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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姆立克急救法
□杨玉秀

日常生活中，常有人进餐过
于急促，导致食物卡喉或不小心
吞咽异物进入气道。当发现异物
卡喉现象时，应做出紧急处理，学
会海姆立克急救法，为自己和他
人提供安全保障。

海姆立克急救法的原理
将人的肺部设想成一个气

球，气管就是气球的气嘴，假如
气嘴被异物阻塞，可以用手捏挤
气球，气球受压后，球内空气上
移，将阻塞气嘴的异物冲出，这
就是海姆立克急救法的物理学
原理。

急救者环抱患者，突然向其
上腹部施压，迫使其上腹部下陷，
造成膈肌突然上升，患者的胸腔
压力骤然增加，由于胸腔是密闭

的，只有气管一个开口，故胸腔
（气管和肺）内的气体就会在压力
的作用下自然地涌向气管，每次
冲击将产生450毫升~500毫升的
气体，在气体冲击下患者排出异
物，气道恢复通畅。

操作过程
简单来说，记住“剪刀、石头、

布”的口诀，就基本掌握了海姆立
克急救法。“剪刀”是指施救者两
个手指并拢，像一个闭合的剪刀，
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按压点在患者
肚脐上方两横指以上的位置。“石
头”是指施救者一手握拳，拇指侧
的拳眼放在按压点上。“布”是指
施救者另一只手抱住拳头，用向
上、向内的力量，冲击患者的上腹
部。需要注意的是，儿童和成人

的承受力不同，施救时应注意力
度。

针对人群
婴幼儿 婴幼儿被异物卡喉

时要用 5 次拍背法和 5 次压胸
法。5次拍背法是将婴幼儿的身
体扶于施救者的前臂上，让婴幼
儿的头部朝下，用一只手支撑婴
幼儿的头部和颈部，另一只手掌
的掌跟在婴幼儿背部两肩胛骨之
间叩击5次。

5次压胸法是让婴幼儿躺在
坚硬的地面上或床板上或施救者
的大腿上，用一只手托住婴幼儿
的头部和颈部，用另一只手的中
指和食指同时发力，冲击压迫婴
幼儿胸部，动作要轻柔，但速度要
快，按压 5 次后观察婴幼儿的反

应。
儿童 施救者从儿童的背后，

双手放在儿童肋骨正下方，一手
握拳，另一只手抱住拳头，迅速以
45度角向上收紧按压，连续且有
规律的重复动作，直至异物从儿
童的口中冲出，儿童能够顺利呼
吸为止。

成人 将患者两腿分开，施救
者从患者背后将其环抱，施救者
一手握拳，另一只手抱住拳头，双
臂用力向上收紧，快速而有力的
向上方冲击，连续重复动作数次
后，观察患者的反应情况，直至异
物排出。

如何自救
如果患者被异物卡喉时身旁

没有人，应立即拨打120，同时采

取自救措施。
患者一只手握拳，用拇指一侧

顶住自己的上腹部，在自己的肋部
下方和肚脐上方处，用另一只手抱
住握拳的手，并迅速用力向上挤
压，重复动作，直至异物排出。

自救时，患者还可以依靠在
一个固定的水平物体上，如桌子
边缘、椅子靠背处等，用物体的边
缘对自身上腹部施压，对准方向，
用向上的冲击力，重复挤压动作，
直至异物排出。

生活中，大家除了要学会海
姆立克急救法，平时在吃东西时
还要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不
要在仰卧、走路、玩耍时进食，避
免被异物卡喉。

（作者供职于聊城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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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是自身免疫介导的、
以免疫性炎症为突出表现的弥漫性结缔组
织病，是一种可以侵犯全身多个系统的慢
性疾病，患者容易出现全身多脏器及组织
受损。

系统性红斑狼疮在育龄期女性中较
为常见，患者可能出现肌肉关节酸痛、疲
劳、乏力、发热、皮疹、对光敏感、淋巴结增
大等症状。还有部分患者会有厌食、体重
下降等症状。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需要
了解具体病因，积极治疗。系统性红斑狼
疮的病因有哪些，可以治愈吗？会遗传
吗？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因有哪些
导致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因有很多，

