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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是一项关乎生命的医
疗措施，不仅在急救场所发挥着
关键作用，也在一些慢性病治疗
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然
而，对于输血，许多人的认识可
能仍然停留在表面。因此，我们
有必要深入了解何时需要输血，
以及输血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输血并非仅仅是血液的简
单转移，而是一个涉及多个环节
和专业知识的综合医学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医务人员、
血液供应单位等都有各自的责
任和注意事项。那么，何时需要
输血？输血的基本步骤有哪
些？医务人员需要注意哪些问
题呢？

何时需要输血

输血是一项在临床上广泛
应用的重要治疗手段，通常涉及
两种基本情况：急救场所和慢性
病治疗。

在急救场所，最常见的情况
是大量失血，一般由严重的外
伤、手术或意外事故引起。当机
体失去大量血液时，血容量会急
剧下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
输血成为挽救生命的紧急手
段。此时，输注适量的血液，可
以迅速恢复患者的血容量，维持
生命体循环的正常运作。急救
场所的输血需要高效协调的医

护团队，确保及时、安全地为患
者提供所需的血液。

另一方面，输血也常见于慢
性病治疗中，特别是对于一些需
要长期维持血液健康的患者。
比如贫血患者，由于缺乏足够的
红细胞，可能需要定期输入红细
胞，增加血红蛋白水平，改善氧
气运输能力。白血病等恶性肿
瘤患者，可能由于化疗导致血细
胞减少，需要输注血小板来提高
凝血功能。需要长期治疗的患
者，医务人员要对其病情进行仔
细评估，并且制定合理的输血方
案，确保患者能够获得足够的支
持，维持生命质量。

总而言之，输血在急救场
所和慢性病治疗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在急救场所，输血可以
挽救患者的生命，迅速恢复血
容量。在慢性病治疗中，输血
则是为了维持患者的血液健
康，提高生命质量。但是，无论
在什么情况下，输血都需要医
务人员仔细评估、合理规划，确
保安全、有效地为患者提供所
需的血液支持。

输血的基本过程

输血是一项精密而综合的
医学过程，涉及从病情评估到血
型匹配再到选择合适的血液成
分等多个环节。以下是输血的

基本过程。
首先，病情评估是输血的起

点。医务人员会对患者的具体
状况进行全面评估，确定是否需
要输血。这个步骤至关重要，因
为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或确实需
要的情况下进行输血，才可以最
大限度地减少患者的风险。

其次，血型匹配也是一个
关键环节。在输血前，医务人
员会进行血型检测，确保输血
时使用的血液与患者的血型匹
配。血型不匹配可能引发免疫
反应，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
医务人员通过严格的血型匹
配，可以有效减少输血相关的
风险，确保患者能够安全接受
外源性的血液。

再次，血液成分的选择是输
血中的又一个关键步骤。血液
并不是一概而论，而是可以分为
红细胞、血小板、新鲜冷冻血浆
等成分。不同的患者在不同的
病情限制下，可能需要不同的血
液成分。例如贫血患者，可能主
要需要红细胞，以提高血氧携带
能力；凝血功能不全的患者，可
能需要血小板支持。医务人员
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
适的血液成分，以取得最佳的治
疗效果。

总体而言，输血是一项精密
操作，需要医务人员密切合作，

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够科学操
作。通过病情评估、血型匹配和
血液成分的科学选择，医务人员
可以为患者提供最佳的输血疗
程，既可以确保安全性，又可以
实现治疗效果的最大化。这是
保障患者安全的重要措施，也是
输血医学不断进步的动力。

注意事项

在输血时，医疗团队必须密
切关注一系列事项，确保患者在
接受血液治疗过程中处于安全
状态。以下是 3 个关键的注意
事项，涉及感染风险、过敏反应
和输血速度。

首先，感染风险是输血过程
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在输
血过程中，如果血液质量不符合
标准或者在操作过程中出现污
染，患者就有可能面临感染的风
险。为了确保输血的安全性，血
站和医疗机构必须采取一系列
措施，包括定期对血液进行检
测，确保供血者身体健康，以及
维持严格的输血操作标准。如
果医务人员采取这些措施，就可
以降低患者感染的概率，确保输
血过程不会成为疾病传播的途
径。

