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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是医生为病人开具的治
疗方案，包含了病人的用药种类、
剂量和用药方法等信息，是医疗
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医疗技
术的不断发展，处方问题如用药
不当、剂量不准确、药物滥用等日
益凸显，不仅影响治疗效果，还可
能会威胁病人的生命安全。因
此，处方点评显得尤为重要。

处方点评的重要性
处方点评是医疗机构对医生

开具的处方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
查、分析和评价的过程。其重要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处方点评是医疗行业管理
的重要一环，能够促进医疗行业的
规范化发展。通过对处方进行点
评，可以建立一套科学的处方管理
制度和规范，让医生在开具处方时
遵循统一的标准和原则。这有助
于减少医疗行为中的随意性和差
异性，提高医疗服务的标准化水
平。

2.进行处方点评，可以发现处

方中的用药错误、不合理用药等问
题，及时纠正，减少药物不良反应
的发生，提高用药安全性。例如，
有些药物存在相互作用，如果同时
使用可能会导致药效降低或产生
不良反应。进行处方点评，可以发
现并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3.通过处方点评，可以发现用
药不合理的地方，如药物剂量过大
或过小、用药时间过长或过短等，
进而调整用药方案，使药物更好地
发挥治疗作用，提高治疗效果。

4.处方点评可以推动医疗机
构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优化药物
使用结构，提高药物资源的利用效
率。通过比较不同药物的疗效、安
全性、经济性等，医疗机构可以制
订更科学的用药方案。

处方点评的实施方法
首先，制订明确的点评标准是

处方点评工作的基石。这些标准
应当涵盖药物的适应证、用法用
量、相互作用、不良反应等，确保能
够全面、客观地开展处方点评工

作。处方点评人员需要深入研究
相关药物知识，了解最新的临床用
药指南和规定，确保点评标准的科
学性和实用性。

其次，处方点评应采取定期
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定期
点评可以确保每位医生的处方
都不会被遗漏。医疗机构可以
设定固定的时间周期，如每周或
每月，对医生开具的处方进行集
中点评。不定期点评则可以针
对 特 定 问 题 或 在 特 定 时 间 进
行。例如，当某种药物出现滥用
或不良反应增多时，可以针对该
药物进行专项点评，及时发现问
题并采取措施。

此外，信息化手段在处方点评
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医疗机构可以利用电子病历、
电子处方等信息化系统，自动提取
处方信息，进行数据分析。这些信
息化系统可以高效处理大量数据，
快速识别潜在的用药问题，提高处
方点评的效率和准确性。这些信

息化系统还可以帮助处方点评人
员更好地跟踪和监控医生的用药
行为，及时发现并纠正不良用药习
惯。

最后，应及时将处方点评的结
果反馈给医生和医疗机构。在反
馈内容里，应详细指出处方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医
生应认真听取意见，积极整改，优
化用药方案。医疗机构也应根据
处方点评结果不断完善相关制度
和流程，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医疗
机构还应加强对医生的培训和教
育，提高他们的用药水平和责任意
识，确保患者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

处方点评的注意事项
1.处方点评人员不仅要有扎

实的药物学理论基础，还要熟悉临
床。这意味着，处方点评人员不仅
需要掌握药品的作用机理、适应证
与副作用，还需要具备对临床疾
病、治疗方案及患者反应的综合判
断能力。

2.要确保处方点评的客观性
和公正性。处方点评人员要谨防
个人偏好或经验导致偏见，从而影
响评价结果。每一次处方点评都
应当基于证据医学原则和最新的
临床指南。同时，处方点评人员应
有高尚的职业道德，确保评价过程
中的每一个判断都是基于对患者
最佳利益的考虑。

3.在处方点评过程中，涉及病
人的敏感信息时，必须遵循医疗保
密原则，确保病人的信息没有被不
当使用或泄露。

4.处方点评是一个动态的质
量改进过程。为保证处方点评质
量，医疗机构应持续监控处方点评
活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并以此
完善处方点评的标准和流程。此
外，医疗机构应定期对处方点评人
员进行培训，不仅要更新他们的专
业知识，还要强化他们的评价技能
和伦理责任感。