一般和遗传因素、环境因素、雌激素水平有
一定关系。

阳光暴晒、服用特定的药物后或口服
雌激素，都可能诱发系统性红斑狼疮，或是
加重症状。

家族中如果有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
后代遗传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概率比较
大。研究发现，女性出现系统性红斑狼疮
的概率大于男性，所以这种疾病的出现跟
雌激素有一定关系。特别是处于孕期的
女性，因为孕期雌激素分泌急剧增加，容
易诱发系统性红斑狼疮。

系统性红斑狼疮可以治愈吗
目前，系统性红斑狼疮是没有办法完

全治愈的，但通过规范治疗，可以得到缓
解。系统性红斑狼疮需要早发现、早治
疗，一般采用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
进行治疗。

患者如果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及时用
药，并在症状缓解后，坚持用药巩固，可以
维持病情长期稳定。如果患者系统性红斑
狼疮的症状加重，且大剂量糖皮质激素联
合免疫抑制剂治疗效果不佳，还可通过注
射免疫球蛋白的方式治疗。系统性红斑狼
疮需要终身服用药物，患者要引起重视，不
能擅自停药，避免引起不良反应，或者加重
病情。

系统性红斑狼疮会遗传吗
研究显示，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一

级亲属患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概率是普通
人的8倍；而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家族
中，也常有人患有其他种类的结缔组织疾
病。因此，系统性红斑狼疮是遗传性疾
病。

当然，并不是父母患有系统性红斑狼
疮，孩子就一定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只是
相对于普通人来说，患系统性红斑狼疮的
概率较大。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留意自身病情
变化情况，出现任何身体不适，或异常症状，都需要引起重视，
尽快到医院就诊；平时要注意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避免紧
张、压力过大、焦虑、抑郁等消极的情绪。

日常生活中，患者要注意卫生，尽量穿宽松的衣服，减少
阳光的照射；在病情缓解期可以进行适当锻炼，以增强体质，
还能避免出现长期应用激素引起的体重增加、骨质疏松、肌
肉萎缩等情况。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所进行的活动以事后
不感到疲劳为度；饮食方面要避免吃油炸、辛辣刺激性食物，
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吃蛋白质丰富的食物，提高免疫
力。

（作者供职于莱州市人民医院）

高热的病因与治疗
□单士西

发热是多种疾病的常见
症状。高热在临床上属于危
重症范畴，若腋温超过37.4摄
氏度，且1天内体温波动超过1
摄氏度以上，可认为发热。低
热是指腋温在37.5摄氏度~38
摄氏度之间、中度热是指腋温
在 38.1 摄氏度~39 摄氏度之
间、高热是指腋温在39.1摄氏
度～40摄氏度之间、超高热是
指腋温在 40 摄氏度以上。对
高热患者应及时适当降温，以
防 出 现 惊 厥 和 其 他 不 良 后
果。高热的病因有哪些？该
如何治疗？通过下文详细了
解一下。

高热的病因
引起高热的病因有很多，

急性高热一般是由急性感染
性疾病引起的，颅内损伤、惊
厥及癫痫发作时，也可能会出
现急性高热；急性高热还可能
是输血、输液后的反应；部分
人群在过敏或是疫苗接种后，
也会出现高热。

长期高热可能是由风湿
热、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败血
症、沙门氏菌感染等引起的；
也可能是恶性肿瘤，比如白血
病、恶性淋巴瘤等；结缔组织
病、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代谢
性疾病等也可能出现长期高
热的症状。

发热是人体患病时常见
的病理、生理反应。不同的疾
病，在发热时有不同的症状。
如果患者在高热的同时，伴有
寒颤，可能是肺炎、急性肾盂
肾炎、急性胆囊炎等；若患者
除了高热，还有胸痛、咯痰、咳
嗽、气喘等症状，可能是肺结
核、肺脓肿、胸膜炎、肺炎等疾
病。

如何治疗
导致高热的原因有很多，

出现高热时，患者需要尽快就
医，明确病因，积极治疗原发
性疾病。对高热患者应及时
进行身体降温，避免出现惊
厥，一般采用物理降温和药物
降温。高热患者在物理降温
时可用温毛巾擦拭腋下、腹股
沟、颈部等；药物降温需要根
据患者的年龄、体重服用退烧
药物，儿童也可以在肛门部位
使用退热栓。

另外，高热患者还可以采
用中医针刺降温，常用的穴位
有 少 商 穴 、合 谷 穴 、曲 池 穴
等。患者在高热时需要多喝
水，补充电解质。如果患者喝
水困难，可以采用静脉补液的
方式补充水分。急性感染性
疾病导致的高热，除了退热，
还需要结合抗生素治疗。患
者在用药方面要严格遵循医
嘱，不宜过量更不能擅自用
药，以免引起不良反应。

