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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便秘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却常被家长忽视。 它不
仅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还可能对心理造成伤害。 今天就
为大家详细介绍儿童便秘的相关知识。

什么是儿童便秘？

0—4 岁婴幼儿： 若在 1 个月内出现以下 2 个及以上
症状，需警惕功能性便秘：①每周排便≤2 次；②大量粪便
潴留史；③有排便疼痛和排便费力史；④排粗大粪便史；⑤
直肠内存在有大量粪便团块。 对于接受排便训练的儿童，
以下条件也作为选项：能控制排便后每周至少出现 1 次大
便失禁；粗大粪便曾堵塞抽水马桶。

4 岁及以上儿童：排除肠易激综合征，若每周至少发
作 1 次，且持续 1 个月以上，出现以下 2 个及以上症状，可
考虑功能性便秘： ①４ 岁以上儿童每周在厕所排便 ≤2
次；②每周至少出现 1 次大便失禁；③有粪潴留或过度克
制排便病史；④有排便疼痛或困难的病史；⑤直肠内存在
大粪块；⑥粗大粪块曾堵塞抽水马桶。

便秘有哪些表现？

1.排便异常：排便次数明显减少，一周少于 2 次，甚至
数周才排一次；大便干硬，呈颗粒状或像小石头；排便时孩

子排便费力，小脸涨红、哭闹。
2.肛门及腹部不适：肛门可能出现肛裂、出血，周围皮

肤发红破损；孩子腹部胀满，能摸到粪块，还会间歇性腹
痛。

为什么会便秘？

1.饮食问题：膳食纤维吃太少，像蔬菜、水果、全谷物
摄入不足；喝水不够，肠道水分被过度吸收；饮食结构不合
理，高蛋白、高脂肪食物吃太多。

2.生活习惯：没养成固定排便习惯，经常憋便；运动量
不足，肠道蠕动变慢。

3.心理因素 ：精神紧张 ，如面临学习压力 、环境改变
等；因排便疼痛产生排便恐惧，故意憋便。

4.其他因素：某些药物副作用，如抗生素等；先天性肠
道畸形、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等疾病也可能引发。

便秘对孩子有什么危害？

1.影响生长发育：营养吸收受阻碍，导致体重增长缓
慢、身高发育滞后。

2.心理问题：产生焦虑、自卑心理，影响社交和心理健康。
3. 肠道功能紊乱： 破坏肠道菌群平衡， 使便秘更严

重。
4.引发并发症：严重时可能出现肠梗阻、直肠脱垂等，

威胁孩子健康。

如何判断与应对？

1.自查方法：家长留意孩子排便次数、大便性状、排便
时的表现，必要时可触摸直肠部位检查有无粪块。 若符合
相应年龄段的便秘症状，且持续一段时间，需重视。

2.及时就医：便秘症状持续 1 个月不缓解；伴有发热、
呕吐、剧烈腹痛等异常；首次出现严重便秘；本身有基础疾
病且便秘加重，这些情况都要尽快带孩子就医。

3.治疗方法：调整饮食，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保
证水分摄入，合理搭配饮食；培养良好生活习惯，固定排便
时间，增加运动量，进行腹部按摩；缓解孩子精神压力，消
除排便恐惧；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泻药、促动力药、微生态制
剂等药物治疗。

怎样预防便秘复发？

坚持规律饮食、运动和定时排便；定期带孩子复诊，调
整治疗方案；关注孩子情绪变化；孩子用药时告知医生便
秘病史，避免影响肠道功能的药物。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力）“现在做颈部血管彩超再不用到县城
了，在镇卫生院就能做了，真是方便多了！”7 月 4 日，平利县广佛镇
67 岁的村民刘光耀说。 这次给刘光耀做检查的是平利县医院派驻
广佛镇卫生院驻点帮扶的副主任医师沈荣霞。

据了解， 为深入推进医共体建设， 构建分级诊疗新格局，5 月
初，平利县选派首批 16 名医务人员下沉各镇卫生院开展为期半年
的驻点帮扶工作。 为实现“精准下沉”和“靶向发力”，县卫健局提前
对各镇卫生院的需求情况进行摸底，按照“缺什么，派什么”进行补
短强弱。 此次选派的医务人员来自平利县医院和平利县中医医院，
涵盖内科、外科、骨科、中医科、康复医学科、超声医学科、儿科等重
点科室。

“超声检查是我们卫生院的难题， 以前我们只能做常规超声，
经验丰富的沈荣霞医生来了后，可以开始做心脏、血管、乳腺、甲状
腺、产前筛查等超声检查，孙荟和刘欢两个年轻医生也开始跟着沈
医生学习。 ”广佛镇卫生院院长魏传周说。

