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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下垂，通俗地讲是指部分胃或
十二指肠从上中腹部下垂至下腹部，甚
至下垂至盆腔”。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
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黄启辉表
示，其实胃下垂本身是上消化道X线造
影检查时胃的一种表现，一般又称为

“无力型胃”。他介绍说，祖国医学“胃
缓”一症与现代医学胃下垂颇为相似。

“胃缓”，首见于《内经》中的《灵枢·本藏
篇》：“脾应肉，肉月国坚大者胃厚，肉月
国么者胃薄。肉月国小而么者胃不坚，
肉月国不称者胃下，胃下者，下管约不
利，肉月国不坚者，胃缓……”的记载。

发现：
有以下明显症状者需排查

黄启辉认为，造成胃下垂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下
几项为主要因素。

首先为体质因素。先天
禀赋薄弱，肌肉不坚，这种体
质容易成为胃下垂的发病因
素。即所谓无力型体质者，胃
壁肌肉张力弛缓，胃遂延长下
垂，“胃无力”是下垂的原因，
下垂是无力的后果。

其次为腹压因素。腹壁
肌肉弹性降低或腹腔内压力
突然下降（如妊娠分娩、大量
放腹水后）可致内脏下垂。另
外十二指肠溃疡或幽门病变

引起不全梗阻，可使胃扩大，
日久可导致胃下垂。

第三是脾胃失和。引起
脾胃失和的原因有饮食失节、
内上七情、劳累过度等。关于
这三点，古代中医典籍《脾胃
论》就分别论述过：“故夫饮食
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

“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
火，火与元气不两立，火胜则
乘木位，此所以病也”；“形体
劳役则脾病”。

第四是盲目节 食 减 肥 。
临床上，除中老年人以外，青
年人患胃下垂者，多数为身

体质量指数(以体重和身高测
定身体肥胖度的公式)属于干
瘦型的 20 岁至 25 岁的女青
年。他指出：“20 岁左右的女
青年多患胃下垂，是因为在
快节奏的社会中始终处于紧
张状态，并为保持体型实行
错误的减肥方法，进食不规
律造成的。

此外，长期脱离劳动，使
腹壁肌肉缺少锻炼；饱食之
后长途行走、激烈运动或劳
动，均与胃下垂有关，因此胃
下垂的病因是多方面的。

“病未发作早发现” 系列报道之十二

黄启辉指出，“胃下垂”常被忽视，而未能得到
应有的调理，耽误了治疗良机。日常生活中，若有
以下症状较为明显者，最好到正规医院排查，以得
到有效治疗。

1.腹胀及上腹不适。患者多自述腹部有胀满
感、沉重感、压迫感。

2.腹痛，多为持续性隐痛。常于餐后发生，与
食量有关。进食量愈大，其腹痛时间愈长，且痛楚
程度亦较重。

3.恶心、呕吐。常于饭后流动时发生，尤其进
食过多时更易泛起。这是由于 1 次进入较大量食
品，加重了胃壁韧带之牵引力而致痛楚，随之泛起
恶心、呕吐。

4.便秘。便秘多为顽固性，其主要原因可能因
为同时有横结肠下垂，使结肠肝曲与脾曲呈锐角，
而致通过缓慢。

5.神经精神症状。因为胃下垂的多种症状长
期折磨病人，使其精神负担过重，因而产生失眠、头
痛、头昏、痴钝、忧郁等神经精神症状，还会有低血
压、心悸以及站立性昏厥等表现。

6.体检时发现的相关症状。可见瘦长体型，上
腹部压痛点因立卧位变动而不固定，有时用冲击触
诊法，或患者急速变换体位时，可听到脐下振水
声。上腹部易扪到主动脉搏动，常同时伴有肝下
垂、肾下垂及结肠下垂的体征。

究因：哪些情况可造成“胃下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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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医强调“治未病”，西医强调“早发现早治疗”，中西医的
观点其实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防微杜渐，将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为
此，本报推出“病未发作早发现”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黄启辉劝诫说：“预防胃
下垂，养成有规律的饮食习
惯比什么都重要”。他建议，
胃下垂患者日常饮食要注意
以下四点。

营养均衡：胃下垂患者
大多体力和肌力都很弱，加
之消化吸收不好，因此，患者
要留意在少量多餐的基础
上，力求使膳食营养均衡，
糖、脂肪、蛋白质三大营养物
质比例相宜。其中脂肪比例
可以减少一些。由于脂肪特
别是动物脂肪在胃内排空最
慢，若食脂过多，就会使得本
已排空不畅的胃承受压力增
加，加重食品潴留，故而要适
当限制。而蛋白质食品应略
有增加，如鸡肉、鱼肉、瘦猪
肉、半熟鸡蛋、牛奶、豆腐、豆
奶等，将其做得细软些并不
会影响消化吸收。通过增加
蛋白质摄入，可增加体力和
肌力，缓解易疲惫等症状，也

可改善胃壁平滑肌的气力，
促进胃壁张力进步，蠕动增
强。

少食多餐：因为胃下垂
患者消化功能减弱，过多的
食品入胃，必定会滞留于胃
面引起消化不良。所以，饮
食调理的第一要求便是每次
用餐量宜少，但次数可以增
加，每天4-6餐较为合适。进
餐的种别中主餐宜少，蔬菜
宜多，经济前提较好者可逐
日喝一杯牛奶，蒸一碗蛋花，
吃几块饼干作为正餐的增
补。

细嚼慢咽：胃下垂患者
的胃壁张力减低，蠕动缓慢，
假如风卷残云那样吃下去，
食品就会填在胃中。另外，
口腔对食品的咀嚼过程还会
反射性刺激胃的蠕动，增强
胃壁张力。所以，用餐速度
要相对缓慢些，细嚼慢咽以
利于消化吸收及增强胃蠕动

和促进排空速度，缓解腹胀
不适。

食品细软：若食品干硬
或质地偏硬，如牛排、炸丸
子、花生、蚕豆等，进入胃内
不易消化，还可能损伤胃粘
膜而促进胃炎发生率增高。
因此，平时所吃的食品应细
软、平淡、易消化。主食应以
软饭为佳，如面条要煮透煮
软，少吃又厚又硬的夹生面
条；副食要剁碎炒熟，少吃生
冷蔬菜。但应留意的是，鱼
肉不可过熟，由于鱼肉在半
生不熟时最嫩和易消化，对
胃的负担最小。

谈 到 胃 下 垂 的 临 床 治
疗，黄启辉表示，鉴于该症的
病机，中医疗法法方面主要
是采用健脾益气、升阳举陷
以治本，更宜佐化饮、降逆、
行气、活血、辛开苦泄以治
标，以图标本兼顾。具体用
药需因人而异。

日常：应重点做好饮食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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