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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内科患者的护理者，我
们肩负着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重
要责任。有效的护理可以提供舒
适、安全的环境，促进患者康复。
本文将介绍一些内科患者护理的
攻略和技巧，帮助患者康复。

内科患者可能因各种疾病住
院治疗，他们面临着以下一些常
见的问题：疾病对身体造成的不
适和痛苦；心理压力和情绪波动；
需要长时间卧床，容易出现压疮
和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日常生
活依赖他人，感到无助和失去自
主性。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
采取一些措施来提供更好的护
理。

确定个性化护理计划 每位
患者的病情不同，所需的护理方

法也会有所差异。因此，护士需
要与患者进行沟通和评估，制订
个性化的护理计划。这个计划应
该包括药物管理、饮食调理、活动
范围控制等方面，以满足患者的
具体需求。

提供舒适的环境 舒适的环
境对于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我
们可以做到以下几点：提供舒适
的床上用品；保证适宜的气温和
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提供安
静的环境，减少噪音对患者的干
扰。

患者心理护理 内科患者往
往面临着心理压力和情绪波动，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提供心
理护理：建立良好的沟通与信任
关系，耐心倾听患者的疑虑和需

求；给予鼓励和支持，帮助患者保
持积极的生活态度；提供心理咨
询或心理疏导服务，帮助患者调
节情绪。

床位护理与活动护理 长时
间卧床容易导致压疮和深静脉血
栓等并发症，我们应该重视床位
护理和活动护理：定期更换患者
的体位，减少压力和摩擦；进行适
当的物理治疗与运动，促进血液
循环和肌肉功能的恢复；鼓励患
者进行主动的肢体活动，恢复自
主性。

疾病知识普及与教育 提供
疾病知识普及与教育对于患者康
复至关重要：给予患者关于疾病
原因、治疗方案和预后的详细解
释，增强患者对治疗的信心；教患

者日常生活中的健康管理技巧，
如饮食调理、药物使用等；提供相
关的健康教育资源，让患者能够
主动获取和学习相关知识。

合理饮食 内科疾病往往和
饮食密切相关。根据不同的疾病
特点，患者需要遵循医生或营养
师的饮食建议，合理安排饮食。
例如，少食高盐食物，控制碳水化
合物的摄入量等。合理饮食有助
于调节体内代谢，促进康复。

坚持规律就医 内科患者护
理最重要的一点是确保患者能够
规律就医，无论是定期复诊还是
长期治疗，都应该遵循医生的建
议，按时就诊。这有助于早期发
现和干预潜在的问题，增强治疗
效果。

在护理内科患者的过程中，
首先，提供舒适的环境，包括适宜
的床上用品和安静的环境等。其
次，给予心理护理，建立良好的沟
通与信任关系，并提供心理咨询
服务。再次，床位护理和活动护
理也很重要，通过定期更换体位
和适当的运动来预防并发症。最
后，提供疾病知识普及与教育，让
患者了解疾病情况和管理技巧。
通过这些护理攻略和技巧，我们
可以帮助内科患者更快地康复。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忘记合
理饮食和规律就医、定期复诊。
通过我们科学的护理，一定会让
患者早日康复。

（作者供职于仪陇县第二人
民医院）

内科患者护理攻略
□张 静

职业暴露是指工作中接
触有害因素，对健康构成威
胁。随着工业和医疗技术的
发展，这一问题日益突出。
为了保护从业者的健康，预
防职业暴露至关重要。

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的职
业暴露风险及预防措施

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可能
接触到多种有害因素，如化
学物质、噪音、震动、粉尘、气
溶胶等。这些有害因素对身
体健康造成威胁，例如化学
品可能导致中毒；噪音和震
动可能引起听力损伤和骨骼
疾病；粉尘和气溶胶可能导
致呼吸系统疾病等。

工业企业可以采取一系
列措施来治理或消除风险。
首先，使用更安全的原材料和
化学品是非常重要的。企业
可以选择更安全的化学品或
相应的替代品，以降低员工的
暴露风险。其次，引入更先进
的设备和技术也可以帮助降
低职业暴露风险。自动化生
产线和机器人操作可以减少
工人直接接触有害物质的机
会，从而降低职业暴露的概
率。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是预
防职业暴露风险的一个关键
措施。企业需要制定完善的
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
并监督执行情况。此外，定
期进行安全培训和教育也是
必不可少的。员工需要了解
职业暴露的风险和危害，并
学习正确的防护方法和使用
个人防护装备。

