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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儿科病房收治许多
不 同 年 龄 段 的 呼 吸 道 感 染 患
儿。其中，一些家长一听到宝宝
得了肺炎就非常紧张，新生儿家
长更是如此。另外，经过治疗，
达到出院标准，可是新生儿的抵
抗力比较低，如果家庭护理不当
就容易导致病情复发。那么，如
何才能做好肺炎患儿的家庭护
理呢？

什么是新生儿肺炎 该病
是新生儿期常见的肺部疾病之
一。由于新生儿的呼吸系统发
育不完善，一部分新生儿肺炎的
临床表现为呼吸加快、口唇青
紫，严重者头面部及全身都会青
紫，还伴有咳嗽、发热、口吐白
沫、精神弱、吃奶欠佳等症状。

对于新生儿来说，主要是吸入性
肺炎、病毒感染肺炎所致。其
中，吸入性肺炎与吸入羊水、胎
粪、乳汁有密切关系；病毒感染
肺炎是因宝宝受到衣原体、细
菌、病毒感染所致。

提倡母乳喂养 由于宝宝
抵抗力比较低，而母乳中含有丰
富的营养物质，不仅能促进宝宝
生长发育，还能提高其身体抵抗
力。坚持母乳喂养、注意保持乳
头清洁，以免引发腹泻。如果母
乳过少或者无母乳，可以选择人
工喂养，但是要注意奶嘴的大小
要合适，以免因为流速过快导致
宝宝呛咳；注意卫生，要将奶嘴、
奶粉瓶煮沸 30 分钟后使用。给
宝宝喂奶后，家长要及时给宝宝

拍背，帮助宝宝打嗝，促进痰液
排出。

改善生活环境 因受肺炎
影响，患儿的呼吸道黏膜比较干
燥，呼吸道分泌液较少，所以要
保证房间内有适宜的温度和湿
度，建议温度保持在18摄氏度～
20 摄氏度，湿度保持在 50%～
60%。这样，有利于保持患儿的
呼吸道黏膜湿润，及时将痰液咯
出。同时，尽量让患儿保持安
静，减少哭闹，以降低氧消耗。

对症治疗 即使经过治疗
后，患儿依然有咳嗽、发热等症
状，家长每天为患儿测量体温 1
至～2 次，以免因包裹过多或者
哭闹导致体温升高。如果患儿
的体温没有超过 38.5 摄氏度，可

用温水擦浴、泡脚、多喝水等方
法进行物理降温。若患儿的体
温超过 38.5 摄氏度，应使用退热
药降温，对于有发热性抽搐的新
生儿，要观察体温变化，遵照医
嘱用药。

呼吸道护理 为了让患儿
的呼吸顺畅，不宜穿过紧的、厚
重的衣服。而且，患儿的肌肉力
量比较弱，无法自主咳嗽排痰，
家长要经常给宝宝翻身、拍背，
由下至上、由外至内，手呈空心
状，慢慢叩击其背部，有利于患
儿排出痰液。如果家长发现宝
宝用鼻子呼吸，应观察鼻子内是
否有干痂，可用棉签蘸取少许
水，将其浸润后取出，以免因鼻
腔堵塞而影响呼吸。

避免交叉感染 有呼吸道感
染的家长要做好隔离，避免与新
生儿接触，不去公共场所，减少亲
友探视次数，以阻断传播途径。

及时就诊 家长在护理宝
宝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上述护
理事项，还应密切观察宝宝的精
神状态及身体变化，当精神反应
差、吃奶欠佳、肺部有湿啰音、发
热、气促、呼吸困难等症状时，应
及时去医院就诊。家长应在医生
的指导下，调整居家护理方案。

对于新生儿肺炎，家长不要
过分紧张、害怕，应根据肺炎的
严重程度，遵照医嘱，适时采取
护理措施。

（作者供职于商丘市中医院
新生儿科）

如何在春季升发阳气、增强抵抗力、
预防上呼吸道感染呢？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应学习一些养生方法和保健知识。

