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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的静脉溶栓治疗
□闫友霞

由于生活负担和工作压力逐
渐增大，急性脑梗死患者越来越
多，发病率和致死率也逐渐增
高。急性脑梗死的治疗方案和
最佳抢救时间对于患者来说是
至关重要的，一旦出现就诊不及
时，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会对
患者产生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
生命安全。因此，每个人都应该
充分了解急性脑梗死的治疗手
段和最佳治疗时机，防止在生活
中出现突发情况时，由于错误的
认识或没有基本常识而导致救
治不及时，产生严重后果。

疾病原因
急性脑梗死的静脉溶栓是指

患者脑部局域性脑组织出现血
液循环不通畅、缺氧、缺血，进而
导致部分组织被破坏出现脑梗
死后，第一时间通过静脉注射的
方式，向血管内注射溶栓药物。
静脉溶栓注射的费用相对来说
比较昂贵，而且在注射后的一段
时间内，会引发患者脑出血。因
此，在进行急性脑梗死静脉注射
时，要和患者及家属讲清利弊，
在进行注射后，要密切关注患者
的生命体征，一旦出现脑出血和
其他并发症，及时进行治疗和抢
救工作。

适应证和禁忌证
急性脑梗死进行静脉溶栓注

射时首先要保证患者年龄超过
18 周岁，并且确诊为急性脑梗
死，而且在家属完全知情且签署
过知情同意书的前提下。在使
用阿替普酶进行治疗时应该注
意用药时间保证在病情首次发
作 3 小时～5 小时内，在使用尿激
酶溶栓进行治疗时应该注意用
药时间保证在病情首次发作 6 个
小时内。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
溶栓药物治疗前，要详细地进行
禁忌证的筛查工作，如在近 3 个
月内是否有过严重的头部伤害、
颅内是否有肿瘤、颅内是否进行
过椎管手术等，还有近 2 周内是
否进行过严重的外科手术、有无

活动性内脏出血等。如果有绝
对禁忌证，则不能进行溶栓治
疗。如果是相对禁忌证的情况
下，则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判断是否能够进行溶栓治
疗。

护理措施
要保证急性脑梗死患者的居

住环境干净整洁，并且室内温度
要有利于患者的休养，避免出现
过冷或过热现象，导致患者抵抗
力下降，引起并发症。适当增强
患者的肢体活动，多进行按摩和
锻炼，有助于恢复脑部的血液循
环，有利于脑梗死患者的恢复。
在日常生活中，多吃蔬菜水果，

少食用胆固醇含量高的食物，保
护大脑机能不受影响。

总之，急性脑梗死对于患者
身体的健康有着严重的威胁，及
时进行静脉溶栓治疗可以改善
患者梗死部位的血液供应，恢复
血液流动，加强脑组织的代谢功
能，避免因缺血导致脑部坏死的
情况发生。保证患者能够得到
及时有效的救治，在短时间内进
行静脉溶栓治疗，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急性脑梗死对身体带
来的危害，确保患者的生命安
全。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聊城市
第五人民医院）

精神疾病和精神卫生问题威
胁人类身体健康，及时观察和了解
患者病情变化，科学的康复和家庭
护理对于精神障碍患者至关重
要。通过本文介绍，笔者希望能对
大家有所帮助。

精神障碍又称精神疾病，是指
在各种因素（生物学因素、心理因
素和社会环境）作用下造成的心理
功能失调，而出现感知、思维、情
感、意志、行为、智力等精神活动方
面的异常。
什么是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是以
社区为单位，以促进精神障碍患者
回归和融入社会为目标，以改善和
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社会参与
能力和就业能力为重点，运用精神
卫生学、社会心理学、精神障碍护

理学等专业技术，开展健康教育、
功能锻炼及提高患者健康水平的
专业服务。

疾病表现
思维异常 在患者思考过程

中，会出现逻辑中断和异于常人
的逻辑性，在患者意识清醒的情
况下，会出现说话颠三倒四，语句
顺序颠倒、无法和人进行基本的、
连贯的正常交流等情况。

情感障碍 患者与人相处时
变得疏远，对身边的亲人朋友出
现敌对感。不关心周围的事物，
对生活失去兴趣，严重的患者甚
至会出现自我管理失控、吃饭、休
息、睡觉等基本活动都会失去掌
控，不能独立完成。

