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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拥抱”：海姆立克急救法
□张建阁

海姆立克是美国一位多年从
事外科的医生。在临床实践中，
他被大量食物、异物窒息造成呼
吸道梗阻致死的病例震惊了。在
急诊急救中，医生常常采用拍打
患者背部，或将手指伸进患者咽
喉去取的办法排除异物，其结果
不仅无效反而使异物更深入呼吸
道。海姆立克经过反复研究和多
次的动物实验，终于发明了利用
肺部残留气体，形成气流从而冲
出异物的急救方法。

1974年，一位70岁的老人在
面对被鸡块卡喉的老妇人时，用
在报纸上读过的有关海姆立克的
手法，对老妇人紧急施救，使其转
危为安，自此海姆立克急救法受
到世人瞩目，并被迅速普及，被世

人称为“生命的拥抱”。

何为海姆立克征象

当患者被食物或异物卡喉
时，会出现有一手放到喉部的情
况，即为海姆立克征象。此时可
以询问患者：“你被卡住了吗？”如
果患者点头表示“是的”，则应该
立即为患者实施海姆立克急救。
如果患者无以上指征，但出现了
以下情况，也应该立即施救：不能
说话或呼吸；面唇青紫；失去知
觉。

海姆立克急救法的原理

海姆立克急救法的原理是利
用冲击腹部膈肌下软组织，该软
组织被突然冲击，产生向上的压

力，压迫两肺下部，从而驱使肺部
残留空气形成一股气流。这股带
有冲击性、方向性的长驱直入气
管的气流，就能将堵住气管、喉部
的食物硬块等异物冲出，使人获
救。

如何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

如果是3岁以下孩子被食物
或异物卡喉，救护者应该马上把
孩子抱起来，一只手捏住孩子颧
骨两侧，手臂贴着孩子的前胸，另
一只手托住孩子后颈部，让其脸
朝下，趴在救护人膝盖上，在孩子
背上拍1次～5次，并观察孩子是
否将异物吐出。

如果上述操作无效，救护者
可以采取另外一个姿势，让孩子

躺在坚硬的地面或床板上，救护
者跪下或立于其足侧，或取坐位
（使患儿骑在救护者的大腿上，面
朝上），以两手的中指或食指，放
在患儿胸廓下和脐上的腹部，动
作轻柔快速向上压迫。重复，直
至异物排出。

应用于急救成人时，救护者
站在患者背后，用两手臂环绕患者
的腰部，然后一手握拳，将拳头的
拇指一侧放在患者胸膜下和脐上
之间的腹部。再用另一手抓住拳
头、快速向上重击压迫患者的腹
部。重复以上手法直到异物排出。

自救时，可采取以下步骤：稍
稍弯下腰去，靠在一个固定的水
平物体上，以物体边缘压迫上腹
部，快速向上冲击，重复几次，直

到异物排出。
日常生活中，口含食物或异

物时嬉笑、打闹或啼哭，容易发生
食物或异物卡喉，这种情况在儿
童中尤为常见。出现卡喉时，患
者会出现窒息或严重的呼吸困
难，表现为突然剧烈呛咳、不能发
音、出现喘鸣、呼吸急促、皮肤青
紫，严重者可迅速出现意识丧失，
甚至呼吸、心跳停止，危及生命。

身边的人一旦出现这种情
况，千万不能叩击患者背后或将手
指伸进其咽喉去取异物，应在迅速
拨打120急救电话的同时，对其采
用海姆立克法施救，或者在急救人
员的指导下进行心肺复苏。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人民医
院急诊医学科）

超声检查，你知道多少
□郭志荣

CT增强扫描的意义及价值
□宋朝晖

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可
以说是医生的眼睛，在临床疾病诊
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技术
的发展，CT机器不断地更新，能够
获得比以前更加清晰的图像。许
多来检查的患者，都会对CT报告
单上的“建议CT增强检查”产生疑
问。

什么是CT平扫

CT 平扫就是不需要任何造
影剂 ，直接在 CT 机上做检查 。
CT 平扫主要起到筛查的作用，针
对不同的器官可能作用不一样。
例如胸部 CT，一般平扫基本上可
以发现早期的肺癌；如需检查颅
内有无出血，CT 平扫基本也能发
现病变。