和沈荣霞一样， 所有下沉派驻医务人员全面参与卫生院的日
常诊疗工作，强化“传帮带”作用，通过技术指导、教学查房、病例讨
论、技能培训等方式，培养一批“带不走”的人才队伍，系统提升基
层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更好地为基层群众提供便捷、优质的
诊疗服务。

“我 们 通 过 医 务 人 员 下 沉 ，以 思 维 创 新 、行 业 提 标 破 解
基层卫生院发展难题 ，同时架好连心桥 ，以真情拉近与群众
距离 ，用优质服务赢得群众信任 。 ”平利县卫健局局长刘柱
说 。

本报讯 （通讯员 柠荭）“按压深度 5 至 6
厘米，频率每分钟 100 至 120 次！ ” 7 月 3 日
上午，由宁陕县红十字会牵头组织 ，县文广旅
游局、县委社会工作部、广货街镇政府等多部
门协同开展的应急救护培训在广货街镇秦岭
峡谷乐园进行。 景区全员、周边民宿农家乐从
业者、广货街镇村社区干部等百余人 ，在专业
讲师教学下 ， 将急救知识转化为守护生命的
实战本领。

培训现场，发放了红十字知识宣传册、救助
政策等资料。讲师通过理论讲解、视频演示与案
例剖析， 深入浅出地传授红十字知识以及心肺
复苏、伤口包扎、骨折固定等急救要点。 “心脏骤
停黄金抢救时间仅 4 至 6 分钟， 掌握正确急救
方法，就能为生命抢回关键时机。 ”讲师邓乐坤
的话语， 让参训者深刻认识到应急救护技能的
重要性。

实操环节，模拟人、AED（自动体外除颤器）
教学机、 急救包等装备齐全， 学员分组反复练
习。 “以前遇到突发状况心里没底，现在通过实
操练习，终于掌握了要领。 ”广货街镇蒿沟村民
宿管家肖女士边练边说，“以后遇到突发情况，
我们能及时施救，让游客游玩得更安心。 ”

“景区是游客聚集场所，保障安全是首要责
任。 ”秦岭峡谷乐园负责人罗朝金表示，此前县
红十字会支持景区投放 AED、 组建救护站，此
次送培训进景区更是及时雨。 员工掌握专业急
救技能后，景区应急处置能力将大幅提升，不仅
能为游客营造安全环境， 还助力景区服务品质
升级。

完成理论与实操考核后，75 人顺利获得应
急救护证书。宁陕县红十字会负责人介绍，本次
培训是“红十字四进景区”活动的重要内容，后
续将在全县景区、 民宿集群等重点区域持续开
展培训，推动“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成为旅
游安全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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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成晓莉 ）近日 ，根据陕西省卫生健康委
下发 《关于公布我省 2025 年检验结果互认医疗机构及其互
认项目名单的通知 》 （陕卫办医函 〔2025〕157 号 ），经省级专
家现场评估 、盲样检测 ，结合室间质评结果综合评定 ，汉阴县
人民医院 77 项检验项目成功纳 入 陕 西 省 检 验 结 果 互 认 范
围 。 这意味着患者在陕西省内不同医疗机构就诊时 ，涉及这
77 项的检验结果在互认时限内无需重复检查 ， 就医负担将
进一步减轻 。

临床检验结果互认，是优化医疗服务的重要举措，能够显著提
升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有效降低患者医疗成本，减少不必要的经
济支出，让患者就医更加便捷高效。

此次 77 项检验项目顺利通过互认，是对汉阴县人民医院临床
检验工作质量与管理水平的充分肯定， 也是推动区域医疗资源共
享、落实惠民政策的重要成果。汉阴县人民医院将以此次检验结果
互认为新起点，继续强化临床检验质量管理，持续优化质控体系，
不断提升医疗服务品质，以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人性化的
服务，为广大患者健康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切实增强群众就医获得
感。

“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是一年中最热的
时节。 每年出现在阳历 7 月中旬到 8 月中旬。 其气候特点
是气温高、气压低、湿度大、风速小。 “伏”表示阴气受阳气
所迫藏伏地下，同时人体内的阳气也随之上升，此时气血
充盈、经络通畅、腧穴敏感，是人体扶阳理气、激发正气的
最佳时机。

根据中医理论在三伏天选择温阳药物驱散体内阴寒
之气，可以调整人体阴阳平衡，达到冬病夏治，防治疾病的
目的。 “三伏贴”即是根据此理论，在三伏天这个特殊的时
段，将特制的中药贴敷于特定穴位，发挥药物的温阳作用，
从而达到温经散寒、散湿除湿、活血化瘀、促进血液循环、
提高免疫力、增强机体抗病能力的功效。