高热患者要穿宽松舒适
的衣服，切忌采用捂被子发汗
的方式进行身体降温；尽量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在天气寒
冷的季节，患者需要做好保暖
措施，避免着凉感冒。另外，
要注意补充营养，如果没有明
显咳嗽的症状，建议多吃水
果，特别是水分较多的水果，
比如西瓜、雪梨等，可以补充
身体所需的维生素、糖分、水
分。

患者还要注意多休息，不
熬夜。退热后，患者可以适当
进行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散
步、练习瑜伽等，但是注意不
要做剧烈运动；平时要多关注
自己的身体情况，身体出现任
何异常症状，都需要引起重
视，及时就医检查治疗。

（作者供职于泰安市中医
二院）

关节韧带组织损伤怎么办
□闫金峰

关节韧带组织损伤是常见的
运动损伤，是指在外力作用下，关
节发生超范围活动造成的关节内
外侧韧带损伤，属于间接外力造
成的闭合性损伤。

症状较轻的患者，仅少量韧
带纤维被撕裂，症状严重的患者
大部分韧带纤维被撕裂或是韧带
纤维完全被撕裂。部分患者还同
时合并软骨损伤、关节内滑膜损
伤等。对于关节韧带组织损伤需
要引起重视，积极治疗。关节韧
带组织损伤是怎么回事，应该怎
么办？

什么是关节韧带组织损伤
关节韧带组织损伤大多时

候是因为直接或间接外力导致
的内侧副韧带损伤，患者的膝关
节外侧受到了暴力打击或重压
冲击，膝关节过度外翻而损伤内
侧副韧带，使其发生部分或全部
断裂。

外侧副韧带损伤是由膝内
翻暴力导致的，一般来说，患者
还合并腓骨小头骨折，严重时，
腓总神经及骼胫束都可能受到
损伤。前交叉韧带损伤是因为
膝关节屈曲位外翻损伤或膝关
节伸直位内翻损伤。后交叉韧
带损伤主要因为膝盖弯曲时，前
方受到撞击、高速对抗的运动损
伤，导致胫骨上端后移，这种损

伤较为少见。
运动之前没有做好热身活

动、进行高强度的对抗运动、运动
场所湿滑、单次运动量过大等都
可能诱发关节韧带组织损伤。另
外，关节韧带组织损伤的出现，与
鞋子、护具等穿着不合适也有一
定的关系。

关节韧带组织损伤怎么办
如果患者只是部分关节韧带

断裂，可以采用保守的方式治疗；
如果关节韧带完全断裂，且症状
严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和药物
治疗。

保守治疗要进行韧带损伤
部位制动，用支具或石膏固定损

伤部位，以限制损伤部位活动，
促进损伤的韧带恢复，避免损伤
部位局部出现明显的肿胀，疼痛
情况。

患者一般需要石膏固定4周~
6周。患者如果出现疼痛症状，可
以遵医嘱适当服用布洛芬等止疼
药物；患处出现肿胀时，需要使用
活血化瘀药物，比如云南白药、活
血止痛胶囊等；另外，还可服用消
炎、减轻水肿的药物，例如七叶皂
苷钠。

前交叉韧带完全断裂患者，
需要在关节镜下行韧带重建术。
关节韧带组织损伤除了以上的治
疗方法，还可采用物理方式治疗，

比如热敷、按摩、理疗等。物理治
疗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患者
不适症状。

患者在恢复期间一定注意多
休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康复训
练，不要进行剧烈运动，也不要干
体力活；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多
吃蛋白质及维生素含量高的蔬
菜、水果等；可以适当喝一些猪骨
汤、鸡汤、牛肉汤等，以增强体质；
用药方面要注意严格遵医嘱，不
能擅自用药、更不能过量用药；要
定期到医院复查，如果出现身体
不适，或者其他异常症状，也需要
及时就医。

（作者供职于临朐县人民医院）

关于心脏你了解多少
□王中笑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它
起着“水泵”的作用，主要功能是
为人体血液流动提供压力，把血
液运行至身体各个器官。本文将
详细介绍有关心脏的小知识，让
大家了解心脏。