（作者供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民族医院）

处方点评的重要性及实施方法
□韦璐璐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不良
生活习惯的增多，癌症的发病率
逐年上升。癌症筛查成为预防与
早期发现癌症的关键手段。而在
这一过程中，肿瘤标志物扮演着
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将为您揭
示肿瘤标志物的奥秘，介绍其在
癌症筛查中的重要作用和局限
性。

肿瘤标志物的奥秘
肿瘤标志物是肿瘤细胞异常

表达所产生的蛋白抗原或生物活
性物质，可在肿瘤患者的组织、血
液或体液及排泄物中检测出，可
协助肿瘤诊断、鉴别诊断及监
测。这些物质在正常生理状态下
含量极少，但在肿瘤发生时，其含
量会显著增加。通过检测肿瘤标
志物的含量，可以间接评估肿瘤
的存在、生长速度以及对治疗的
反应。

肿瘤标志物的分类与特性
根据特性，肿瘤标志物可分为

多种类型，常见的有蛋白质、酶、激
素、癌基因产物等。每种肿瘤标志
物都对应着特定的癌症类型和发
展阶段。例如，甲胎蛋白与肝癌、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与前列腺癌、癌
胚抗原与结直肠癌等。

肿瘤标志物在癌症筛查中的
作用

早期发现 定期检测肿瘤标志
物，有助于早期发现癌症。在癌症
初期，肿瘤体积较小，不易通过常
规检查被发现，而肿瘤标志物的敏
感性较高，便于检测人员捕捉到异

常信号。
监测病情 在癌症治疗过程

中，肿瘤标志物的含量变化可以反
映病情的发展趋势。通过持续监
测，医生可评估治疗效果，为调整
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预后评估 治疗结束后，医生
根据肿瘤标志物的水平可以预测
患者的预后。若治疗后肿瘤标志
物的水平持续升高，则提示癌症
可能会复发或转移；若逐渐降至
正常范围，则表明治疗效果良好。

监测是否复发 在癌症得到
控制后，仍然需要定期检测肿瘤
标志物。一旦发现肿瘤标志物水

平异常升高，就要及早采取干预
措施。

肿瘤标志物的局限性
虽然肿瘤标志物在癌症筛查

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仍然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肿瘤标志
物的特异性不足，一种标志物可
能会对应多种癌症类型，易导致
误诊。其次，部分良性疾病也可
能会导致肿瘤标志物水平轻度升
高，干扰诊断。此外，某些健康人
群可能会出现肿瘤标志物水平一
过性升高现象。因此，需要结合
其他检查结果和临床表现进行综
合分析，必要时进行组织活检，以

明确诊断。
肿瘤标志物作为一种特殊的

物质，在早期发现、病情监测、预
后评估及监测是否复发等方面有
着重要作用。虽然存在一定局限
性，但是通过不断研究和发展，肿
瘤标志物将在癌症筛查中承担更
加重要的角色。我们应关注自己
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体检和筛
查，降低癌症的发生风险。在日
常生活中，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预
防癌症。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聊城市妇
幼保健院）

肿瘤标志物在癌症筛查中的作用
□邢晓阳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重
症患者的康复训练和护理越来越
受到重视。对于重症患者来说，正
确的护理不仅关乎生命安全，更关
乎他们未来的生活质量。本文将
介绍重症患者的康复训练、护理的
方法和注意事项。

在开始康复训练之前，要对重
症患者进行全面的身体评估。评
估内容应包括患者的病情、体能、
认知、心理状况等。通过评估结
果，可以了解重症患者的具体情
况，为制订个性化的康复训练计划
提供依据。

在制订个性化的康复训练计
划时，需要充分考虑重症患者的年
龄、性别、兴趣和目标。不同年龄
段的重症患者需求有所不同。比
如，老年重症患者可能会更注重预
防摔倒和保持平衡的训练，而年轻
重症患者则可能会更注重肢体功
能的恢复。