如果 CT 平扫怀疑脑梗死或
者脑部肿瘤，可以做增强 CT 或
者磁共振，以进一步评价。CT
平扫扫描快，在急诊使用较多。

什么是CT增强检查

CT 增强扫描是在 CT 平扫的

基础上，往静脉里面注射造影剂，
造影剂会随着血液循环，“跑”到全
身的组织器官中。打了造影剂后
可以观察病变组织的血流情况，与
周围正常的组织做对比，可以区分
病变的性质、血供是否丰富，里面
有没有坏死，有没有出血，良性还
是恶性，通过增强扫描，这些都可
以得到提示。

CT 增强扫描可以动态观察：
观察一个病变的动脉期、门脉期、
延迟期等。比如肺癌肝转移，CT
平扫时只能看到肝脏低密度影，
不能确定性质，而做CT增强扫描
的时候可见这样的描述：肝脏可
见多发低密度灶，动脉期病灶可
见边缘环形强化，考虑转移。所
以，CT 增强扫描比普通扫描更加
精确，可以得到更多信息，有助于
鉴别诊断。

CT增强扫描的意义及价值

1. 及时准确发现病变并准确
判定病变组织的性质。比如：结
节，不管是肝结节还是肺结节，如

果小于 1 厘米，在 CT 平扫下虽然
可以诊断，但难以辨别到底是血管
性还是陈旧性病变，又或者是淋巴
结等。通过CT增强扫描，影像专
家们就能够区分出来了。

2.判断病变组织血运情况，病
变与血管之间的关系。比如：车祸
伤患者手臂被包扎得严严实实，
CT 平扫下只能看到是否骨折，或
软组织的损伤情况，看不到受伤手
臂的血供。但通过CT增强扫描就
能看清楚供血是不是正常、哪部分
有问题，医生也能知道如何处理才
是很好的方案。

3. 用于良恶性肿瘤性病变的
准确定性诊断，同时用于恶性肿瘤
分期分级。

4. 用于临床疗效的观察和全
身血管病变的准确判断。

总之，CT 增强扫描可以看病
变的血流情况，比 CT 平扫更准
确。如果CT平扫怀疑有问题或者
没发现问题，想要进一步确诊，可
以做CT增强扫描检查。

（作者供职于滑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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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病是指脑血管病变引起脑
功能障碍的一类疾病总称。生活中，
脑血管病随时可能发生，遇到身边人
突发脑血管病时，我们应该怎么办？

识别发病信号

脑血管病常见的发病信号：突然
一只眼或双眼短暂发黑或视物模糊；
突然看东西重影或伴有眩晕；突然一
侧手、脚或面部发麻（木）或伴有肢体
无力；突然说话不清楚或听不懂别人
说话的意思；突然眩晕或伴有恶心、呕
吐，甚至伴有心慌、走路摇摆不稳等；
没有任何预感突然跌倒，或伴有短时神
志不清等；精神状态改变，或沉默寡言，
或呓语，或嗜睡；突发剧烈头痛；原有高
血压病史，平时血压尚平稳，现在血压
突然升高；全身或局部肌肉出现抽搐
等。出现以上几种征象时，应高度警惕
是否发生了脑血管病，尽早在家人或同
事的陪同下前往医院进行检查。

病发时的急救处理

当怀疑身边人可能突发脑血管病
时，处理是否及时、恰当将直接影响到
预后。能否做出正确的急救措施是减
少并发症、维持基本生命体征、防止病
情加重的关键，也为医院内救治争取
了宝贵时间。

正确的急救措施

不要惊慌，保持镇静，迅速拨打
120，寻求医疗帮助，必要时不要放下
急救电话，询问并听从医生指导进行
相应处理。

遇到患者跌倒时，不要立即将患者拉起或扶起，以免
加重病情；应两三人同时搬抬患者至床上，一人抬肩，一
人托腰臀部，一人抬腿，头部略抬高；抬动患者时应动作
轻柔，勿晃动患者头部，以免造成患者的二次损伤。

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患者昏迷或有呕吐物时，应立
即将患者头部偏向一侧，便于口腔黏液或呕吐物流出。
同时将患者的衣领解开，佩戴活动性假牙的患者应及时
取出假牙，以免假牙脱落至呼吸道引起窒息。假如患者
出现呼吸急促，口腔或咽喉部有分泌物或痰液时可以将
吸管置于患者口咽部，从另一头用力吸出分泌物。患者
若有抽搐症状，可用两根竹筷子缠上软布塞入上下齿之
间，防止其舌被咬伤。