出现幻觉妄想 幻觉中以幻
听居多，患者常听到空中或房中

有人对他讲话，患者行为常常受
到幻觉的影响，甚至服从幻觉的

“指令”做出危险动作。严重时可
突然出现自杀、自伤、冲动、出走
等精神症状。

社区服务内容
患者随访 对同意参加社区

管理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区
护理人员定期对患者进行随访，
并进行危险性评估。随访内容包
括询问患者的一般情况、精神症
状（感知力、思维、情绪、意志行
为、自知力）情况、社会功能、服药
情况、康复措施、各项实验室检查
结果等。

分类干预 社区护理人员根据
每次随访时患者的危险性分级，精
神症状是否消失，自知力是否完全
恢复及患者是否存在药物不良反

应或躯体疾病情况对患者进行分
类干预。

健康指导 社区医生根据患
者病情控制情况，对患者及家属
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生
活技能等方面的康复指导。对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定期
开展家庭护理和管理教育的培
训，内容包括疾病早期复发的识
别，家庭护理知识，意外事件预
防救治等。

家庭护理
加强患者的心理护理，不管

是在医院还是在家，家属都应该
积极地和患者进行交流，消除其
自卑心理，帮助其恢复自信心。
帮助患者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
加强身体锻炼、减少独处时间
等。定期到医院进行复查，保持

患者情绪平稳，有利于病情的稳
定性。

注意病情变化，观察病情是
家庭护理中重要的一项，家属应
主动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如患
者突然言谈举止异常，突然变得
兴奋或忧郁。一贯自觉服药的患
者突然拒绝服药，认为自己没有
病。一旦发现疾病复发的早期症
状，应及时送患者复诊。

观察药物反应，在康复维持
服药期间，家属应随时观察患者
有无躯体不适，如出现恶心、呕
吐、四肢僵硬、吞咽困难等情况及
时复诊。精神类药品应妥善放
置，以免造成家中他人误服，特别
是老人和小孩。

（作者供职于邹平市西董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精神障碍患者的社区康复及护理
□韩 彬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护理的精细化管理
□刘海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在一
定范围内、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
突发事件，涉及公共卫生和人民健
康，需要当局和相关单位立即采取
应对措施来缓解和消除其对人民
健康和社会稳定造成的严重危
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是自
然灾害、传染病疫情、食品安全事
故、化学品污染事故等。不仅如
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
性、不可预知性、复杂性等特点，常
常以瞬间发生、快速扩散、强烈影
响为突出表现，对公众健康和社会
稳定造成巨大威胁和风险。

人员素质要求
这些事件可能造成大规模的

人员感染、疾病暴发、生命财产损
失、社会心理恐慌等后果，对国家
和社会的稳定产生影响。因此，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具备高
度的应变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要
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和机制，采取科
学的疫情防控、救治和隔离措施，
控制疫情扩散，减少损失和影响，
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
和健康，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秩
序。

如何应对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护理精细化管理是一项非常重要
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核心是通过
对患者的全方位监测、细致护理和

及时的干预，提高护理水平，有效
控制病情发展，保障患者的安全和
健康。护理精细化管理需要包括
以下方面的内容。

科学规范护理流程 制定科学
规范的护理操作流程，贯彻从入院评
估到出院随访的全过程管理，确保护
理工作在规范化的轨道上运行。

落实人员管理制度 建立完善
的岗位责任制和工作时间制度，统
一质量标准和工作要求，使护理人
员能够以高涨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工
作中。

加强护理质量监测 建立护理
质量监测机制，记录病情、护理操作
和治疗措施等相关信息，及时发现

问题并进行纠正，以提高护理效果。
执行护理评估制度 对住院患

者实行规范的护理评估制度，了解
病情变化和患者需求，加强患者与
护理人员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改进
护理工作。