饮食护理 上呼吸道感染反复发作，
要采取家庭日常护理措施，比如多喝水、
多喝果汁等，可为身体补充充足的水分
和维生素；建议采取少吃多餐的原则，适
时调整饮食结构。上呼吸道感染容易发
生在免疫力低的人群中，由于免疫力和
饮食结构息息相关，若经常挑食，吃一些

“垃圾食品”，免疫力就会降低，容易诱发
疾病。同时，为身体补充维生素，保持室
内适宜的空气湿度，适当利用雾化吸入
等方式，可有效预防感染性疾病。一旦
患病，切记不能滥用抗生素，否则，会导
致身体增加抗药性，无法及时消除病菌，
导致疾病反复。

坚持锻炼 平时，大家应多参加体育
锻炼，提高免疫力，预防疾病。不宜在封
闭的阳台上晒太阳，建议多到户外运动；
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个完善
的运动计划，比如每天坚持运动半小时
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免疫力低下会导
致疾病反复发作，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强
运动，坚持锻炼身体。

注意保暖 平时，大家一定要注意
保暖，虽然很多人已经适应了季节的变
化，但是每个季节的温度和湿度都有很
大差异，需要适时增添衣服，改善室内环
境，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否则，一旦受
凉容易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等症状。对于
小朋友而言，合理穿衣显得十分重要，
比如在天气炎热时，要注意及时擦汗或
者更换衣服；天气转凉时，不能因为害怕
麻烦，就一直穿着单薄的衣服，容易受
凉。其实，小朋友穿衣应当比大人多一
层薄衣。

有效咳嗽 上呼吸道感染的患者，时
常存在不能够有效咳嗽的现象，所以学
习一些有效咳嗽的方法很重要。首先，
让患者保持坐姿或者站立，放松胸部和
肩部，避免耸肩、弯腰、驼背。其次，平静
呼吸，吸气时头部微微向上抬高，用鼻孔吸气；呼气时，用嘴
慢慢吐气，避免用力鼓肚子。在刚开始练习时，将一只手放
在胸部和上腹部之间用手感受呼吸时膈肌的上抬和回落过
程。最后，缓慢平静呼吸，呼吸时张口，利用胸腹部将空气
排出。呼气时发出“呵呵”的声音，类似于呵气使眼镜片起
雾的动作一样。用力呼气之后再回到第一步。如果呵气
时，没有痰液排出或者感到疲累时，应该立即结束。

注意个人卫生 大家应注意个人卫生，每天需要认真
清洁皮肤，养成勤洗脸、洗手的好习惯，保持室内无烟环境
等，也是预防上呼吸道反复感染的方法。同时，要远离容易
致病的环境及食物。反复呼吸道感染的患者，日常可以多
留心，注意自己是什么时候感染的？接触到什么物品感染
的？这样，可以找出致病因素，可预防疾病复发。

心理护理 医务人员要向患者及家属介绍呼吸道感染
的相关知识，给予心理安慰，使其尽快适应环境，消除紧张
感；对于年幼的患儿及年长的患者，叮嘱家属多陪伴患者，
以减轻其心理负担。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戒烟戒
酒，不熬夜、不暴饮暴食、不久坐、不过度劳累，改掉不良生
活习惯。适量运动，注意个人卫生，劳逸结合，保持良好心
态，多喝水，确保充足睡眠，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可有效
提高免疫力。若在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后，仍然反复感染
疾病，要尽早接种相关疫苗，可降低上呼吸道反复感染的
概率。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科）

艾滋病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
毒（HIV）感染引起的一种慢性病，
会严重损害人体的免疫系统，导致
患者易感染疾病，甚至恶性肿瘤。
在治疗艾滋病的过程中，良好的护
理有利于提高治疗效果，所以护理
方案显得至关重要。