改善工作环境对预防职
业暴露风险也起着重要作
用。确保工作场所通风良好
可以减少有害物质的积累和
浓度。对于噪音、震动等有
害因素，企业应采取控制措
施，如隔音设施、减振装置
等。此外，改良工具和设备
也是必要的，使用符合安全
标准的工具有助于降低从业
人员的职业暴露风险。

此外，企业应该为从业
人员提供适当的个人防护装
备，并教会其正确使用。例

如，在化学品接触较多的场
所，员工应了解不同化学品
的性质和危害，并学会正确
佩戴和使用防护手套、面具
等个人防护装备。

医护人员的职业暴露风
险及预防措施

医护人员在临床工作中
可能面临多种职业暴露风
险，如感染风险、化学品暴
露、辐射暴露等。他们接触
到的患者可能携带各种传染
病，如结核病、乙肝、艾滋病
等。此外，医护人员还可能
接触到一些有毒物质，如麻
醉药物和化学消毒剂。

引入更先进的防护设备
和技术是预防医护人员职业
暴露风险的重要措施之一。
如对于患者感染风险较高的
场所，可以引入空气净化装
置和防护隔离设备，以阻断
传染途径。此外，确保医疗
废物的正确处理和处置也非
常重要，避免对医护人员及
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

医院应该建立健全的感
染控制机制，对各类感染源进
行监测和管理。医护人员需
要严格执行感染控制措施，如
正确使用个人防护装备、规范
操作流程等。

医疗机构应提供清洁、
安全的工作场所，控制和监
测空气质量和噪音水平。在
手术室等高风险场所，安装
合适的通风设备，保证室内
空气的新鲜和清洁。此外，
医疗机构还应采取措施减少
辐射暴露，保护医护人员的
健康。

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教育
和培训，对提高医护人员的
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非
常重要。医护人员需要了解
各种职业暴露风险的预防方
法和应对措施，并了解使用
个人防护装备的正确方法。
医疗机构可以组织定期的安
全演习和应急预案，提高医
护人员的应变能力和危机处
理能力。

（作者供职于广东省工
伤康复医院）

胚胎停育和复发性流产是许多
夫妇在生育路上遇到的挑战，不仅给
家庭带来了痛苦，也给人们的心理和
身体健康造成了影响。了解胚胎停
育和复发性流产的原因和预防措施
对于护航生育之路至关重要。

胚胎停育是指在妊娠早期，胚胎
在子宫内停止发育而死亡。这可能
发生在怀孕的任何阶段，但最常见于
怀孕前12周。胚胎停育的原因包括
胚胎本身的问题、子宫问题、母体疾
病、感染、免疫因素等。其中，胚胎本
身的问题是最常见的原因，如染色体
异常。

胚胎停育的症状包括阴道出血、
腹痛、妊娠反应消失等。但是有些胚
胎停育可能没有任何症状，只能通过
超声检查发现。在怀孕早期，如果超
声检查发现胚胎没有心跳或发育停
滞，可能被诊断为胚胎停育。一旦被
诊断为胚胎停育，通常需要通过流产
手术来终止妊娠。

胚胎停育后终止妊娠的患者建
议等待3个月~6个月再尝试怀孕，这
样能够给身体足够的时间恢复，并有
助于降低再次发生胚胎停育的风
险。对于有高危因素的孕妇，如高
龄、有不良孕史等，应进行全面的产
前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问
题。

复发性流产是指连续两次或两
次以上自然流产。流产是指在怀孕
20周之前，胎儿在子宫内死亡并排出
体外。复发性流产的原因可能包括
胚胎本身的问题、子宫问题、母体疾
病、免疫因素等。其中，胚胎本身的
问题是最常见的原因。

复发性流产时会出现阴道少量
或大量出血，腰部和下腹部疼痛。当
胚胎稍大时，也可能会出现胎膜早
破、阴道流液等情况。

复发性流产的治疗取决于病
因。针对不同的原因，治疗方法包括
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免疫治疗等。

对于一些不明原因的复发性流产，多
数会建议尝试辅助生殖技术。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预防
复发性流产非常重要，建议注意休
息，避免过度劳累，合理安排工作和
生活，确保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放
松。另外，还要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粗粮和蛋白质丰富的食物，避免暴饮
暴食或过度节食，控制咖啡因和糖分
的摄入。