肢体功能训练是重症患者康
复的重要组成部分。训练从简单
的被动关节活动开始，如帮助重症
患者进行关节屈伸等，可以促进血
液循环和防止肌肉萎缩。随着重
症患者的病情不断好转，逐渐过渡

到主动关节活动和负重训练，让其
逐渐恢复自主运动能力。

呼吸功能训练对于肺部疾病
重症患者尤为重要。指导重症患
者进行深呼吸、有效咳嗽等练习，
有助于改善肺部的通气功能，促进
痰液排出，防止发生肺部感染。重
症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采取不同的呼吸练习方法，如缩唇
呼吸法、腹式呼吸法等。

日常生活能力训练是帮助重
症患者回归正常生活的关键环
节。训练重症患者的穿衣、进食、
洗漱等基本生活技能，可以帮助其

逐步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在训练
过程中，应注重重症患者的安全性
和舒适感，不要过度要求或强制执
行，可以借助一些辅助工具（如轮
椅、拐杖）来提高其生活自理能力。

科学的营养与饮食护理对于
重症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要根
据重症患者的营养需求和饮食习
惯，为其制订合适的饮食计划。医
务人员应该根据重症患者的具体
情况制订饮食方案，如增加蛋白质
的摄入、控制糖分的摄入等。

睡眠护理对于重症患者的康
复具有重要作用。良好的睡眠有

助于重症患者恢复体力，提高免疫
力。医务人员应该为重症患者提
供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指导其
进行睡眠前的放松练习，如深呼
吸、温水泡脚等，帮助其放松身心，
提高睡眠质量。对于有睡眠障碍
的重症患者，可以采取药物治疗或
物理治疗等措施，改善其睡眠质
量。

重症患者的康复训练和护理
需要医务人员、患者及其家属的共
同努力。通过全面评估、制订个性
化的康复训练计划、采取科学的护
理措施以及多学科合作，我们可以
帮助重症患者尽快回归正常生活，
重拾生活的信心。让我们携手共
进，为重症患者的康复而努力。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高唐县人
民医院）

重症患者的康复训练和护理
□孙丛丛

牙齿的健康状态与我们的生
活质量息息相关。牙体牙髓疾病
的发病率居高不下，给我们的口
腔健康带来了威胁。那么，我们
该如何预防牙体牙髓疾病的发生
呢？

牙体牙髓疾病的种类
牙体牙髓疾病是指发生在牙

齿硬组织和牙髓组织上的疾病，主
要包括以下几类：

龋病 俗称蛀牙，是牙体硬组
织在细菌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发
生的慢性进行性破坏性疾病。龋
病的发生与口腔卫生习惯、饮食习
惯等密切相关，是牙体牙髓疾病中
发病率最高的疾病。

牙体硬组织非龋性疾病 这类
疾病包括着色牙、牙发育异常、牙
形态异常、牙外伤、牙慢性损伤

等。着色牙如氟斑牙、四环素牙
等，是由于外界因素导致的牙齿颜
色改变；牙发育异常如牙釉质发育
不全、先天性梅毒牙等，是牙齿在
发育过程中受到干扰而形成的；牙
形态异常如畸形中央尖、融合牙
等，是牙齿形态上的异常表现；牙
外伤如牙折、牙脱位等，多由于外
力作用导致；牙慢性损伤如楔状缺
损、酸蚀症等，是由于长期不正确
刷牙或酸性物质侵蚀造成的。

牙髓病和根尖周病 牙髓病和
根尖周病是由于龋病治疗不及时，

感染波及牙髓和根尖周组织引起
的，包括急性牙髓炎、慢性牙髓炎、
急性根尖周炎、慢性根尖周炎等。
这些疾病的主要症状是牙齿疼痛，
严重时可能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