营养护理 营养不良是艾滋
病患者面临的严重问题，所以针对
患者的不同病因，需要进行营养护
理。艾滋病患者需要充足的营养，
尤其是高蛋白、高热量、富含维生
素和矿物质的食物，要确保足够的
摄入量；同时，避免进食生冷、变质
的食物，不饮用未经消毒的饮用
水。如果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等不
适症状，应及时调整饮食结构，避
免过度进食。

感染控制 艾滋病患者的免
疫系统已经受损，容易感染多种疾
病，所以需要进行感染控制。护理
措施包括加强个人卫生，勤洗手，
避免接触患者、病畜等；不宜使用
免疫抑制剂，减少皮肤和黏膜创
伤，避免感染疾病；定期检查口腔、
泌尿生殖道、肛门等部位，做到及
时发现疾病、及时治疗。

用药护理 目前，艾滋病的治
疗主要是通过抗病毒治疗来控制
病情，所以用药护理显得非常关
键。抗病毒治疗需要预防副作用，
比如恶心、呕吐、腹泻、头痛、疲劳
等。主要护理措施包括注意饮食、
减轻症状，遵循医嘱用药，不随意
更改药物剂量和服药时间。

心理护理 艾滋病患者面临着
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社会歧视问题，
需要进行心理护理。护理措施包括
提供安全、舒适的环境和情感支持，
以及帮助患者改善心理状况。

提供安全、舒适的环境 艾滋
病患者需要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来恢复身体，保持心理健康。医院
和护理部门应提供舒适的住宿和治
疗设施，以满足患者的治病需求。
在家中调理的患者，也需要一个安
全、清洁的环境及温和的话语等。

情感支持 艾滋病患者需要
情感支持，有助于他们调整心态，
增强信心，提高生活质量。护理人
员可以通过与患者交流的方式，聆
听患者的心声、关注他们的生活和
情感需求等，适时提供情感支持。

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是指通

过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手段帮
助患者改善心理状况，减轻心理压
力。艾滋病患者需要专业的心理
治疗师，他们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进行个性化的心理干预，帮助
患者调整心态，减轻心理压力。

社会支持 艾滋病患者需要
社会的支持和理解，避免社会歧视
和排斥。社会支持包括社会组织
和志愿者的支持，政府和社区的政
策和法规支持等。社会支持可以
帮助患者建立自信心，减轻他们的
心理负担，促进身体康复。

艾滋病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
疾病，患者需要终生治疗和护理。
艾滋病患者需要护理和关爱，包括
生活护理、营养护理、药物治疗、心
理护理等。护理人员应具备专业
的护理知识和技能，充分了解艾滋
病的病理特点，合理制定护理方
案，以提高护理质量和效果。同
时，社会和家庭成员也要理解和支
持艾滋病患者，可提供温暖的环
境，帮助他们积极面对疾病，对治
疗充分信心。

（作者供职于上蔡县人民医院
感染性疾病科）

肿瘤为一种身体局部细胞异
常增生后所形成的肿块病灶，根据
病理表现不同被分为良性肿瘤和
恶性肿瘤。与良性肿瘤相比，恶性
肿瘤患者普遍预后较差，并且治疗
期间极易产生严重心理负担。不
良心理情绪及压力均对患者的治
疗效果及预后产生不利影响。笔
者对恶性肿瘤患者的常见心理负
担进行了汇总，并探讨可用于改善
患者病情的常见护理措施。

常见心理负担

一些研究数据表明，目前临床
上有80%以上的恶性肿瘤患者存在
不同程度的心理痛苦，从确诊后的
心理反应情况主要包括 4 个阶段：
一是最初，多数患者的心理会受到
极大冲击，多处于恐惧阶段，一部
分反应剧烈者还会出现眩晕、心
慌，甚至休克现象。二是当患者经
历情绪波动后，慢慢冷静下来，则
开始怀疑肿瘤诊断的准确性，多通
过否认来缓解内心的紧张感和痛

苦程度。三是当病情得到明确后，
多数患者会出现明显的暴躁、愤怒
等情绪，进而影响饮食、作息等。四
是多数患者会慢慢接受自己身患肿
瘤这一事实，进而陷入长期的抑郁、
焦虑、痛苦中。