心脏的结构和功能
人类的心脏位于胸腔中部偏

左下方，体积相当于一个拳头大
小，重量为 200 克~425 克。心脏
由4个腔室组成：两个上腔室（左
心房、右心房）和两个下腔室（左
心室、右心室）。心脏的4个腔分
别连接不同血管，左心室连接主
动脉，左心房连接肺静脉，右心室
连接肺动脉，右心房连接上腔静
脉和下腔静脉。

左心房和右心房是接受血液
的腔室，左心房接受含氧气的血
液，右心房接受含二氧化碳的血

液。这两个腔室通过心房间隔分
开。

左心室和右心室是泵血的腔
室。左心室将血液泵送到身体各
处，右心室将血液泵送到肺部进
行气体交换，这两个腔室通过心
室间隔分开。

心脏肌肉收缩时，左心室将
氧气丰富的血液从主动脉排出
到全身，右心室将含二氧化碳的
血液从肺动脉排出到肺部。心
脏的节律由自主神经系统调节。

常见心脏疾病
心脏疾病是一类涉及心脏或

血管的广泛病症，包括冠心病、心
肌炎、心房颤动、心力衰竭等。这
些疾病可能是由高血压、高胆固
醇、肥胖、吸烟等引起的，也可能
是由遗传、感染和其他因素引起
的。

冠心病一般指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脏病，受动脉粥样硬化
的影响，导致冠状动脉的狭窄和
堵塞，影响血液流动，导致心肌缺
血、缺氧。冠心病的典型症状为
胸痛、胸闷、活动后加重等。冠心
病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合理
使用相关的药物，积极治疗。

心肌炎是各种病因引起的心
肌炎症性病变。病因中以引起肠
道和上呼吸道感染的各种病毒感
染最为常见，表现为发热、胸闷、
心悸、心律失常等。心肌炎可能
会导致心肌损伤和心脏功能障
碍。

心房颤动是一种常见的心律
失常，常在老年退行性心脏瓣膜
病、高血压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
的人群中发生。心房颤动不仅影
响患者生活质量，严重者还可发
生静脉血栓栓塞、心力衰竭、脑卒
中等并发症。

心力衰竭是心脏无法把氧气
丰富的血液输送到身体各部位，
通常是由其他心脏疾病引起的，
例如冠心病、高血压病、心肌缺血
等。

如何保护心脏健康
保护心脏健康，需要健康的

生活方式。高盐和高饱和脂肪酸
的饮食会增加高血压病和心脏病
的风险。日常生活中，要选择低
盐和低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多以
谷物、植物类摄入为主，适当进食
鱼肉，尽量不饮酒、不吸烟；控制
体重，对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有一
定的作用；坚持散步、慢跑等运
动，可以增强心脏肌肉，降低血压
和胆固醇水平；定期进行身体检
查可以帮助心脏疾病的早期发现
和治疗。

（作者供职于社旗县人民医院）

牙疼也可能是冠心病
□李风云

65 岁的张女士牙疼了两天，
刚开始以为是牙龈发炎，在药店
买了止疼药，但吃完药牙疼的症
状仍然没有缓解。张女士到医
院牙科就诊时，没有发现牙龈
炎、龋齿等情况，医生建议她到
心血管内科就诊，这让张女士感
到一头雾水。

明明只是牙疼，怎么和心脏
有关？经心血管内科详细检查
后发现，张女士患有冠心病，需
要进行心脏造影检查并放置支
架。原来，张女士的牙疼不是牙
龈发炎，而是心脏缺血引起的放
射痛。

常听父母说“牙疼不是病，疼
起来真要命”，这句谚语指的是牙
疼虽不是什么大病，可发作起来

让人难以忍受。其实牙疼不仅让
人难以忍受，还是身体发出的信
号，如果不重视，可能真的会丢掉
性命。

很多人以为冠心病的症状只
有心前区或胸骨后疼痛，殊不知冠
心病的症状还会在身体其他部位
表现出来。这种其他部位的疼痛，
经常会被患者忽视，尤其是老年患
者，进而导致误诊或漏诊。对于冠
心病患者来说，这些症状要比胸
痛、胸闷等典型症状更致命、更危

险。患者血管狭窄面积逐渐变大，
没有及时治疗，最后拖延至血管完
全闭塞，尤其是血管的三大分支均
出现不同程度狭窄时，尤为危险，
可能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