牙体牙髓疾病的预防
口腔卫生是预防牙体牙髓疾

病的基础。每天至少刷牙两次，每
次刷牙时间不少于两分钟，使用正
确的刷牙方法，如巴氏刷牙法，以
清除牙齿表面的牙菌斑和食物残
渣。此外，定期使用牙线或牙缝刷
清洁牙齿间的缝隙，避免牙菌斑和

牙结石的形成。
饮食健康对口腔健康非常重

要。减少糖分和酸性食物的摄入，
避免过度进食和咬硬物，以免对牙
齿造成损伤。同时，多吃富含钙质
和维生素的食物，有助于牙齿健
康。

定期到口腔医生处进行口腔
检查和洗牙是预防牙体牙髓疾病
的重要手段。在口腔检查中，口腔
医生可以及时发现口腔问题；洗牙
可以清除牙齿表面的牙菌斑和牙
结石，预防龋齿和牙周病的发生。

一 旦 发 现 口 腔 问 题 ，如 龋
齿、牙龈炎等，应及时就医。对
于龋齿，应尽早进行充填治疗，
防止龋洞扩大；对于牙龈炎等牙
周病，应进行消炎治疗，避免炎
症扩散。

对于儿童、孕妇等特殊人群，
应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如
儿童在换牙期间应及时进行窝沟
封闭，预防龋齿；孕妇应注意口腔
卫生和饮食健康，避免口腔问题的
发生。

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注
意饮食健康、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和
洗牙、及时发现并处理口腔问题，
特殊人群注意预防，都是防止发生
牙体牙髓疾病的有效手段。

（作者供职于广东省前海人寿
广州总医院口腔科）

牙体牙髓疾病的预防
□张 忆

大家是不是觉得做了心脏手
术后，应该躺在床上好好休息呢？

其实，做完心脏手术后，患者
需要进行心肺功能锻炼。医务人
员经常会督促患者自主咳嗽或者
进行吹气训练。通过吹气，可以
使塌陷的肺张开，恢复肺部的功
能。呼吸锻炼，不管是深呼吸还
是咳嗽，都有助于肺部扩张，防止
发生肺部感染。

很多患者会想：我做了这么
大的手术，为什么还要活动呀？
这听起来有点儿不近人情。实际
上，对于患者来说，越早开始活
动，身体的机能恢复越快，还可以
预防并发症。比如，为了预防深
静脉血栓，患者早期卧床时可以

先进行踝泵运动，在病情稳定后
就要下床活动了。早期下床活
动，可以防止深静脉血栓形成，促
进胃肠蠕动，防止发生腹胀、便
秘。下肢静脉血栓一旦产生或脱
落，容易导致肺里面的血管被栓
塞，肺栓塞可是致命的。因此，心
脏手术后适当活动是非常重要
的。患者应在病情允许的情况
下，循序渐进地进行活动。最初，
患者应在其家属或医务人员的协
助下坐起来，适应后可在床边坐，
随后可沿床边或在室内走动，逐
渐增加活动量，以身体能够耐受
为宜。

心脏手术后，尽早饮食有利
于肠胃功能恢复。很多患者心

脏手术后没有胃口，不想吃东
西，只想喝水，但是饮水量是有
一定限制的。这是因为心脏手
术后患者的心脏功能还在恢复
中，如果喝水过多，会增加心脏
的负担，影响早期手术后康复。
即使没有胃口，也要尽量按时进
食，可少量多餐，以保证摄入充
足的营养。患者可选择高蛋白
质、高维生素的食物（鱼虾类、肉
类、蛋类、豆制品等），更有利于
身体恢复；应避免吃高脂、高糖、
高盐和刺激性食物。患者要遵
循医生的建议，合理安排饮食，
可以康复得更好更快。

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
很重要。心脏手术后入睡困难是

正常的，可以慢慢改善。如果是
疼痛引起的入睡困难，可以遵医
嘱使用止痛药物，避免熬夜和过
度劳累。

心脏手术后使用抗凝、抗血
小板或抗排斥药物时，应严格按
照医嘱，不得随意增减剂量或停
药。每种药物都有其特定的作用
和副作用，擅自更改剂量或停药
会影响药物的治疗效果，甚至引
发不良反应。患者应按时按量服
用药物。