心理护理方法

考虑到肿瘤患者在不同时期的
心理负担存在一定差异，所以应针
对不同阶段实施针对性的护理措
施。一是在刚得知患病的恐惧阶
段，护士需通过提供独立休息空间、
家属陪同、交流谈心等方式，帮助患
者增强安全感。二是在情绪平静
时，患者处在怀疑、否认阶段，护士
应做好患者的正确引导及思想沟通
工作，通过个体化健康宣教的方式，
帮助患者正确认识疾病，并告知治
疗现状、癌症并非绝症，积极配合治
疗也有治愈的可能等。三是当病情
确诊、患者也意识到事实不可改变
时，护士需要通过耐心疏导，增强患
者的治疗信心，可以通过分享既往

成功救治案例，鼓励患者积极配合
治疗。四是为避免患者在后期出现
焦虑、抑郁等情绪，护士可通过听音
乐、放松训练等方式，帮助患者分散
注意力。但是，为了获得预期干预
效果，护士在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
前，需要借助心理状态评估量表对
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综合评估，依
据评估结果制定并实施个体化护理
措施，可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由
此，可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心理环
境，以顺利接受后续治疗。

恶性肿瘤并非绝症，即便确诊
为恶性肿瘤，患者通过积极治疗也
能提高生活质量。但在临床实践
中，多数恶性肿瘤患者因存在较大
心理负担，导致治疗效果不理想。
为了营造良好的环境，消除患者的
不良情绪，除予以精细的生活照料
外，还可从改善心理状态入手，比如
护士针对不同心理负担的患者，进
行心理护理，可取得预期治疗效果。

（作者供职于商丘市第一人民
医院肿瘤二科）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严重的并发症之
一，因涉及高血糖导致的神经末梢损害、微
血管血液循环异常、反复感染、伤口难以愈
合等因素。因此，糖尿病足的致残率高，严
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所以科学防治，从

“足”开始。

治疗方法

控制血糖 发生糖尿病足最根本的原
因是糖尿病，所以对于糖尿病足患者来说，
首先应该控制血糖。

保证足部血供 良好的血运是创面
愈合的必要条件。糖尿病足患者由于长
期糖尿病血管病变致使足部供血不足，导
致受伤后伤口难以愈合。在治疗上，尽可
能恢复足部血运，比如下肢或者足部血管
狭窄，可以在血管中放置支架或者进行球
囊扩张。

早期外科干预 糖尿病足患者出现足
部和小腿创面后，应尽快进行手术清创治
疗，去除坏死及感染组织，利用封闭创面负
压吸引等手段使创面新鲜后，尽早通过植
皮等封闭创面，达到治愈的目的。

营养支持 大部分糖尿病足患者因为
感染、应激等原因，会出现营养不良的问
题。因此，在治疗上要加强营养支持，可促
进创面愈合。

预防更重要

拒绝紧身衣袜 神经和血管病变是导
致糖尿病足发生的重要原因，糖尿病患者皮
肤感染的风险也比正常人高。紧身的衣物
或许更加美观，但是对血液流通是一种束
缚。因此，糖尿病足患者的袜子非常关键，
袜口如果很紧，不利于脚部血液流通。时间
久了，会引起足部肿胀、发凉、麻木无力，甚
至引起行走不便等症状。为此，建议患者选
择袜口弹力大，并且稍微宽松的棉质袜子。

选对鞋子 通常情况下，多数人足部受
伤不能像手部受伤时那样敏感，糖尿病足患者更是如此。在糖
尿病足患者的脚部破损后，如果不及时处理伤口，是十分危险
的；一旦发生感染，会导致足部病变，甚至有截趾（肢）的危险。
为此，糖尿病足患者宜穿柔软、材料透气、宽松的鞋子。

