁啉等药物，可提升患者食道下段扩约肌的张力，进而提高胃部
蠕动能力，促进胃排空，改善胃与十二指肠运动，进而有效避免胆
汁反流情况，促进胃肠蠕动快速恢复。通过增强患者的胃动力，可
有效改善其腹胀、上腹灼烧感、恶心以及饱胀感等不适症状，而且
增强胃动力药物副作用较小，适宜患者长时间应用。

4.2 饮食管理
慢性胃炎患者在饮食上需多加注意，建议患者在秋季食用温

热、清淡、软烂、易消化及新鲜的食物，并遵守定时定量饮食原则，
采用少食多餐的方式，有助于中和胃酸，减低胃黏膜遭受侵蚀或者
溃疡面积受到损伤而不利于病情好转。同时，慢性胃炎患者不可
食用过热、过硬、过冷、过黏的食物，更不可暴饮暴食，更需戒烟戒
酒，保持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此外，进食期间需细嚼慢咽，不可
边看手机、边进食，保持正确的饮食习惯对病情好转有着积极性影
响。

4.3 做好保暖工作
慢性胃炎患者应根据室外温度，适当增减衣物，特别是胃部不

可受凉，在夜间睡眠时应盖好被褥，以免因胃部受凉而加重病情。
4.4 合理运动
慢性胃炎患者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与体质状况进行分析，

从而开展适当的运动锻炼，比如打太极、散步、骑自行车、练瑜伽等
方式，并循序渐进地增加运动时间，提高运动负荷量，这有助于提
高自身抗病能力，控制疾病复发，确保身心处于健康状态。

4.5 用药管理
慢性胃炎患者需遵医嘱按时按量用药，不可 ( 下转第 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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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所说的毒物是指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某种形式和不同重
量的计量作用于人体的各个部位和器官，对人体产生有害的化学
和生物学反应，使人的身体发生病理性变化，导致机体功能严重损
害危害生命健康的一种物质。急性中毒的发病突然且迅速，病情
相对来说较为严重且变化较快，其出现的症状表现也较为严重，倘
若不能够及时发现，获得立刻的救治和治疗则会危及到生命安全，
因此必须做出果断的急救处理并接受科学正规的诊断与救治。
1 对急性中毒的基本认知
急性中毒的种类是多样的，包括很多方面，比如食物中毒，像

食用了过期或发生霉变的食物和产品，以及一些腐败变质的食物，
或者进食了有毒食品添加剂；农药中毒，像有机农药、化学除草
剂、灭鼠药、化肥等；工业中毒，比如一些工业原料，像油漆、重金
属、汽油、甲醇硫化氢等；药物中毒；动物性中毒。一般来说，中毒
发生的区域通常是集体的单位，比如像学校、招待所、宾馆、工作人
员的宿舍等地点，其因发生饮食不干净而导致集体出现食物中毒
或者由一些人员专门对食物、水源等进行投毒所造成的集体中毒。
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局部地区和区域的混乱，对这些区域
的正常工作带来了一系列不利的影响，同时危害着社会正常秩序
的维持。
2 急性中毒的各种症状表现
2.1 消化系统中毒 倘若中毒患者是消化系统中毒，那么急

性中毒之后基本上都会出现急性肠胃炎的表现，这一表现反应在
人体身上就是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表现。不同的
人群对急性食物中毒的表现有所不同，各有侧重，不同的毒物对人
体的反应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对于那些反应快、反应迅速强烈的
毒物，一旦进入到人体内部，将会使患者立即出现呕吐、腹痛、难受
的情况，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还会出现腹泻；对于那些
反应较慢的毒物，进入到人体之后，可能会在未来的数小时之后才
会发生反射性呕吐的症状。倘若患者误食了腐蚀性较强的有毒物
品，那么在服用之后则会出现口腔溃烂、牙龈出血的情况，严重的
情况下还会使得肠胃出血而发生呕血、便血的症状。众所周知，我
们人体的器官中能够起到解毒效果，拥有解毒功能的便是肝脏，急
性中毒经肝脏过滤解毒，但肝脏无法承受这一毒物的毒性，无法自
主地对有毒物品进行稀释，这样就可能会导致中毒患者产生中毒
性肝病，此时病人则会出现严重的黄疸和肝昏迷现象。
2.2 神经系统中毒 在有害毒物中有很多毒能够直接毒害