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在心脏
疾病的防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许多心脏疾病是可以预防
的，而预防的重要性超过了治
疗。患者应听从医生的建议，采

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如戒烟、控制
体重、降低血压和血脂等。通过
这些措施，可以降低心脏病复发
的风险，保护心脏健康。

心脏手术带来的不仅是身体
上的创伤，还有心理上的压力。患
者家属和医务人员应及时给予患
者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保持良好
的心态。

心脏手术后的康复，除了日常
护理，还需要康复锻炼、合理饮食、
适当活动、规律作息、心理调适
等。通过了解这些知识，心脏手术
后，患者可以康复得更好，更快地
回归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作者供职于广东省中山大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心外科）

心脏手术后如何康复
□张艳亭

矿物质是人体组织的
重要组成部分，并参与体
内的各种生理活动。有了
它，我们的身体才能正常
运行。如果长期缺乏某一
种矿物质，我们的身体可
能会出现相应的疾病。平
常应该怎么吃，吃什么，才
能摄入足够的矿物质呢？

矿物质分为常量元素
和微量元素，共有 20 多种。
常量元素在人体内的含量较
多（大于 0.01%体重），每日
膳食需要量都在100毫克以
上，包括钙、镁、钾、磷、钠、氯
等。常量元素是身体的“顶
梁柱”，是构成人体组织的重
要成分。微量元素是指在人
体内的含量小于0.01%体重
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少
并不代表不重要。微量元素
在人体生理活动中的作用是
不可或缺的，可以说有四两
拨千斤的作用。微量元素分
为三大类：第一类为人体必
需的微量元素，有铁、碘、锌、
硒、铜、钼、铬、钴等 8 种；第
二类为人体可能需要的微量
元素，有锰、硅、镍、硼、钒等
5 种；第三类为具有潜在毒
性但低剂量时对人体可能是
有益的微量元素，包括氟、
铅、镉、汞、砷、铝、锂、锡等8
种。

当感到全身乏力、厌
食、骨痛、精神错乱的时候，
需要补充含磷高的食物，如
瘦肉、蛋、鱼、干酪、蛤蜊、动
物的肝肾、海带、芝麻酱、花
生、干豆、坚果等；当感到手
足易痉挛或抽搐的时候，需
要补充含钙高的食物，如奶
和奶制品、豆类、虾、鱼等；
当出现厌食、恶心、呕吐、无
力、肌肉痉挛、头痛、注意力
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等症状
的时候，需要补充发酵的豆
制品、咸味食品等含钠高的
食物；如果出现易怒、头昏
眼花、呕吐腹泻、食欲下降、

心悸等，要补充含钾量高
的蔬菜和水果。当身体缺
铁的时候，会出现冷漠呆
板、面色苍白、疲劳乏力、
头晕、心悸等表现。这个
时候，动物性食物会是更
好的选择。这类食物主要
有动物肝脏、动物全血、畜
禽肉类、鱼类。碘也是人
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
孕妇严重缺碘，可影响胎
儿发育；儿童缺碘，可导致
智力低下；成人缺碘，可引
起 大 脖 子 病 ，俗 称“ 甲
亢 ”。 因 此 ，要 注 意 补 充
碘。海洋生物如海带、紫
菜 、海 鱼 、干 贝 、淡 菜 、海
蜇 、龙 虾 等 含 碘 量 丰 富 。
锌元素对人体健康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在生活中，
有的小孩子挑食、厌食，个
子总比同龄儿童低，或有
智 力 发 育 不 良 及 行 为 问
题，抑或有味觉障碍、食欲
下降、口腔溃疡、免疫功能
减退等，就要警惕是否缺
锌。如果缺锌，要及时补
充。锌的来源广泛，但食
物中锌的含量差别很大，
吸 收 利 用 率 也 有 很 大 差
异。贝壳类海产品、红色
肉类、动物内脏都是锌的
极好来源。硒是人体必需
的微量元素，补硒可使肝
癌、肺癌、前列腺癌和结直
肠癌的发生率明显降低。
硒具有抗氧化作用，还可
以提高身体抵抗力。硒主
要来源于海洋食物、动物
的肝肾及肉类。