其次，过敏反应是输血过程
中另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问
题。有些人对输血可能产生过

敏反应，表现为短暂的不适症
状，也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过敏
反应，如过敏性休克等。为了防
范这种风险，医务人员需要在输
血过程中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
体征，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
过敏反应。在一些情况下，医务
人员可能采取在输血前进行皮
肤过敏测试的措施，判断患者是
否容易产生过敏反应，提前做好
防范和处理工作。

再次，输血速度的控制也是
防范不良反应的重要一环。输
血速度过快可能导致患者的循
环系统承受过大的负担，引发不
良反应。医务人员需要根据患
者的具体状况，调整输血速度，
确保在维持输血效果的同时降
低患者出现不适的可能性。医
务人员通过逐步调整输血速度，
可以更好地掌握患者的生理反
应，确保输血过程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

综上所述，在现代医学中，
输血是一个重要而常见的治疗
方法。因此，医务人员一定要深
入了解何时需要输血、输血的基
本过程、注意事项等知识，为患
者提供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让我们共同关注血液传递知识，
呵护生命健康。

（作者供职于山西省阳泉市
中心血站）

输血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武进平

围手术期护理 防止感染很关键
□张爱东

在围手术期，患者需要接受
一系列的医疗和护理服务。其
中，防止感染是围手术期护理的
重要环节。

术前准备

在手术前，医务人员应该对
患者的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了解患者是否有感染性疾病，是
否有可能导致感染的因素。根据
评估结果，医务人员可以采取相
应的预防措施，比如使用抗生素、
改善营养状况等，降低感染风险。

此外，医务人员还应该对手
术区域进行清洁和消毒，减少手
术环境中的细菌数量。在手术前
一天，医务人员应该再次确认患
者的身体状况和手术计划，确保
手术顺利进行。

术中护理

术中护理也是防止感染的关
键环节。在手术过程中，医务人
员应该遵循无菌操作原则，对手
术器械和用品进行清洁和消毒。
同时，医务人员还应该注意患者
的保暖，避免患者出现低体温而
引发感染。

在手术过程中，医务人员应
该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特
别是体温和血象变化。如果医务
人员发现异常情况，应该及时采
取措施。

术后护理

术后护理是防止感染的最后
一道防线。在手术后，医务人员
应该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和

手术部位的情况，及时发现和处
理感染征象。同时，医务人员还
应该做好患者的营养和心理护
理，增强患者的免疫力，降低感染
风险。

在术后护理过程中，医务人
员还应该注意患者的个人卫生和
环境卫生，保持患者口腔和皮肤
的清洁，减少细菌滋生和传播的
概率。同时，医务人员还应该定
期对病房进行消毒和清洁，保持
空气流通和适宜的温湿度。

抗生素的使用

在围手术期护理中，合理使
用抗生素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感
染。医务人员应该帮助患者合理
使用抗生素，注意用药时机、用药
量和用药时间，避免因滥用抗生

素而出现耐药性。
在使用抗生素时，医务人员

应该注意观察患者的反应情况，
及时调整用药方案。同时，医务
人员还应该注意抗生素与其他药
物的相互作用和配伍禁忌，避免
不良反应。

增强免疫力

在围手术期护理中，增强患
者的免疫力，可以有效降低感染
风险。医务人员应该指导患者合
理饮食，适度运动，保持良好的作
息习惯等，帮助患者增强抵抗力。

同时，医务人员还应该注意
患者的营养状况，根据患者的实
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营养补充方
案。合理补充蛋白质、维生素、矿
物质等营养素，有助于提高患者

的免疫力。

预防措施

在围手术期护理中，医务人
员应该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来降
低感染风险，比如，对手术区域进
行严格消毒和清洁，对医疗器械
进行严格消毒和灭菌，对病房进
行定期清洁与消毒。

医务人员还应该注意患者的
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保持患者
口腔和皮肤的清洁，减少细菌滋
生和传播。对于有可能导致感染
的因素，医务人员应该及时处理，
比如，对糖尿病患者，应帮助其及
时控制血糖；对于营养不良的患
者，应帮助其及时补充营养等。