安康市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从 7 月 10 日起开展 “三
伏贴”贴敷治疗，根据不同的体质辨证给予不同的贴敷类
型和配方，使“冬病夏治”的治疗更有针对性，效果更理想。

“三伏贴”适用于哪些疾病

三伏贴适用于治疗阳气不足、虚寒疼痛、免疫功能低
下等。 主要包含以下几类：

①呼吸系统疾病：易感冒者、哮喘、慢性咳嗽、慢性支
气管炎、慢阻肺等。

②消化系统疾病：虚寒性胃痛、慢性胃肠炎、腹泻、消
化不良、厌食、脾胃虚弱等。

③骨关节疾病：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风湿、类风
湿、退行性骨关节病等。

④妇产科疾病：月经不调、痛经、产后头痛、坐月伤风
等属寒证者。

⑤小儿疾病：体虚易感、哮喘、支气管炎、消化不良、厌
食、遗尿、生长发育迟缓等。

⑥耳鼻喉疾病：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窦炎、慢性咽喉炎
等。

⑦调理（治未病）：免疫功能低下、阳虚、气虚体质，亚
健康等。

“三伏贴”最佳贴敷时间

初伏加强（排毒生阳）：7 月 10 日至 7 月 19 日
初伏（扶阳驱寒）：7 月 20 日至 7 月 29 日
中伏（健脾祛湿）：7 月 30 日至 8 月 8 日
末伏（固本养心）：8 月 9 日至 8 月 18 日
末伏加强（温阳补肾）：8 月 19 日至 8 月 29 日
三伏中任意一天均可贴，不一定是入伏第一天。

“三伏贴”的禁忌

绝对禁忌：药物或胶布过敏者、皮肤破损或过敏体质
者、疤痕体质者、孕妇和体温超过 37.5℃者。

相对禁忌：阴虚火旺（口干舌红）、实热证（便秘咽痛）、
2 岁以下幼儿（皮肤娇嫩）。

常见反应：皮肤轻微红痒、灼热感（正常）；起水疱、剧
痛需立即撕掉并就医。

注意事项：
1.敷贴后 2 小时可以洗澡，但水温一定要适中，敷贴

的位置不要对着空调的冷风吹。
2.在敷贴期忌食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不要吃虾蟹

类海鲜。
3.贴药当天不能游泳、搓背，淋浴后用毛巾轻轻地吸

干敷贴部位的水珠。
4.若药物敷贴后局部皮肤微红，出现麻木、温、热、痒、针刺、

疼痛等感觉，这些均属于药物吸收的正常反应，不影响疗效。
5.若皮肤出现红肿、大水疱等严重反应，需及时就医。
6.三伏贴一般需连续贴 3 年，也就是 3 个疗程，只有

坚持按疗程治疗，才能发挥最大疗效。
冬病夏治、穴位敷贴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必须要经过

专业中医师辨证，分清体质类型，不可自行敷贴。

本报讯（通讯员 曹靖 张海生）“整整痛苦了半年，现在我终于
能睡个好觉了，多亏了医生们，太感谢了！ ”7 月 1 日，87 岁的贾奶
奶在家人陪同下，将一面绣有“妙手祛顽痛 医德暖人心”的锦旗送
到石泉县医院麻醉疼痛科医务人员手中。

半年前，贾奶奶患上带状疱疹，疱疹消退后，灼烧、电击般的神
经痛却如影随形。 “轻微触碰都似刀割！ ”她尝试理疗、服药均收效
甚微。 了解到石泉县医院微创治疗技术，家属立即联系了该院麻醉
疼痛科。

麻醉疼痛科医疗团队凭借丰富临床经验， 为高龄患者贾奶
奶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运用超声引导下的微创技术，精准将药
物注射至病变神经区域， 阻断疼痛传导。 据主治医生翁微植介
绍 ，该技术可精准定位病灶 ，对神经痛 、腰椎病 、颈椎病等病症
疗效显著， 科室过去一年已通过此技术帮助众多患者康复。 然
而，为高龄患者治疗困难重重 。 老人血管脆弱 、神经敏感 ，合并
心脑血管疾病，治疗风险高。 手麻科团队反复研究影像资料，结
合患者身体状况优化方案。 治疗过程中， 医护人员凭借精湛医
术，精准避开血管和重要组织 ，确保治疗直达病灶 。 最终 ，贾奶
奶的疼痛评分从 8 分 （剧痛 ）降至 1 分 （轻微不适 ），得以安稳入
睡，生活质量显著提升。