饮食合理 药物治疗、饮食控制及适当运动是治疗2型糖
尿病的常见方法。在临床工作中，医生发现不少糖尿病足患者
错误地认为，饮食控制就是“饥饿疗法”。其实，饮食控制是适
当调整饮食结构，合理搭配食物。

控制总热量 每日摄入量以达到或维持理想体重为宜。
平衡膳食 选择多样化、营养丰富的食物，降低单糖及双

糖食物的摄入量，限制脂肪摄入量；适量选择优质蛋白质，增加
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的摄入量；提倡少食多餐、定时定量
进餐。

不宜独居 糖尿病足作为糖尿病中老年患者中的高发疾
病之一，备受大家关注。很多老年人存在走路不稳、视物模糊
的现象，极易发生摔倒、划伤等意外情况；由于长期高血糖导致
患者的足部发生神经病变，对痛觉的感觉减弱，甚至丧失，往往
在足部伤口发生溃疡时才被发现。此外，许多中老年患者还合
并有心脑血管疾病，所以不适合独居。

安全出行 糖尿病足患者出行时，饮食、运动、睡眠等都和
家中不同，这些外在因素均可引起血糖波动，为预防出现意识
不清、昏迷等紧急状况，应随身携带病历或急救卡等资料，以便
快速让急诊医生了解病情，确保得到有效救治。

总之，对于糖尿病足，预防至关重要，要时刻警惕不让小伤
口变成大问题。同时，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可让糖尿病足
患者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腔内血管外科）

脑供血不足常见于中老年
人，通常指由于脑部血液无法正
常流通，或心脏泵血能力减弱引
起的脑功能障碍。临床上的主
要表现为头晕、头痛、视力障碍、
失眠、健忘、呕吐等。脑部神经
组织在长期影响下出现异常，还
容易出现脑部组织神经坏死等
症状。为了预防病情加重，发现
脑部供血不足时，就需要进行早
期干预。

营养均衡 保护血管是在
发现脑供血不足时，首先应该做
的事情。引发脑供血不足的原
因就是血管发生病变或者心脑
血管发生堵塞，所以有效的预防
方法是保护血管，以免出现严重

后果。补充维生素C和维生素E
及番茄红素等抗氧化物质，帮助
人体清除自由基及有害物质，可
降低损伤血管的概率。为了预
防血管腔狭窄出现血液供应量
不足现象，建议人们吃一些五谷
杂粮，补充蛋白质，水果蔬菜搭
配均衡等，都是非常必要的。同
时，应控制盐分的摄入量，不要
吃辛辣、刺激性食物。

补充不饱和脂肪酸 不饱
和脂肪酸能有效降低血液中胆
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对大脑
供血、供氧都有改善作用。由于
血液中大量的胆固醇和甘油三
酯会导致血液变得黏稠，严重时
会引发脑血管疾病。因此，有效

改善这一症状，可补充不饱和脂
肪酸，能够保护脑部血管。

加强运动 想有效促进血
液循环，增加脑部组织的供血量
和供氧量，除了补充一定的营养
素外，还应加强锻炼。针对脑供
血不足患者，可以选择适宜的运
动方式进行护理，因为运动既能
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又可加快新
陈代谢。由于早期脑供血不足
的症状不严重，所以通过锻炼既
能有效缓解病情，又能改善全身
血液循环，促使血管恢复功能。
冬季天气比较寒冷，存在血液循
环状态不良等现象，容易导致脑
供血不足。因此，人们应加强局
部保暖，比如出门戴帽子等。

缓解原发性疾病 有一些慢
性原发性疾病，也会导致脑供血
不足，例如“三高”（高血压、高血
糖、高血脂）问题，多次出现会引
起脑供血不足。为了缓解原发性
疾病的症状，首先应消除病因，可
以通过调整饮食结构或者服用药
物等方式，控制原发性疾病症状，
帮助患者控制血糖、血压及血脂
等。如果病情比较严重，就需要
在医生的监测下进行治疗。

保持良好心态 不管患了什
么疾病，在治疗疾病方面，首先需
要保持良好心态。由于心情好
了，身体的各项机能就会呈现良
好状态，比如在家听音乐、约朋友
聊天等，都是让自己心情愉悦的