（作者供职于河北医科大学
第三医院手术室）

新技术在免疫规划中的应用与前景
□赵爱丽

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发展，
新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免疫规划也不例外。免疫
规划是一种通过接种疫苗来控制
和消除传染病的有效手段，对于
保障人类健康具有重要意义。近
年来，新技术在免疫规划中的应
用取得了显著成果，为提高疫苗
接种率、降低传染病发病率和死
亡率提供了有力支持。

应用范围

疫苗研发技术的创新 随着
基因工程等技术的发展，疫苗研
发技术不断创新。例如，利用基
因工程技术将病原微生物的关键
抗原基因导入载体，使人体产生

针对该抗原的免疫力，从而预防
疾病。此外，新型佐剂的研发也
为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了
保障。

疫苗生产技术的提高 新技
术的应用使得疫苗生产更加高
效、安全。例如，生物反应器技术
的应用可以提高疫苗产量，降低
生产成本；层流罩技术的应用，可
以确保疫苗生产过程中的无菌环
境，保证疫苗的安全性。

疫苗接种管理的优化 新技
术在疫苗接种管理方面的应用，
如电子疫苗接种证明、移动疫苗
接种车等，大大提高了疫苗接种
的便捷性和效率。此外，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技术疫苗接种预测和

监测系统，可以为相关部门提供
科学依据。

疫苗效果评估方法的创新
新技术在疫苗效果评估方面的应
用，如分子生物学技术、免疫学技
术等，可以更加精确地评估疫苗
的保护效果和安全性。这些技术
的应用有助于筛选出更加有效的
疫苗，为免疫规划提供有力支持。

前景展望

个性化免疫规划 随着基因
测序技术的发展，未来免疫规划
将更加注重个性化。医务人员通
过对个体基因进行分析，可以预
测个体对某种疫苗的反应，制定
个性化免疫方案，提高免疫效果。

新型疫苗的研发 新技术的
应用将推动新型疫苗的研发。病
毒样颗粒疫苗等新型疫苗具有更
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望成为
未来免疫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能免疫管理系统 基于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智能免
疫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对疫苗接
种全过程的实时监控和分析，以
便相关部门制定更加合理的免疫
策略。此外，智能免疫管理系统
还可以为公众提供个性化免疫建
议和服务。

跨境免疫合作 随着全球化
的发展，传染病的跨境传播日益
严重。新技术的应用将促进各国
在免疫规划方面的合作，从而共

同应对跨境传染病的挑战。例
如，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疫苗接
种信息共享，有助于提高跨境免
疫合作的效率。

总之，新技术在免疫规划中
的应用与前景十分广阔。未来的
免疫规划将更加科学、高效、安
全，可以为人类健康事业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然而，新技术的应
用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比如数
据安全、伦理问题等。因此，在推
动新技术在免疫规划中的应用的
同时，我们还要关注这些问题，确
保新技术的应用真正造福人类。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德州市
平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
防科）

高血压病不再是中老年
的“专利”，已经呈现年轻化趋
势。在我们的科研课题——
个性化血压和液体管理在干
预颈动脉内膜剥脱术高灌注
模型构建的多中心研究（南阳
市 科 技 攻 关 项 目 ，编 号 ：
23KJGG212）中发现，很多年
轻人患了高血压病却毫不知
情。这样容易导致心脑血管
疾病突然发生，如脑卒中和冠
心病，死亡率极高。因此，预
防高血压病，已经刻不容缓。

发病原因

身体肥胖超重 肥胖的青
少年儿童患高血压病的概率
较高。肥胖者的身体质量指
数偏高，脂肪堆积过多，容易
引发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等问
题，进而增加脑卒中的风险。
此外，肥胖者体内的脂肪细胞
增生，释放炎性因子，可能对
血管内皮细胞造成损伤，导致
脑卒中。研究结果显示，肥胖
者的脑卒中发病率和死亡率
是正常人的2倍~3倍。

高盐饮食 口味过重、摄
入食盐较多等，是引起高血压
病的重要原因。

长期大量吸烟饮酒 吸烟
和饮酒可加速动脉粥样硬化，
使心跳加快，收缩压和舒张压
升高。

生活不规律 长期生活不
规律、精神压力过大者，患高
血压病的概率较大。

预防措施

改进膳食结构 我国人群
每日每人平均钠摄入量折合
成食盐相当于 7 克~20 克，远
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每
人每日5克以下的标准，初步
目标应控制在 10 克以下，待
适应后再减至7克，争取3年~
5年达到5克的标准。