冠心病引起的牙疼和普通的
牙疼是有所区别的。普通牙疼与
日常活动无关，一般会持续疼痛，
位置比较固定。多数龋齿或者牙
周炎的患者，服用常规的止痛药
如布洛芬等，会有较好效果；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的牙疼比较剧烈，

部位不明确，患者没有龋齿或者
牙周炎表现，疼痛可能间断出
现。患者活动时疼痛明显，休息
时疼痛减轻，疼痛时服用布洛芬
止痛效果不明显，休息或者服用
硝酸甘油类药物反而效果明显，
并且疼痛时还会出冷汗。如果你
的牙疼出现了这些表现，那就要
引起重视，及时到医院就医。

除了牙疼，心肌梗死的不典
型的表现还有很多。部分患者会
出现左前臂及左侧肩胛部疼痛，

常常被误认为肩膀受凉或肩周
炎；部分患者会出现上腹部疼痛，
疼痛呈跳痛、灼痛、针刺样痛，并
伴有沉重感，常被误认为是胃炎、
胃溃疡等；还有下颌、咽喉部、颈
部、后背部、手指、腕部、下肢等部
位的疼痛，往往因患者忽视，导致
病情恶化。

如果患者毫无缘由地出现某
些部位的疼痛，特别是患者有高
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冠心病危
险因素时，不要掉以轻心，在排除
相应部位的病变后，应该考虑是
冠心病所导致的放射痛。患者需
要及时就医，不要把小病拖成大
病，错失治疗机会。

（作者供职于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服用西药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冯德印

西药是指现代医学用的药
物，一般用化学合成方法制成或
从天然产物提制而成。青霉素、
阿司匹林、止痛片等，常见的药
物，都是通过化学合成的方式制
作而成，都属于西药。

西药的原材料
不同的西药，原材料也不同，

大多数抗生素药物都是从微生物
中提取出来的，也有一些是从生
物中提取出来的，在经过科学的
方式加工处理。

大部分西药是有机小分子，
比如阿司匹林是通过乙酸酐及水
杨酸反应制作而成的，水杨酸是

苯用浓硫酸磺化和烧碱共熔加热
获得的，苯是煤焦油中蒸馏出来
的，乙酸酐是乙烯酮与乙酸反应
获得的，乙烯酮是乙酸用浓硫酸
脱水获得的。

很多西药成分中，有矿物质，
也有部分是农业产品。还有部分
西药是从中药中提炼而成的，比
如用于治疗脑血管疾病的丁苯
酞，是从芹菜籽中提炼出来的，西
药的作用不同，相应的原材料也
有所差别。

注意事项
服用西药的注意事项如下：

严格遵医嘱服用药物，患者不能

过量用药、擅自用药，以免引起不
良反应；患者在用药前，需要了解
药物的服用时间、具体疗程；在服
用药物期间不能吸烟、喝酒，因为
烟、酒和药物可能产生化学反应，
影响药效，还可能会引起一些不
良反应；患者服用药物后，不要喝
浓茶，浓茶中含有碱性物质，容易
和酸性的药物产生反应，形成沉
淀物，影响药物吸收和治疗效
果。特别是服用四环素类、红霉
素、复合维生素B、铁剂、利福平、
潘生丁、胰酶、淀粉酶、胃蛋白酶、
乳酶生等药物时忌饮茶，因茶叶
中的鞣酸会与上述药物发生反

应，降低药效。
“是药三分毒”。部分药物

容易造成患者肾脏损伤，特别是
长期服用药物的患者，要特别注
意定期到医院检查肝肾功能，如
果出现异常情况，需要及时更换
药物。

口服西药还要注意用温开水
送服，不要用牛奶、饮料、茶水送
服。此外，服用药物后不宜喝太
多水，喝水过多容易稀释药物，影
响药效。服用糖浆类药物，如止
咳糖浆等，在服用后是不能喝水
的，容易影响治疗效果。药物需
要合理保存，要在药物的保质期

内服用，过了保质期，要马上丢
弃。

患者在服用西药时，还要注
意饮食清淡，忌食辛辣、油炸及刺
激性过大的食物。部分药物需要
特别注意，比如四环素类药物不
能同牛奶及其他奶制品一起服
用。

在用药期间，患者还要注意
多休息，保持良好的心态，不要有
太大的心理压力，在身体恢复后，
可以适当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快
走、散步、骑车等，提高免疫力和
抵抗力。

（作者供职于阳谷县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