如果患有任何慢性疾病，如糖尿
病、高血压病或甲状腺问题，应尽量
确保在怀孕前将其控制在良好的范
围内。

胚胎停育和复发性流产是生育
路上的挑战，但并不意味着生育无
望。采取预防措施和适当的治疗，许
多夫妇仍然可以成功怀孕并迎来健
康的宝宝。了解胚胎停育和复发性
流产的原因和处理方法，可以减少风
险，为生育之路护航。

（作者供职于临沂市中医医院）

了解胚胎停育和复发性流产
□徐勤都

丙肝，全名丙型肝炎，是由丙型肝
炎病毒（HCV）引起的一种慢性肝炎，
主要通过血液传播，包括输血、共用注
射器、非卫生的医疗操作、器官移植
等。另外，性接触、母婴传播、使用未
经消毒的医疗器械等也是传播途径。

丙肝与HIV、梅毒的关联
合并感染风险 患有丙肝的患者

多合并感染 HIV（艾滋病病毒）和梅
毒，这可能与共同的传播途径有关，
如不安全的性行为、注射毒品等。

相互影响 HCV、HIV 和梅毒之
间存在相互作用，可能加重彼此的病
情。例如，HCV和HIV合并感染可能
导致肝病进展加快，提高死亡率。

诊断和治疗挑战 合并感染增加
了诊断和治疗的复杂性。患者可能
需要接受针对多种病原体的检测和
治疗，同时应对药物相互作用和不良
反应等问题。

感染丙肝有什么症状
疲劳 患者常感到持续性的疲

劳和乏力，这可能是最常见的症状
之一。

肝功能异常 丙肝感染可导致肝
功能异常，表现为黄疸、肝酶升高等。

腹痛 一些感染者可能会出现右
上腹部不适或疼痛症状。

食欲减退 感染丙肝的患者会出
现食欲减退、体重下降。

肌肉和关节疼痛 一些患者会经
历肌肉和关节疼痛。

消化系统问题 这包括恶心、呕
吐、腹泻等消化系统问题。

精神状态变化 部分患者会经历
抑郁、焦虑，其他精神状态的变化。

如何预防丙肝
注重卫生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是预防丙肝的基本措施之一，包括经
常洗手，尤其是在接触血液、伤口、创
口，使用公共设施后。

避免共用个人物品 避免与他
人共用个人物品，尤其是涉及血液
的物品，如牙刷、剃刀、注射器等，有

助于减少直接的血液传播风险。
安全的性行为 使用安全套是

预 防 性 传 播 疾 病 的 有 效 手 段 之
一。在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可以
降低感染丙肝的风险，特别是对于
有多个性伴侣或不确定性行为史
的人群。

接种疫苗 目前虽然没有专门的
丙肝疫苗，但对于某些高危人群，如
卫生保健工作者和血液透析患者，接
受乙肝疫苗可以降低合并感染丙肝
的风险。

定期检测 对于可能暴露于丙肝
病毒的人群，定期进行丙肝病毒检测
是及早发现感染的重要手段，包括接
受输血、注射药物、有 HIV 感染的人
群。

提高认识 加强公众对丙肝、HIV
和梅毒的认识和教育，提高自我防护
意识，减少歧视和偏见。

（作者供职于安岳县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关于丙肝，这些常识要知道
□王 敏

如何预防职业暴露
□许巧玲

甲状腺是人体内一个很小的脏
器，却是最大的内分泌器官，位于颈
部前方。甲状腺掌管着人体的新陈
代谢、生长发育等重要功能，大家熟
知的呆小症就是因为先天性甲状腺
功能减退引起的。甲状腺功能不足
的人会出现打不起精神、水肿等症
状，相反，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人会出
现急躁易怒、情绪容易激动、多食易
饥、心悸手抖等。

甲状腺检查包括哪些内容
甲状腺除了功能方面的改变，还

容易出现结节等形态方面的改变。
那么，我们做甲状腺检查时不能只
抽血查甲状腺功能，还要检查甲状
腺抗体，排查桥本甲状腺炎。此外，
我们还要检查甲状腺彩超，查看有
无结节，如果甲状腺功能异常或者
彩超提示有结节，要找专科医生咨
询。

甲状腺结节是怎么回事
甲状腺结节是指甲状腺组织内

的一块或多块肿块，形状、大小不
一。据统计，大约有20%的成年人甲
状腺上会出现结节。甲状腺结节有
很多种类，其中最常见的是多结节性
甲状腺肿。这种情况下，甲状腺的一
个或多个区域会因过度生长而形成
结节，其他还包括甲状腺炎、甲状腺
癌等。虽然大多数甲状腺结节都是
良性的，但有一定比例的结节可能会
是恶性的（即甲状腺癌），所以我们不