人的神经系统，使人们产生中毒性脑炎的疾病，这一疾病会使患者
的大脑皮层和皮层下中枢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情况，此时病人就

会出现嗜睡、昏迷甚至知觉丧失，对外界的反应和刺激毫不知情以
及昏迷的现象。除此之外，病人还可能会出现抽风、发狂、瞳孔缩
小、呼吸衰竭等严重的症状，有极少数的病人还可能会受此影响，
留下痴呆这一不可挽回的后遗症。

2.3 呼吸系统 人们在呼吸的过程中，倘若吸入了刺激性较
强的气体，或者那些有毒有害的气体，可能会引起身体的剧烈咳
嗽、声嘶、胸痛、呼吸困难、窒息等不同的症状，严重的情况下还会
发生中毒性消肿。倘若人们出现了吗啡和镇静催眠药中毒的情况，
那么将可能直接抑制人们的呼吸中枢神经，进而引发人们的呼吸
衰竭甚至停止。

2.4 其他系统 患者出现急性中毒的情况之后，可能会带来
许多的症状表现。除了以上的三种症状表现之外，许多有毒物品
还会引起休克、中毒性心肌炎、心肌梗塞、心肌损害、心电图不正常
等。有一些有毒物品被人体接触或进入人体之后，还会损害人们
的造血系统，引起身体的贫血甚至出血，导致血小板和白细胞出现
不正常的情况。肾是重要的排毒器官，在急性中毒之后患者可能
会出现紧急性的肾功能衰竭情况。此时，会造成血尿、尿少、闭尿
的现象，这样在无形之中又增加了患者的中毒程度和深度。
3 急性中毒的救治与护理方法

3.1 尽快排出毒 第一，倘若患者食物性中毒，比如吸入了
煤气、液化石油等，要立刻将中毒患者移入到空气流畅的区域，让
他们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同时解开病人的领扣腰带，让他们的头偏
向一侧，确保呼吸道的通畅和畅通，一般来说，经过这样的处理，轻
度中毒的病人能够很快恢复正常。一旦患者出现了呼吸停止或者
呼吸微弱的情况要立刻进行心肺复苏工作。第二，皮肤黏膜沾染
了毒。一旦皮肤沾染了有毒物品，要立刻用大量的清水进行长时
间彻底的冲洗，身上所穿戴的被污染的衣物也要及时脱去，以免重
复吸收，导致中毒。在清洗的过程中不能够使用热水，因为热水会
加速血液循环，促进皮肤吸收。冲洗的时间应该是 15～30 分钟，
要根据毒物的性质来确定冲洗时间。第三，食物性中毒。此时要
采取催吐、洗胃和腹泻的方法来使毒物尽快排出。像误服了含有
腐蚀性的毒物，应该立即使用催吐的方法。

3.2 阻止毒物吸收 有毒物品倘若是从四肢和身体其他部
位进入身体内部，可以在被咬伤口的上端扎上止血带，防止血液快
速扩散。同时还可以口服 20～30 克活性炭有效地吸附毒物。

3.3 特殊的解毒方法 急性中毒的患者应该立即送往医院
进行治疗，医院科根据患者是否是有特效解毒剂的中毒情况使用
特殊的解毒方法。

( 上接第 1页 ) 自行增减药物剂量，以免摄入药物剂量过多，加
重对肝肾等器官损伤，引发相关不良反应，而摄入药物剂量过少而
达不到治疗目的。乱用药物可导致胃黏膜受到损伤，加重病情，甚
至还可引发其他不良反应。
4.6 心理健康
慢性胃炎疾病的形成与人们的负性情绪有着紧密关联，保持

良好的心理状态，对病情好转有着积极影响，患者应学会调整好自
我情绪，有效释放内心压力，并保持愉悦的心情，避免紧张、焦虑、

烦躁等负性情绪出现。同时，注意劳动结合，不要过于劳累，以免
加重病情，影响机体康复。

慢性胃炎疾病各个年龄阶段均可发病，而且发病率呈逐年增
长模式，由于人们对自身健康重视度的提高，医疗技术的水平进步
与发展，从而导致慢性胃炎疾病检出率递增，保守治疗可对病情有
一定抑制作用，还可改善患者机体的不适，而在日常生活中对相关
注意事项进行规避，这对病情好转有着积极性影响，还可提高患者
体质，进一步保证患者机体处于健康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