增加钾的摄入量 我国居
民膳食普遍低钾。钠和钾的
比值偏高，北方更加明显。在
限盐的同时，增加钾的摄入

量，是预防高血压病的重要措
施。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人
每月可吃蔬菜 12 千克（相当
于每天400克），水果每月1千
克。

增加钙的摄入量 钙可降
低血压，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
人每日钙的摄入量为 600 毫
克。饮用牛奶可补充钙；也可
食用富含钙的食物，比如豆制
品、海产品等。

多吃优质蛋白质 优质蛋
白质一般是指动物蛋白质和
豆类蛋白质。中国营养学会
建议，我国成年人每人每月应
摄入谷类4千克、薯类3千克、
蛋类1千克、肉类1.5千克、鱼
类500克。

保持脂肪酸的良好比
例 生活条件较好的情况下尤
应注意，使总脂肪占比保持在
总热量的30%以下，具体措施
是保持以植物油为主的食用
油，少吃含饱和脂肪较多的肥
肉或肉类食品。

防止超重和肥胖 人们不
要从膳食中摄入过多的热量，
要增加体育活动。减少膳食
总热量，应减少食物中含热量
多的成分占比，如脂肪、精制
糖、糕点等，还要适当控制主
食的摄入量。

戒烟限酒 提倡戒烟，减
少饮酒量。为了预防高血压
病，人们最好不要饮酒。已有
饮酒习惯的人，要减少饮酒
量，每天白酒摄入量控制在
50 毫升~100 毫升，啤酒摄入
量控制在 300 毫升以内。已
经有高血压危象倾向的人，比
如有家族史和体重超标者，均
应坚决戒酒。

总之，只要正确认识高血
压病，并积极预防，这个“隐形
杀手”就会远离我们。如果大
家都行动起来，养成良好的饮
食和生活习惯，调节自我心
态，就会大大降低高血压病的
发生率。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南阳
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正确认识高血压病
□和振娜

脑梗死是人体脑组织因血液
供应不足而出现的脑坏死性脑部
疾病。当患者出现脑梗死且病情
比较严重时，脑部会发生多处病
变，病灶大小通常取决于实际的
病变血管区域。如果患者大脑动
脉主干发生栓塞或颈内动脉发生
栓塞，就会诱发大面积脑梗死。
但是，也有部分脑梗患者在生命
体征已经平稳后，再次突发脑梗
死现象，或者出现持续性出血症
状。那么，脑梗死应该如何预防
和治疗呢？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助于预防
脑梗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
本着低脂、低盐、低糖的原则，适

当进补，坚持多样化饮食，保持营
养均衡；远离高油、高糖、高脂食
物，多食用粗粮和新鲜的水果、蔬
菜；主动戒烟戒酒，保持充足的睡
眠，不熬夜，不过度劳累；每天晨
起后可以先喝一杯白开水，促进
体内血液循环，稀释早晨人体稍
微黏稠的血液，避免血栓形成；严
格控制体重，注意保暖，防止头部
与四肢被严寒侵袭，有助于预防
脑梗死。

脑水肿的控制

一般而言，缺血性脑卒中有
可能引发混合性脑水肿，高峰时
期一般会持续 2 天~5 天，10 天后
脑水肿慢慢下降；若无颅内升高
现象，要及时予以对症处理，否则

极易造成脑疝，威胁患者的身体
健康及生命安全。有研究指出，
如果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
疗，当脑细胞坏死后，就会阻碍神
经细胞功能恢复。

对脑水肿患者，医生要为其
进行脱水治疗（复方甘油、甘油
果 糖 和 甘 露 醇 是 常 用 的 脱 水
剂）。另外，若年轻患者颅内压
升高，可采取多次静脉注射甘露
醇的方式进行治疗。患者出现
不良反应的概率降低，小剂量多
次使用与大剂量脱水治疗效果
没有差别。