加强护理培训 提高护理人员
的人文素质和技术水平，加强护理
常识和技能培训，掌握监测仪器的
使用方法和维护保养，提高整体服
务质量。

加强与患者家属的沟通 加强
与患者家属的沟通，做好患者家属
的心理疏导工作，引导家属理解病
情和了解治疗方案，减轻患者和家
属的心理压力，增强医院的公信力。

拓宽护理服务范围 发挥护士
的专业特长和技能，设计患者个性
化护理方案，对代谢性疾病、慢性
病、老年病、癌症等各类高风险患
者，为其提供情况评估、康复护理、
转归判断等服务。

总之，护理精细化管理是在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保障患者
安全和健康的重要措施。通过全
面的监测和评估、细致的护理和干
预、安全的医疗措施、全员培训和
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提高护理水
平，有效控制疫情发展，保障患者
的安全和健康。

（作者供职于广饶县陈官镇卫
生院）

盆腔炎是目前临床上
常见的妇科疾病，常发生于
育龄期及性生活频繁的女
性。一旦确诊为盆腔炎，患
者要及时前往医院进行治
疗，减轻疾病对身体健康的
危害。盆腔炎有效护理对
于疾病的恢复至关重要，但
是大部分女性并不了解，现
通过本文介绍，希望能对大
家有所帮助。

积极治疗
盆腔炎是常见的妇科

疾病，要正确地认识和对待
该疾病，配合医生的治疗是
盆腔炎护理的第一步。首
先要前往正规医院进行检
查，根据检查结果在专业医
生 指 导 下 确 定 治 疗 方 案 。
目前，盆腔炎的治疗方法主
要是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
相结合，要根据患者的严重
程度、病情发展情况及患者
的身体条件进行选择。只
有通过正确的治疗手段，才
能有效治愈疾病。

注意卫生
盆腔炎患者在日常生

活中应该注意个人卫生护
理工作，尤其是私处卫生，
定期进行外阴清洁，经期时
要及时更换护垫，减少细菌
滋生。除此之外，患者在月
经期间要避免游泳、盆浴等
行为，防止细菌进入私处导
致病情加重。

心态良好
保持良好的心态有利

于盆腔炎患者的恢复，一部
分患者在疾病出现后，由于
各种不适症状的影响，导致
心情低落，甚至出现负面消
极 情 绪 ，不 仅 影 响 疾 病 恢
复，而且不利于身心健康。
良好的心态能够提高身体
抵抗力，有效地促进身体的
恢复，并且消极负面情绪会

导致内分泌失调，不利于病
情的恢复。在日常生活中，
患者要学会情绪调节，保持
积极乐观的心态。

合理饮食
盆腔炎患者要注重饮

食结构，选择合适的食物进
行营养补充。尽量保持清
淡饮食，多补充蛋白质和维
生素，避免食用辛辣、油腻、
生冷、刺激性食物，适当地
补 充 一 些 活 血 、散 结 的 食
物。盆腔炎患者要注意饮
食搭配合理，避免偏食或过
度节食，以免对身体产生不
良影响。

适当运动
盆腔炎会导致患者身体

抵抗力降低，在护理过程中
进行适当运动，提高身体抵
抗力和抗病能力，促进血液
循环。可以进行快走、慢跑
等幅度较小的运动，患者需
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
择合适的运动，不要进行剧
烈运动，也不能过度劳累。

规律作息
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

注 重 劳 逸 结 合 ，有 助 于 患
者 提 高 身 体 抵 抗 力 ，加 速
患者病情的恢复。盆腔炎
患 者 要 尽 量 避 免 熬 夜 ，睡
眠不足会导致身体抵抗力
下 降 ，影 响 病 情 恢 复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要 做 到 早 睡
早 起 ，保 证 充 足 的 睡 眠 和
规律的作息。

综上所述，盆腔炎严重
危害着我国女性的身心健
康，并且近年来发病率呈上
升趋势，广大女性朋友应该
充分掌握其护理手段，才能
有效延缓疾病的发展，避免
盆腔炎对身体造成严重的
不良影响。

（作者供职于聊城市人
民医院妇科)

如何做好盆腔炎的
护理工作

□王月云

月经是女性生殖器官周期性脱
落内膜组织的生理现象，月经周期
可以反映女性生殖健康状况。而很
多女性存在月经不调等情况，不仅
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对心理健康
造成负面影响。下面，笔者为您讲
解月经不调的原因、治疗和护理。

