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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会出现血液中白细胞减少的现象，超过 1000 毫希伏时，人体

会出现轻微呕吐、食欲减退等症状，超过 2000 毫希伏时人体的骨

髓会遭到破坏，而且伴随着大量红细胞与白细胞减少的症状，超

过 4000 毫希伏时，就会危及到患者的生命，但这时仍有百分之

九十的救治机会，超过 6000 毫希伏时，也可以救治，但这时救治

就会比较困难，超过 8000 毫希伏时，救治的机会就比较渺茫了。

所以，只要你不是每天去做 X 光或者 CT 检查就不用担心放射检查

辐射会致癌这个问题，在接受放射检查时也要尽量去往正规的医

院，因为检查设备越高端，会给人体带来的辐射量就越低。

4　怎样选择放射检查？

放射检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向，分别为 X 光、CT 以及磁

共振。那么说了这么多，到底在去往医院时应该如何选择放射检

查呢？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一张图片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些放射检

查的区别。

5　接下来，给大家讲讲这些放射检查的优缺点。

X 光

优点：非常的快捷，而且费用低。

缺点：可能会需要多次拍摄才能够完全看清楚。

CT

优点：能够从多角度为医生提供信息，使得诊断结果更准确。

缺点：价格要贵于 X光。

磁共振（MRI）

优点：安全，因为磁共振不存在辐射，孕妇或者婴儿都可以

做磁共振放射检查，而且可以多方面的分辨软组织。

缺点：费用较为昂贵。

以上就是三种放射检查的优缺点，但是在医院究竟应该选择

哪种放射检查，还是应该遵从医生的嘱托，交给专业的医生进行

判断，因为放射检查是需要患者的疾病、患病部位以及患病原因

来结合进行判断，所以最好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放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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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疼就像是一位来访不速之客，总是在我们最不需要的时候

突然造访。无论是工作繁忙时、休息放松时，还是正要入睡时，

头疼总是能精准地抓住那些让我们有些无奈的时刻。然而，搞清

楚这个不速之客的来意，尤其是它属于哪种头疼，就能够帮助我

们采用更有效的方法来缓解它，甚至避免不必要的紧急就医。

偏头痛是头疼家族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一种，其特点是常在头

的一侧或两侧搏动性疼痛，伴随而来的可能还有恶心、呕吐及光

声刺激敏感等。许多人会将其视为动作大片中的“反派角色”，

让人无所适从。如果你觉得偏头痛犹如乐队敲响的鼓点，整颗头

部和心情都在受到冲击，不妨尝试在安静昏暗的环境中静坐片刻，

给自己一个暂时的喘息机会，而非硬抗。

此外，由于偏头痛与压力、饮食、睡眠等触发因素密切相关，

找到引起偏头痛的关键触发点并加以调节是控制偏头痛的重要环

节。例如，适当调节日常的饮食习惯，避免高风险食物如巧克力、

酒精以及过浓的咖啡因饮品。为了不让自己变成一颗“冒烟的火

山”，适度的压力管理和规律的作息尤为重要。

而对于紧张型头痛，可能轻易被误认为是普通的疲劳或压力

所致。这种类型的头疼通常表现为双侧钝痛，好似被一条无形的

带子箍住了脑袋。此时，简单的物理放松方法，比如热敷后颈、

轻柔按摩，或者在温水热浴中彻底放松，都有可能改善这种源于

肌肉紧张的问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提示信号如突发的剧烈头痛，伴

随而来的意识模糊、手足麻木或者言语困难，可能提示着更严重

的健康问题，如脑出血等。这种情况下，头痛不再是无关痛痒的

小事，而可能是紧急就医的看门人。在感到头痛突然袭来且症状

异常严重时，应当毫不犹豫地寻求立即医疗帮助，而不是依赖家

庭疗法或等待缓解。

在讨论头疼时，一个常见的错误观点是随意将所有类型的头

疼归为“普通现象”，认为这只是身体暂时的疲劳信号，不必过

于在意。这一错误认知可能导致人们忽视背后潜藏的健康问题。

实际上，头疼有时是身体对外界压力或自身健康变化做出的反应。

特别是反复出现的偏头痛、有特殊触发因素的头疼或者伴有其他

症状的头疼，可能提示着慢性疾病或是更严重的内科危机。因此，

及时识别并分析头疼的真正原因，比单纯忍耐更重要。

另一个常见误解是认为止痛药是解决头疼的一劳永逸的方

法。尽管止痛药能带来短暂的舒缓，但其并不是头疼的最终解决

方案，尤其对于慢性头痛而言，过度依赖止痛药可能引发药物过

度使用性头痛，使情况恶化。药物并非魔法棒，不应成为一劳永

逸的选择，而应作为全面健康策略中的环节之一，结合生活方式

的调整和专业医疗建议进行综合管理。

许多人也常忽略头痛可能与情绪状态密切相关的事实。情绪

的波动，无论是焦虑、抑郁还是非理性的压力，都可能诱发或加

重头疼。因此，忽视心理健康，只关注生理症状是远远不够的。

在头疼的管理中，引入缓解压力的技巧，如冥想、深呼吸练习或

心理咨询，可能意想不到地有效。

此外，许多人对何时应该就医抱有误解，认为需病重方可寻

医。在头疼的处理上，预警信号如伴随的神经功能异常如视力模糊、

说话困难或肢体无力，应被视为就医的紧急信号。及时就医不仅有

助于病情的早期诊断和干预，也能避免潜在危险更进一步的发展。

仔细认清这些误区，能让我们在面临头疼时更具主动性和辨

别力。正如破解谜题需要解开每一块拼图，妥善应对每种身体信号，

也需认真对待并加以分析。破除这些误解，将让我们更好地处理

头疼带来的困扰，将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每一种头疼的表现和应对之策各不相同，但它们之间有一点

共通的，就是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当你足够了解并关注头疼的

性质和变化时，就能知晓何时需要休息，何时需要调整生活习惯，

何时必须及时就医。镇住头痛的关键不在于一味忍耐，而在于找

到合适的方法，去瓦解它的不速之扰，舒缓你头脑的紧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