方式，有利于防病、治病。
脑供血不足虽然是比较常

见的问题，但是也可能是其他
疾病引起的。为此，应找出脑
供血不足的原因，以便对症用
药。脑部供血不足虽然早期病
情较轻，但是也需要加强控制，
以免导致脑部组织出现病变或
者坏死等。

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医疗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所以很多疾病的治疗康复率也
得到提高。为此，在患病后，人
们不必惊慌、害怕，应对治疗疾
病充满信心。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附属
郑州中心医院神经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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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患者的心理护理措施
□刘庆玲

艾滋病患者的护理要点
□孙书亚

脑供血不足的早期干预
□孙明丽

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
人身上的“小毛病”逐渐出
现，病痛让人难以承受，特别
是肠胃问题更是如此。那
么，针对老年人的肠胃问题
有哪些防护措施呢？

运动 适当运动，能够
有效促进胃肠道蠕动。因
此，在早上、晚上可以进行慢
跑或散步，以及进行系统化
运动，比如做 15 分钟的腹式
运动，再散步、打太极拳等。
在运动过程中，胃肠道蠕动
量增加，消化功能也会得到
加强。

饮水 相关研究结果表
明，适当饮水能够有效促进
胃肠道消化食物。在日常生
活中，人们每天要喝 8 杯~10
杯水。老年人更要坚持每天
喝水，最好在每天晚上睡觉
前 、起 床 后 各 饮 一 杯 白 开
水。这样，既能起到稀释血
液的作用，又能有效刺激胃
肠 道 黏 膜 ，促 进 胃 肠 道 蠕
动，从而起到润肠、通便的
作用。

饮食 随着年龄的不断
增加，特别是到了老年时期，
人的胃肠道功能会随之降
低，需要食用一些较软的食
物，以促进胃肠道消化食物、
吸收养分及促使肠道排泄
等。同时，老年人还可食用
一 些 粗 粮 ，以 增 加 食 物 纤
维。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多食用一些富含膳食纤
维的食物，比如薯类、芹菜、
菠菜等，也可食用苹果、香
蕉、梨等水果。其间，老年人
每天可选择几种食物进行合
理搭配，可促进胃肠道蠕动，
加快排泄速度。此外，若感
觉肠胃不适，应补充一些益
生菌，可预防病菌侵袭。

心情 胃肠道的发生和
自身的心情有着密切联系，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被
周围的环境所左右，特别在
季节交替时期，经常会产生
烦躁、忧郁等情绪，会对胃肠
道产生影响。因此，在日常
生活中，老年人尽量保持心
情愉悦和情绪稳定，避免出
现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需
要劳逸结合，以免对肠胃道
造成不利影响。

揉腹 在日常生活中，
老年人可以通过揉腹来增加
腹肌和肠平滑肌的血液循
环，也能有效增强肠内壁肌
肉的张力及淋巴系统功能，
促进胃肠道蠕动，从而加强
对食物的消化、吸收；改善大
小肠的蠕动功能，可预防便
秘；在揉腹过程中，用力要适
中，应持之以恒，可达到理想
效果。

定期体检 由于胃痛、
胃胀、泛酸等症状比较常见，
且症状明显，无法分辨是否
有胃肠道疾病。因此，要定
期让老年人做胃肠镜检查，
分辨是否有胃肠道疾病，可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预 防 在 季 节 更 替 时
期，不仅容易引发胃肠道疾
病，还容易患其他疾病。在
治疗这些疾病的过程中，一
部分药物会对食管和胃黏膜
产生刺激。因此，在服用药
物之前可食用一些食物，以
免药物刺激胃肠道黏膜，产
生胃部不适症状。

总之，老年人想拥有健
康的身体，除了具有良好的饮
食习惯，还需要适当运动，注
重保护肠胃，从而安度晚年。

（作者供职于新乡市中
心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老年人
养护肠胃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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