有条件者可以给予及时吸氧；避免强烈的声光刺激，
可适当拉上窗帘。

在没有明确诊断之前，切勿擅自做主给患者服用止血
药、促醒药或其他药物。

在自行前往医院的途中，应避免患者头部剧烈晃动。
采用担架转运患者时，担架的褥垫以又厚又软为宜，头部
要有专人保护，以减少行车中的摇晃和震动。

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如果患者是清醒的，应注意安
慰患者，缓解其紧张情绪，切勿慌乱，更不要大声呼喊或
悲哭，以免加重患者的心理压力和紧张情绪。

120 急救人员到达现场时，应详细向救护人员叙述
患者的既往病史、病情变化。比如什么时候开始发病、
出现了什么症状、发病前的诱因及救护人员到来前的
急救措施，以便急救人员做出连续性和完整性的处理
措施。

如患者最近做的有相关检查，应将相关检查结果交给
急救人员查阅，为尽早确诊疾病提供依据。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

近日，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
金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市经
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北京健康城市建
设促进会、北京健康城市建设研究中
心共同发布了健康城市蓝皮书《中国
健康城市建设研究报告（2022）》，报告
中指出，糖尿病已成为日趋严重的全
球性公共卫生问题，中国是糖尿病患
病率提升最快的国家之一，城市患病
率高于农村。

据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截至 2021 年，全球约有 5.37 亿的
糖尿病患者。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达
1.41亿人，发病率高达12.8％，相当于每
10个人里就有1个糖尿病患者。其中，
90%以上是2型糖尿病。如何预防糖尿
病，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

糖尿病是由遗传因素、免疫功能紊
乱、微生物感染及其毒素、自由基毒素、
精神因素等各种致病因子作用于机体导
致胰岛功能减退、胰岛素抵抗等而引发
的糖、蛋白质、脂肪、水和电解质等一系
列代谢紊乱综合征，其主要症状是高血
糖。糖尿病是导致心血管疾病、截肢和
死亡的主要原因。

糖尿病的发病原因有很多，除了遗
传和环境因素，还有不健康的饮食方
式。比如，三餐饮食不规律，喜欢吃辛辣
油腻、刺激性食品等。

预防糖尿病，就需要人们“管住嘴、
迈开腿”，保证作息规律。患者在日常生
活中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饮食疗法 糖尿病患者最重要的
就是注重饮食了。患者要拥有健康的
饮食习惯，注意每天的糖类物质的摄入
量，多吃健康、新鲜的食品，多吃蔬菜和
粗粮，保持低盐、低脂、低糖的清淡饮
食。

运动疗法 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糖
尿病患者的恢复，运动可以改善患者的
心血管情况，促进心肺功能，加快身体的
代谢，促进身体糖类消耗。糖尿病患者
要密切关注自己的血糖情况，当血糖水
平太低的时候需要注意避免运动。

血糖检测 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检测非常重要，随时检测血
糖可以使患者了解自身的血糖情况，从而更好地维持正常血
糖水平。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现在有很多便携式测血糖仪
器，可以让患者及时了解自身的血糖情况。

药物治疗 胰岛素药物治疗是治疗缓解糖尿病的主要方
法。糖尿病患者使用胰岛素治疗的时候，需要注意按时按量服
用药物，并观察药物的副作用。如果使用药物治疗后出现不良
反应，应及时就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糖尿病健康教育 糖尿病患者要多加强健康教育，可以通
过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了解糖尿病
的有关知识及治疗方法。同时，家人多和糖尿病患者沟通交流，
也可以缓解患者由于治疗出现的情绪烦躁等心理状况。

总之，纠正不良生活方式，践行合理膳食和积极运动，是预防
和控制糖尿病发生、发展的有效手段，可帮助糖尿病患者有效控
制血糖，预防和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改善生活质量，节约医
疗费用支出。

（作者供职于济源市第二人民医院肾脏内科）

有关尿检的
那些事儿

□曹灵军

去医院体检时，医生经常
会让体检者进行尿常规检查，
这是三大常规检查中重要的
一项。由于相关知识普及较
少，大家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进
行尿检、尿检有什么意义。您
是否也带着这种疑惑的心理
去尿检呢？

尿液颜色 正常尿液颜
色为透明无色或者淡黄色，如
果尿液颜色出现异常，那么就
可能代表机体出现了不同疾
病。

如果尿液为乳白色，多见
于丝虫病；如果出现脓尿，多
见于泌尿系统的化脓性感染；
如果出现血尿，可能是肾结
核、肾结石、肾脏肿瘤等导致
的；如果尿液颜色为暗褐色或
者黑色，可能与溶血性贫血以
及阵发性血红蛋白尿有关；如
果为深黄色，则可能是肝细胞
性黄疸或者阻塞性黄疸造成
的。