平利推动医务人员下沉
助力基层医疗水平提升

石泉县医院微创技术
为高龄患者解除顽痛

汉阴县人民医院 77项
检验结果全省互认

7 月 5 日清晨，当人们还在沉睡之中，汉阴县蒲溪镇
先锋村卫生室村医邝吉余已收拾好药箱， 跨上摩托车，
驶向村民黄大爷家。

黄大爷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行动不便，是邝吉余
作为家庭医生重点关注的对象。

“吉余，你又来啦，真是辛苦你了。 ”坐在门前的黄大
爷脸上绽开笑容。

“不辛苦，您身体咋样？ ”邝吉余温和地回应，快步进
屋，熟练地为老人量血压、听诊，动作精准娴熟。 检查完
毕，他耐心叮嘱注意事项，仔细摆放药品并说明用法。 这
样的场景，在先锋村无数次上演。

1984 年， 邝吉余父亲早逝， 年仅 15 岁的他作为长
子，放弃对外面世界的憧憬，选择参加赤脚医生培训。 20
岁，他成为先锋村唯一的医生。 最初的村卫生室设在家
中，条件简陋，药品稀缺。 他常步行几十里路到镇上、县
城，用背篓将药品一篓篓背回山村。 后来有了自行车，遇
险峻路段，仍需肩扛步行。 他深知每一粒药都关乎全村

人的健康希望，不容闪失。
行医之初，他上午在卫生室接诊，下午便翻山越岭

巡诊。 走夜路、忍饥寒、冒风雨是家常便饭，他还常顺路
帮助孤寡老人料理家务。 这份淳朴与尽责，赢得了村民
无条件的信赖。 一个寒冬的深夜，村里一位七旬老人突
发高烧昏迷，屋外大雪封山。 接到求救电话，邝吉余背起
药箱冲进风雪。 山路湿滑，寒风如刀，他几度滑倒又挣扎
爬起，手脚冻得麻木，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赶到！ 经
过一夜守护，老人转危为安，他却因受寒病倒了。

35 年行医路，邝吉余用坏了 20 多个药箱，积攒下厚
厚的赊账本。 物资匮乏年代，面对无力支付药费的乡亲，
他总是说：“先治病，钱的事以后再说。 ”成盒的药品赊出
去，他却极少主动索要。 村里邱大爷患慢性病，子女在外
打工，生活拮据。 邝吉余长期赊药给他，还宽慰老人安心
养病。 几年后，邱大爷子女攒够钱来还账，邝吉余只肯收
下一半，令邱家至今感念。

两个儿子出生后，生活更加艰辛。 邝吉余既要出诊

看病，又要忙农活、抚养孩子。 为补贴家用，他养过蚕，天
不亮就出门采桑叶。 但只要村民需要，他背起药箱就走
的习惯从未改变。 懂事的孩子们便默默接过了农活。

在邝吉余的言传身教下， 两个儿子刻苦攻读医学，
凭借顽强的毅力和不懈努力，双双考取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证。 如今，他们都在汉阴县乡镇卫生院工作，延续着父
亲守护百姓健康的使命。

邝吉余虽然年纪大了， 但对待工作依旧随叫随到。
不久前一个雨天，刚结束卫生室工作的他接到村民王婶
电话：老伴张大爷风湿痛发作，腿脚肿胀，吃药不见好，
需输液治疗。 邝吉余立刻检查药箱，带上针剂药品，披上
雨衣，骑上摩托车扎进雨幕。 赶到后，检查、配药、消毒，
动作精准熟练。 看着老人眉头舒展，他才松了口气，又耐
心叮嘱护理事项才离开。 “只要乡亲们还需要，我这腿脚
还能走，这工作就得继续下去。 ”邝吉余说。

如今， 儿子们已在乡镇卫生院岗位上发光发热，实
现了邝吉余“有出息”的期望。 虽然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痕
迹，但在村民心中，他的形象愈发高大。 身体不适时，大
家依然习惯寻找 “吉余 ”，他的存在 ，就是最好的 “定心
丸”。

摩托车的引擎声在山间回荡，药箱里装载的不仅是
治病良药， 更是一位乡村医生 35 载未曾改变的赤子之
心。

一位村医的 35年健康守护
通讯员 邝松林

摩摩托托车车是是邝邝吉吉余余出出诊诊路路上上的的好好““帮帮手手””

邝邝吉吉余余为为村村民民宣宣讲讲健健康康知知识识

冬病夏医 中医“三伏贴”正当时
安康市人民医院 陈维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