能掉以轻心。每年的体检中都应该包含甲状腺彩超。
通常，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来了解情况：自

我观察，伸长颈部，用手指轻轻摸索甲状腺区域，看是
否能够感受到肿块；咨询医生，如果怀疑自己患有甲状
腺结节，最好去医院进行相关检查。

什么情况下考虑手术治疗
如果确诊患有甲状腺结节，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

疗方法呢？对于良性的甲状腺结节而言，如果没有症
状或者不影响生活质量，通常只需要观察即可，定期复
查。然而，对于恶性或者恶性倾向的甲状腺结节，要积
极评估手术治疗，尤其是对于长在靠近气管、神经的结
节，尤其要注意。另外，对于一些大型结节或者有明确
危险因素的结节，也需要手术切除。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预防甲状腺结节。首
先，确保饮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碘。甲状腺结节有时与
身体缺碘有关，因此，日常生活中多吃一些富含碘的食
物，可以减少患结节的风险。此外，合理管理压力和情
绪，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通过规律的运动和充足的睡
眠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也是预防甲状腺结节的重要
方法。

总之，甲状腺结节是一种常见的疾病，通过科学的
检查能够及早发现，并采取正确的治疗方法，避免给自
己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在预防方面，合理饮食、管理压
力和情绪，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都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供职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芳村
普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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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医疗条件下，药物为我们解决
了许多疾病方面的问题，成为维护健康的
重要手段。然而，错误的用药却会带来严
重的不良反应和健康风险。因此，合理用
药成为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使用药物时，我们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遵医嘱 医生是药物的专家，他们根

据病情给出的用药方案是经过严密考虑
的，我们应该始终遵医嘱，按时按量服用
药物。

了解药物说明书 每种药物都有详细
的说明书，其中包括适应证、用法用量、不
良反应等信息。在使用药物之前，我们应
该仔细阅读药物说明书，了解药物的基本
信息，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注意药物相互作用 某些药物会与其
他药物产生相互作用，增加药物的效果或
不良反应。在使用多种药物时，需要咨询
医生或药师，避免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

不随意更改药物剂量 药物剂量是经
过科学计算，并根据病情和个体差异来确
定的。我们不应该随意更改药物剂量，以
免影响疗效或导致不良反应。

不滥用抗生素 抗生素是治疗感染性
疾病的重要药物，但滥用抗生素会导致耐
药性，使药物失去治疗效果。因此，我们应
该严格按照医生的指导使用抗生素，避免
滥用。

此外，正确的药物存储与处置也是合
理用药的重要环节。

保持干燥阴凉 许多药物对温度和湿
度都有一定的要求，我们应该将药物存放
在干燥阴凉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
环境。

避免误食与误用 药物应该存放在儿
童无法触及的地方，以免误食造成意外。
此外，要避免将过期药物或不需要的药物
随意丢弃，可以送往药店或医院进行合理
处置。

药物冷藏 有些药物需要冷藏，应将药
品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内，并避免与食物或
其他物品混放。如果药品需要冷冻保存，
应使用密封性好的容器，确保药品不会受
到冰冻损坏。

了解一些基本的药物知识，有助于我们合理用药。
常用非处方药 常见的非处方药包括退热药、止痛药、消

化药等。对于这些药物，我们应该了解其适应证、用法用量
和禁忌证等信息，进行合理使用。

药物不良反应 许多药物都会有一定的不良反应，需要
了解常见的不良反应，以便及时调整用药方案或就医处理。

药物治疗的原则 不同药物有不同的原则，有的需要长
期维持，有的需要逐渐停药。了解这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更
好地掌握用药时机和方式。

合理用药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应该遵医嘱，
了解药物说明书，注意药物相互作用，不随意更改药物剂量，
不滥用抗生素，保证用药安全。同时，正确的药物存储与处
置也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供职于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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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是孕妇常见的消化系统
问题，给孕妇带来不适的同时，还
可能对胎儿造成一定影响。因
此，了解孕期便秘的预防措施、诊
断和治疗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孕期便秘的病因
内分泌变化：怀孕后，胎盘分