月经不调的原因
不良的生活习惯 烟草和酒精

等物质会影响女性内分泌系统，导
致月经不调。长期熬夜会破坏人
体的生物钟，使得内分泌系统受到
干扰，从而导致月经不调。过度节
食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女性体内
雌激素的合成和分泌，从而影响月

经周期。体重过轻也会影响卵巢
的功能，引起月经不调。

精神因素 女性在工作、学习、
家庭生活中会经历种种压力，长期
或突然的精神压力会导致内分泌
系统紊乱，从而引起月经不调。精
神压力的不良影响还可能导致激
素分泌的异常和卵巢功能障碍。

多囊卵巢综合征 多囊卵巢综
合征是由于卵巢中的卵泡无法正
常发育和排出，导致多囊状的囊肿
形成。这些囊肿可能导致激素水
平异常，特别是雄激素水平升高，
从而引起月经不调等症状。

输卵管炎 输卵管炎是指输卵

管发生炎症引起的疾病，可能由细
菌感染引起。输卵管炎可能导致
输卵管阻塞，影响卵子的正常受精
和移动，从而导致月经不调和不
孕。此外，输卵管炎还会引起下腹
部疼痛、发热等症状。

治疗和护理
日常管理 饮食管理对月经的

恢复起到重要的作用。笔者建议
患者饮食清淡、均衡、富含营养，并
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
的食物，如瘦肉、鸡蛋、新鲜蔬菜、
水果等。同时，需要注意避免辛
辣、油腻等刺激性食物，及酒、咖啡
等刺激性饮品的摄入。还应保证充

足的睡眠，适量运动，避免过度劳累
和长时间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

心理治疗 对于长期精神压力
大、情绪紧张、焦虑的患者，还应结
合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可以减轻
患者的情绪不稳定和精神压力，从
而有助于改善月经不调。常见的
心理治疗方法包括认知行为治疗、
心理疏导、自我调节训练等。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是月经不
调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根据病
因和病情的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
药物进行治疗。常用的药物包括
孕激素、口服避孕药等。其中，孕
激素具有止血的作用，也可用于调

整月经周期，巩固疗效，避免复
发。常用药物有地屈孕酮片、黄体
酮胶丸等，口服避孕药可以很好地
控制月经周期，尤其是适合有避孕
需求的患者。常用避孕药有复方
炔诺酮片、复方炔诺孕酮片等。

女性朋友应该保持良好的生
活习惯，注意心理健康，及时治疗
妇科疾病，保持身心健康，以维持
正常的月经周期。同时，在治疗和
护理的过程中，也需要重视医生的
指导和建议，避免不当用药或治疗
方法不合适造成不良影响。

（作者供职于巨野县北城医
院）

关于月经不调的治疗
□曹福美

妇女和儿童一直以来都是社
区保健护理的重点对象，且保健护
理开展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妇女、儿
童的保健意识，使这两个群体能够
始终保持健康的状态。笔者为大
家介绍一下社区儿童与妇女保健
护理的相关知识，希望对您有所帮
助。

定期体检
体检是尽早发现疾病的重要

手段，尤其是女性可以通过体检
来发现隐藏的疾病。在社区保健
护理开展过程中，需要引导妇女
定期进行体检，尤其需要定期做
乳腺癌筛查，做到尽早发现。保

健护理期间，建议年龄在 20 岁～
40 岁的女性，每月月经干净后一
周，可以做乳房自我检查，每隔 2
年做一次临床检查。而年龄在40
岁～49 岁的妇女，除每月定期进
行自我检查以外，还需要每年做
一次临床乳房检查。年龄在50岁
以上的妇女，在乳房自我检查及
临床乳房检查的基础上，还需要
进行乳房X线检查，做到早发现、
早治疗。

婴儿出生后，需要定期进行
体格检查和神经心理发育检查，
以此尽早发现日常护理、喂养、环
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促进