酸碱度 这是用来反映
机体肾脏调节能力的重要指
标。如果数值低于正常范围，
那么机体可能患有酸中毒、糖
尿病、慢性肾小球肾炎、白血
病等。如果数值高于正常范
围，多见于肾小管性酸中毒、
呼吸性碱中毒等。

除了病理性原因会导致
酸碱度发生改变外，一些生理
性变化也会影响尿液酸碱度
的数值。

比如，如果进食过多的
高蛋白质食物，可能导致 pH
（酸碱度）值出现一过性的降
低；如果吃过多含碱性的蔬
菜及水果，可能会导致 pH 值
出现一过性的增高，但这些
都属于生理性变化，随着机
体的代谢，pH 值会逐渐趋于
正常。

尿蛋白 尿蛋白也分为
生理性尿蛋白和病理性尿蛋
白两种，其中生理性蛋白尿通

常包括直立性及功能性蛋白
尿，而病理性分为肾前性及肾
性两种。

尿糖 对于正常人来说，
尿液中不含糖或仅含有微量
的葡萄糖，所以进行尿糖定性
试验时结果为阴性。一旦机
体血糖浓度高或者肾小管重
吸收能力下降，那么结果会变
成阳性，被称为尿糖。一般多
见于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
进、库欣综合征等患者。

尿酮体 如果结果为阳
性，多见于磷中毒、服用双胍
类降糖药以及糖尿病酮症酸
中毒的患者；如果新生儿在出
生后出现尿酮体强阳性，多为
遗传性疾病所致，应该引起注
意。

事实上，尿液标本的有效
性 影 响 着 检 查 结 果 的 准 确
性。体检中，很多患者留尿的
方式不太准确。因此以下几
点一定要引起重视：

要注意尿标本的清洁。
对于女性来说，不能在月经期
间留尿，而且留尿前要注意清
洗外阴，避免有白带混入尿液
标本内；男性则要注意避免将
前列腺液混入标本内。

在留取尿液时，要注意留
取中段尿，且留取后的尿不能
放置太久，以免导致白细胞破
坏或者细胞发生溶解。

在留取尿液标本的 72 小
时前不建议做剧烈运动，尤其
是游泳、踢足球、打篮球等。

留取尿液时，应将标本一
次性放在容器内，避免来回更
换容器，造成样本的污染。

以 上 就 是 尿 常 规 检 查
的 部 分 临 床 意 义 。 建 议 大
家不要忽视尿检的重要性，
并 掌 握 尿 检 过 程 中 相 应 的
注意事项，从而保证检查结
果的准确性。

（作者供职于洛阳市老城
区邙山镇卫生院检验科）

超声检查是临床上应用非
常广泛的检查项目之一，但是大
多数人只是听说过或利用超声
检查诊断过疾病，对相关知识的
了解并不多。

超声检查对人体有害吗？检
查时涂在皮肤上的是什么……一
系列问题困扰着很多人，你对相
关知识了解多少呢？

什么是超声检查

它是临床上常用的影像诊断
技术，是指利用超声波的反射将
机体组织进行图像化处理，由于
具有费用低、无创、简便以及准确
率高等优点，已经成为广大患者
用于检查疾病的首选影像学方
法。医生也能根据检查结果对疾
病做出快速准确的诊断，有利于

后期疾病的治疗。

超声检查对人体有害吗

这是很多检查者想知道的
问题。超声检查对检查者甚至
孕妇、胎儿来说都是安全的。因
为它利用的是高频率声波，没有
放射性，具有安全、无害等特点。

检查有哪些特殊要求

为了保证检查地顺利进行
及结果的准确性，在超声检查时
一般要求大家空腹、憋尿，但并
不是所有的超声检查都需要如
此。仅腹部超声检查需要空腹，
一般要确保禁食 8 小时以上，在
检查当天早上也不能吃任何东
西，保持空腹状态。常见的空腹
检查包括肝脏、肾脏、胰脏、胆囊

以及淋巴结等，空腹的作用是防
止气体对检查结果的干扰，从而
确保成像质量。

常见需要憋尿的超声检查包
括前列腺检查、输尿管检查、膀胱
检查以及怀孕前3个月进行妇科
超声检查等。憋尿的目的是使膀
胱充盈，防止肠管气体对检查的
干扰，检查前建议喝 800 毫升至
1000毫升的水。那么如何判断膀
胱充盈呢？机体可以采取平卧
位，如果下腹部凸起呈浅弧形，并
且施加压力检查者能忍住，说明
此时膀胱充盈较好。