微量元素对于身体健
康很重要，但过犹不及，要
根据个人情况适量摄取。
微量元素很重要，但不是
补得越多就越好，建议大
家参考《中国居民膳食营
养 素 参 考 摄 入 量（2023
版）》来补充。

（作者供职于广东省茂
名市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

怎样补充矿物质
□梁培红

急性鼻窦炎是鼻窦黏膜的急性
炎症，以上颌窦炎多见，患者常有持
续性鼻塞，流大量黏脓涕，嗅觉障碍，
定位、定时性头痛等症状。饮食调理
在缓解病情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合
理饮食，可以有效缓解急性鼻窦炎的
症状，促进患者康复。

要适当增加水分的摄入。急性
鼻窦炎患者经常受到鼻涕黏稠、难以
排出的困扰。适当增加水分摄入对
于稀释鼻涕、促进鼻涕排出至关重
要。补充水分不仅有助于保持鼻腔
的湿润状态，还有助于稀释黏液，减
轻鼻塞症状。通过大量喝水、食用含
水量丰富的水果和蔬菜等方式，可以
有效地增加水分的摄入，从而改善症
状。

尽量避免吃辛辣的食物。辛辣
的食物往往含有刺激性成分，会导致
炎症加重。因此，急性鼻窦炎患者应
该尽量避免吃辛辣的食物，以免加重
症状。辛辣的食物可能引起鼻腔血
管扩张，导致鼻黏膜充血、水肿，进而
加重鼻塞和鼻痛等不适感。选择清
淡、温和的食物，可以减少对鼻腔黏
膜的刺激，有助于缓解症状。

多食用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
维生素C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又称
抗坏血酸，能促进骨胶原的合成，还
能促进伤口愈合。人体吸收维生素C
以后，能加快体内免疫细胞再生，增
强抗病能力。感冒后，如果治疗不及
时，可能会引发急性鼻窦炎。因此，
要及时治疗感冒，多吃一些含维生素
C的食物。维生素C在缓解急性鼻窦
炎症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促进炎
症消退，有助于减轻患者的不适感。
建议急性鼻窦炎患者多食用富含维
生素C的水果，如柑橘类水果（橙子、
柠檬）、番茄、草莓等。这些水果不仅
美味可口，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C，
提高身体的抵抗力。

补充维生素 D。维生素 D 是缓
解急性鼻窦炎症状的重要营养素之
一。维生素 D 对免疫系统有双向调
节作用，可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帮
助预防和缓解急性鼻窦炎。平时，我
们可以通过多晒太阳或摄入富含维生素D的食物来补充
该营养素。鱼类（如鲑鱼、鳕鱼）、蛋黄、奶制品等都是良好
的维生素D来源。保持适当的维生素D水平，有助于提升
免疫系统功能，从而预防或缓解急性鼻窦炎引起的感染。

增加蔬菜的摄入。蔬菜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
增强免疫力，促进身体康复。建议急性鼻窦炎患者增加新
鲜蔬菜的摄入量。多吃蔬菜，不仅有助于满足身体对营养
的需求，还有助于减少消化系统的负担，帮助身体更快地
恢复健康。

总而言之，饮食调理在急性鼻窦炎的治疗中有着重要
作用。避免吃辛辣刺激性食物、增加维生素的摄入、坚持
清淡易消化的饮食原则以及远离烟酒等，都有助于缓解症
状，促进康复。通过科学的饮食调理，患者能够更好地控
制鼻窦炎的发作，提高生活质量，加快康复进程。养成良
好的饮食习惯是治疗和预防急性鼻窦炎的重要举措，应该
得到重视。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内黄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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