儿童健康成长和发育。与此同
时，定期体检还能够及时发现儿
童的异常，并且可及时排查患病
可能，对于尽早实施干预和治疗
有着较大的帮助。

科学饮食
科学饮食，无论是对于儿童

还是女性的健康都有着极为重要
的影响。首先，菜花、卷心菜、大
白菜等，具有调节女性雌激素的
功效，建议日常多食用。其次，豆
腐、豆奶、豆浆等豆类食品，海带、
紫菜、裙带菜等海藻类食品，均含
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对于女性健
康及儿童成长发育均有帮助，建

议多吃。再次，日常饮食中，还需
要注意摄入富含维生素 A、D、C、
E、B1、B2、B6、B12丰富的食物，以及
含硒元素、锌元素丰富的食物。

科学喂养
科学喂养是保证儿童早期生

长发育的关键，可以分为几个阶
段。

纯母乳喂养阶段 0 月～6 月
龄婴儿需要纯母乳喂养，其间无须
添加水、果汁及固体食物。

混合喂养阶段 婴儿6月龄以
后，可在母乳喂养的基础上添加其
他辅食，但辅食需要以清淡、易消
化为主，其间仍然需要坚持母乳喂

养。
正常饮食阶段 幼儿 2 周岁

后，可逐渐向正常饮食过渡，戒掉
母乳，适当增加牛奶的摄入量，保
证幼儿正常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

总之，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
不断提升，社区开展儿童及妇女
保健护理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
作。通过保健护理的开展，女性
朋友可以提高自身的健康意识，
掌握更多科学知识，婴幼儿也能
够得到科学的照护，对其健康成
长有益。

（作者供职于东营市河口区河
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儿童与妇女保健护理知识
□张丙珍

胃食管反流病是一种常见的消
化系统疾病，其患病群体广泛。由于
胃食管反流病具有很多常见特征且
没有明显特点，因此对于疾病的判断
往往会经过很多科室的检查，浪费时
间和精力。了解胃食管反流病，能够
很好地帮助患者就医，可以准确向医
生阐明病因，帮助医生进行准确判
断。那么，我们遇到胃食管反流病该
怎么办？

概念
胃食管反流病是指进入到胃十

二指肠的食物没有进行消化而是返
回流入食管或食管以上的部位，会引
起口腔、咽喉部位及肺部的不适症
状，甚至会引起并发症。胃食管反流
病根据食管黏膜的糜烂溃疡程度分
为反流性食管炎和非糜烂性胃食管
反流病。

发病原因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身体贲门

部括约肌能力逐渐退化，导致胃食管
控制功能退化，提高了反流概率。不
良的生活习惯，如吸烟、饮酒、熬夜及
长期食用生冷、辛辣食物等，都会造
成贲门部括约肌能力下降，进而诱发
胃食管反流病。肥胖人群的腹腔内
压力通常高于体重正常人群，相比较
而言也更容易发生胃食管反流病。
食管裂孔疝也是导致胃食管反流的
重要原因之一，两者之间具有相互影
响的特点。

如何预防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可以从减轻

体重开始，由于身体脂肪含量高，导
致腹部压力过大，容易出现压迫胃部
从而出现食物反流的现象。因此，将
体重恢复到正常范围，有助于预防胃
食管反流病，而且有利于身体的健
康。保持规律饮食，避免因饥饿摄入
过多食物，导致胃部负担增强，进而
引发胃食管反流现象出现。饭后适
量运动能够加速肠胃蠕动，加速食物
的分解消化。

日常护理
胃食管反流病患者首先要保证

良好的生活习惯，减少食用辛辣、刺
激性的食物，减少对胃黏膜的损伤。
在进食后，不要立即休息，要进行适
当的锻炼，比如，散步等，有助于食物
的消化。在休息时，尽量保持头部处于抬起状态，防止食
物倒流对鼻、咽、口等部位产生危害。做好胃食管反流病
患者的日常护理工作，不仅有利于疾病的恢复，还能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身体的健康问题。

综上所述，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首先要了解发病原
因，在日常生活中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对于胃食管反
流病，不要过度紧张，精神紧张会引起胃部肌肉痉挛，
进而导致胃部出现不适症状，加重胃食管反流的风险，
做好胃食管反流患者的日常护理工作，有利于病情恢
复。掌握胃食管有关知识，做好日常防护，保持良好的
生活习惯，能够有效降低疾病产生的风险。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青州荣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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