检查部位为什么要涂抹凝胶

在超声检查时，医生会在检
查部位涂抹凝胶。这种凝胶是耦
合剂，可以让皮肤与探头之间更

好地接触，提高成像质量，保证结
果的准确性。

不仅如此，在检查部位涂抹
凝胶还能够减少探头与检查者皮
肤之间的摩擦，在检查的过程中
既可以灵活地滑动探头，又能够
扩大检查视野。值得注意的是，
耦合剂是一种医用凝胶，不会对
身体造成影响，无毒无害。在检
查后用湿巾或温水轻轻擦拭即
可。

检查结果是如何得出的

很多人认为超声检查只是仪
器自动扫描后，就能得出结果，事
实上不是这样。超声医生会利用
各种技术手法从而探查出对疾病
诊断具有价值的图像。同一种疾
病，由于个体存在的差异性可能

有多种图像。

每个人的检查时间长短不同

由于检查项目的种类、数量
以及病情的严重程度不同，因此
检查时间有快有慢。对于病情严
重且检查项目多的检查者来说，
检查时间会相对慢一些。

因此，建议处于等待区的检
查者不要着急，耐心等待，配合诊
疗工作的顺利进行。

总之，超声检查在临床应
用十分广泛，在不同超声检查
之前有不同的注意要点。建议
检查前，大家咨询医生提前做
好准备，以确保检查结果的准
确性。

（作者供职于嵩县中医院超
声科）

脑血管病是指各种病因使脑
血管发生病变而引起了功能缺损
的一组疾病的总称。根据病理性
质，通常分为缺血性脑血管病和出
血性脑血管病。

脑血管病是一种对人类身体
健康、寿命造成严重威胁的常见疾
病，具有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的特
点，部分患者病情严重经抢救后患
有偏瘫、吞咽困难、痴呆等并发症，
这将会给家庭、社会带来沉重负
担，因此脑血管病的预防极为重
要。

饮食调整 日常饮食宜食用
清淡食物，少食用动物脂肪与胆固
醇含量高的食物。主食应以谷物
为主，避免过多食用蔗糖，适量摄
入动物蛋白，有利于将血清中脂质
含量降低；因为维生素C能够加快
胆固醇转化，所以应多食用新鲜蔬
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
不仅如此，日常生活中还要对食物
热量予以合理把握，防止剩余热量
转化为脂肪、胆固醇储存在体内。

适量运动 多运动对于脑血
管病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脑血管病患者应适当参与体力活

动，加强体育锻炼。锻炼能够增
加体力，改善脑血液循环，并对机
体能量进行消耗，避免体内热量
过多导致肥胖，有效预防动脉粥
样硬化的情况。在运动时应结合
基础体能，选择适宜的体育锻炼
方法。

另外，还应该坚持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可以促进体内血液的循
环流动，同时还可以降低血液的
黏稠度，自然就可以预防脑血管
病。

情绪调养 注意情绪调养，生
活中应保持积极、乐观、愉快的心
情，避免过度忧思、悲痛、愤怒。长
时间精神紧张会造成血压、血脂上
升，加快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应注
意劳逸结合，如听轻音乐、看看书。

健康检查 应定期进行健康
检查，通过积极治疗能够改善动脉
硬化的疾病，既往健康者也应定期
到医院进行体检，可以早发现早诊
治。倘若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病，
应保持乐观的心态接受治疗，遵医
嘱按时服药。

生活指导 经常熬夜，过度劳
累，身体会出现各种疾病，尤其是

老年人。除此之外，老年人一定要
注意规律的生活，保证充足的休息
时间，才可以保障身体的各个功能
有效调理。

控制血脂、血糖 血脂异常会
导致人体动脉粥样硬化，引发脑血
管性疾病，尤其是肥胖又患有高血
脂症的人群，要高度重视。脂肪肝
患者一定要特别注意，要合理使用
降血脂的药物，调整个人的生活方
式，将血脂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之内。

血糖的控制也同样重要，一旦
人体的血糖超标，有可能会导致人
体出现各种类型的并发症，如果服
用降糖的药物效果不明显，应在医
生指导下注射胰岛素，将血糖的指
标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脑血管病预防大于治疗。在
平时生活中，做好脑血管病的预
防，可以减少该病的发生概率。

一旦发现自己有疑似脑血管
病的症状出现，一定要引起重视，
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才能让身体
快速康复。

（作者供职于新乡市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脑血管病预防知识有哪些
□路 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