脑梗死溶栓治疗

引发脑梗死的因素较多，无
论是何成因，结果均无明显的差

别，以患者局部脑血液供应障碍
为主，早期溶栓治疗是常见的手
段，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致残率
及病死率，且在减少脑梗死面积
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溶栓治疗
过程中，由于人体脑组织血供系
统损伤有延展性特点，因此溶栓
治疗越早效果越明显（发病后 3
小时内进行治疗效果较好）。

溶栓治疗主要包括动脉用药
及静脉用药。其中，与静脉用药
相比，动脉用药的优势主要是用
药量较少，但是极易耽误患者的
病情，从而错过最佳的治疗时
机。静脉用药虽然具有操作简单
的优势，但是患者出现不良反应
的概率较高。

中西医结合治疗

现阶段，对于脑梗死的治疗，
相关药物还处于研究阶段，新问
世的药物种类较多，均取得了一
定的效果，在临床中得到了广泛
应用，安全性较高。比如巴曲酶，
不仅具有较强的溶栓及抑栓能
力，可对患者的血流情况进行改
善，还可以保护脑神经，安全、有
效。中医药治疗是我国特有的治
疗手段，具备独特的魅力，在脑梗
死的治疗中应用广泛，将中西医
两种治疗方法联合应用，可达到
标本兼治、事半功倍的效果，进一
步促进患者恢复。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枣庄市
滕州市羊庄中心卫生院）

脑梗死的预防和治疗方法
□邢洪霞

麻醉是一种在手术过程中减轻患者疼
痛的方法。在骨科手术中，麻醉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麻醉不仅可以使患者舒适地完
成手术过程，还可以减少手术风险和并发
症。然而，骨科麻醉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骨科麻醉的优点

消除疼痛 骨科麻醉可以有效地消除患
者在手术过程中的疼痛感，使患者感到舒适
和放松。这对于需要长时间手术的患者来
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需要保持清醒，而疼
痛会影响他们的配合度。

减少焦虑和恐惧 手术对于许多人来说
是一种紧张和恐惧的经历。麻醉后，患者可
以在手术过程中处于无意识状态，从而减少
焦虑和恐惧感，有助于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和
康复速度。

保护神经功能 麻醉师可以通过控制药
物的剂量和作用范围，减少手术对患者神经
功能的损害。这对于需要进行精细操作的
手术尤为重要，因为神经功能损伤可能导致
术后并发症。

提高手术安全性 骨科麻醉使患者在手
术过程中处于无意识状态，从而减少手术中
的意外伤害和并发症。此外，麻醉医生通过
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和麻醉深度，可以及时
调整药物剂量，确保手术安全。

骨科麻醉的风险

过敏反应 某些麻醉药物可能引起过敏
反应，如荨麻疹、呼吸困难等。因此，在进行
骨科麻醉前，医生会对患者进行过敏测试，
确定患者是否对某些药物过敏。

呼吸抑制 某些麻醉药物可能抑制患者
的呼吸功能，导致呼吸困难或停止呼吸。这
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麻醉药物过量或患者有
呼吸系统疾病的情况下。麻醉医生会密切
监测患者的呼吸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
维持患者的呼吸功能。

低血压 某些麻醉药物会导致患者血压
下降，尤其是在老年患者或有心血管疾病患
者中更为常见。低血压可能导致头晕、乏
力、晕厥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导致心脏骤
停。麻醉医生会密切监测患者的血压情况，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帮助患者维持血压稳
定。

术后恶心和呕吐 某些麻醉药物会导致
患者在手术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这种
情况通常由麻醉药物对胃肠道的影响所
致。麻醉医生会在手术后对患者进行相应
的药物治疗，缓解患者的不适症状。

记忆力丧失 某些麻醉药物可能导致患
者在手术后出现短期的记忆力丧失。这意味着患者在手术后可
能无法回忆起手术过程中发生的事情。这种情况通常是暂时性
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的记忆力会逐渐恢复。

综上所述，骨科麻醉具有消除疼痛、减少恐惧、保护神经功
能、提高手术安全性等优点，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在
进行骨科麻醉前，医生会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全面评估，并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麻醉方法和药物剂量，确保手术安全。同时，
患者也应该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减少手术风险和并发症。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麻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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