泌大量孕激素，使胃酸分泌减少、
胃肠肌肉张力下降，蠕动能力减
弱，导致食物在胃肠道停留时间
加长，难以正常排出体外。

饮食因素：孕期饮食过于精
细，缺乏膳食纤维，导致肠道蠕动
减缓，增加便秘风险。

运动不足：孕妇运动量减少，
使肠道蠕动减弱，容易发生便秘。

体内激素变化：怀孕期间，孕
妇体内激素水平的改变也可能影
响肠道蠕动，导致便秘。

子宫压迫：孕期子宫逐渐增
大，对肠道产生压迫，影响肠道蠕
动和排便功能。

孕期便秘的预防策略
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每天

固定时间上厕所，如早餐后1小时
左右，利用结肠推进活动较为活

跃的时机进行排便。
保持愉快的心情：情绪紧张、

焦虑等不良情绪可能导致肠道功
能紊乱，影响排便。孕妇应保持
愉快的心情，减轻便秘的症状。

增加水分摄入：每天保证充
足的水分摄入，有助于软化粪便，
减轻便秘。尤其在运动后、起床
后，及时补充水分，有益于改善便
秘症状。

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富含膳
食纤维的食物，如未加工的豆类、
全谷类及其制品、蔬菜和水果等，
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

适当运动：孕妇应适当增加
运动量，如散步、孕妇瑜伽等，以
增强肠道蠕动，预防便秘。

按摩腹部：每天进行腹部按
摩，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
秘。

如有需要，可以请教专业医
生，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药
物治疗，或进行生活方式调整。

孕期便秘的诊断
病史询问：了解孕妇的排便

习惯、粪便性状、排便困难程度

等，以及是否伴有腹痛、腹胀、恶
心等症状。

体格检查：检查孕妇的腹部，
了解子宫大小、位置等，以排除其
他可能导致便秘的疾病。

辅助检查：根据病情，可进行
肛门直肠检查、B超、血常规等检
查，以评估便秘的程度和原因。

孕期便秘的治疗方法
调整饮食：增加膳食纤维和

水分摄入，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粗粮等高纤维食物，喝足够的水，
增加肠道蠕动。

规律运动：适当进行体育锻
炼，如散步、练瑜伽等，以促进肠
道蠕动，缓解便秘。

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养成
每天定时排便的习惯，避免憋便。

心理调适：保持良好的心态，
减轻焦虑和压力，避免因情绪紧
张导致的便秘。

药物治疗：在医生指导下，可
以适当使用润肠通便药物，如开
塞露等，但需注意孕期用药安全
性。

中医治疗：根据孕妇体质，可

以采用中医按摩、拔罐、针灸等方
法缓解便秘。

外科治疗：对于顽固性便秘，
且经药物治疗无效者，可以考虑
外科治疗。

孕期便秘的膳食指导
增加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

增加肠道蠕动，有助于缓解便
秘。孕期便秘患者可适当增加富
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燕麦、糙
米、蔬菜、水果等。

摄入足够水分：充足的水分
摄入有助于软化粪便，减轻便秘
症状。孕妇每天至少摄入8杯水
（约 2000 毫升），同时可食用含水
量较高的水果和蔬菜。

补充维生素：维生素有助于
维持肠道健康。孕期便秘可适当
摄入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绿叶
蔬菜、水果、坚果等。

选择富含益生菌的食物：益
生菌有助于维持肠道菌群平衡，
改善便秘症状。孕期可适当摄入
酸奶、发酵食品等富含益生菌的
食品。

避免刺激性食物：辛辣、油腻

等刺激性食物可能导致肠道功能
紊乱，加重便秘症状。孕期应少
食用这类食物，以清淡、易消化的
食物为主。

孕期便秘患者的生活建议
保持规律作息：养成规律的

作息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有助
于改善便秘症状。

增加户外活动：适当增加户
外活动，如散步、孕妇瑜伽等，有
助于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

适当按摩：轻轻按摩腹部，有
助于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
但要注意力度，避免伤及胎儿。

保持良好心态：保持愉快的
心情，避免焦虑、紧张等负面情
绪，有助于改善便秘症状。

就医咨询：如便秘症状持续
加重，应及时就医咨询，遵循医生
建议，保障母婴健康。

总之，孕期便秘应根据个体
差异和病情采取综合措施。通过
合理的诊断和治疗，孕期便秘是
可以得到缓解的。

（作者供职于广西贵港市妇
幼保健院产科）

孕期便秘的预防及生活指导
□黄业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