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神经
系统退行性疾病，主要表现为肌肉
僵硬、震颤和运动障碍等症状。护
理工作是保障帕金森病患者的生
活质量的关键。

生活环境
为帕金森病患者提供一个安

全、舒适的生活环境是护理工作
的基础。保持室内光线充足，减
少障碍物，确保地面干燥防滑，防
止患者跌倒。家具摆设应简单实
用，避免不必要的杂物，方便患者
活动。同时，调整家居设施，如使
用易于抓握的扶手、防滑垫等，以
增加患者的安全感。

心理支持
帕金森病不仅影响患者的身

体健康，还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
心理压力。护理人员应关注患者

的情绪变化，倾听患者的诉求，给
予他们足够的关心和支持。通过
与患者交流，帮助他们树立积极
的生活态度，增强战胜疾病的信
心。同时，鼓励患者参加一些轻
松愉快的社交活动，缓解焦虑和
孤独感。

日常生活的协助
帕金森病患者的肌肉僵硬和

震颤会影响日常生活能力。护理
人员应协助患者完成日常生活中
的各项活动，如穿脱衣服、洗漱、
进食、如厕等。在协助过程中，要
耐心细致，动作轻柔，避免对患者
造成伤害。此外，根据患者的具
体情况，制订个性化的生活照顾
计划，提高患者的自理能力。

营养与饮食
帕金森病患者常常会出现咀

嚼和吞咽困难的问题，进而导致
营养摄入不足。护理人员应关注
患者的饮食状况，为其提供高蛋
白、低脂肪的食物，增加营养摄
入。同时，注意食物的软硬度和
口感，选择易于咀嚼和消化的食
物。鼓励患者多饮水，保持充足
的水分摄入。对于无法自行进食
的患者，可采用鼻饲或静脉营养
补充等方式，确保其获得足够的
营养。

康复训练
康复训练对于提高帕金森病

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
况，制订个性化的康复训练计
划。训练内容包括关节活动、肌
肉力量、步态训练等方面。在训
练过程中，要耐心引导患者，鼓励

他们坚持锻炼。同时，注意观察
患者的反应，及时调整训练强度
和方式，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
害。定期评估患者的康复情况，
根据评估结果调整训练计划，以
达到最佳的康复效果。

药物治疗的观察与护理
药物治疗是帕金森病治疗的

重要手段之一。护理人员应了解
患者的用药情况，观察药物的疗
效及不良反应。协助患者按时服
药，确保药物的正确使用。同时，
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与医
生沟通调整治疗方案。注意患者
用药情况，以免影响治疗效果。

预防并发症
帕金森病患者容易发生一些

并发症，如肺炎、褥疮等。在日常
生活中，要鼓励患者进行适当的

运动，以预防肌肉萎缩和关节僵
硬等问题。对于长期卧床的患
者，护理人员应关注患者的身体
状况，定期为患者翻身、拍背，保
持呼吸道通畅，保持皮肤清洁干
燥，预防褥疮的发生。

综上所述，帕金森病的护理
工作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
生活环境、心理支持、日常生活协
助、营养与饮食、康复训练、药物
治疗的观察与护理以及预防并发
症等。通过科学合理的护理措
施，可以帮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
减轻家庭负担。同时，护理人员
还应不断学习和探索新的护理方
法和技术，为帕金森病患者提供
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聊城市
人民医院）

帕金森病的护理技巧
□李 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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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认知障碍是一种常见的
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包括阿尔
茨海默病、血管性认知障碍等多
种类型。这种疾病会导致老年人
出现记忆力、思维能力、判断力等
方面的障碍，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质量。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老
年认知障碍非常重要。

早期识别
老年认知障碍的早期症状比

较隐匿，往往会被认为是正常的
老化现象，很容易被忽视，因此早
期识别非常重要。

记忆力减退 尤其是短期记
忆力下降，如经常忘记刚发生的
事情，或者反复询问已经回答过
的问题。

日常生活能力下降 无法独
立处理日常事务，做饭、购物、使
用电话等变得困难。

语言和沟通能力下降 沟通
和社交能力下降，如用词不当、表

达不清，或者难以理解他人的话。
性格改变 变得多疑、焦虑、

抑郁，或者情绪波动大。
注意力不集中 难以长时间

集中注意力，或者容易分心。
决策能力下降 处理复杂问

题时变得困难，或者做出不合理
的决策。

空间感知能力减退 无法认
识熟悉的环境、无法正确判断距
离和方向，经常迷路，或者对距离
和深度的判断出现偏差。

如果老年人出现以上症状，
应该及时就医，进行相关检查和
评估。常用的评估方法包括认知
测试、神经影像学检查等。

干预措施
老年人一旦被确诊为老年认

知障碍，应该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旨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延缓
认知障碍的进展，尽量减轻症状。

药物治疗 目前常用的药物

包括胆碱酯酶抑制剂等。这些药
物可以改善认知功能，但药物治
疗并不能完全逆转疾病进程，且
药物可能伴随一些不良反应。因
此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药
物。

认知训练 特定的认知训练
活动，如记忆游戏、拼图、填字游
戏等，可以帮助老年人锻炼和提
高记忆力、注意力、思维能力等认
知能力。还可以进行认知康复和
认知刺激疗法，但这些训练需要
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以确
保训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生活方式干预 保持健康的
生活方式可以延缓老年认知障碍
的进展。包括适当运动、饮食健
康、充足的睡眠、社交活动等。

心理支持 老年认知障碍患
者常常会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
需要得到心理支持。可以通过心
理咨询、家人陪伴等缓解老人的

焦虑、多疑等情绪。
照护和康复 老年认知障碍

患者需要得到全面的照护和康
复，包括日常生活照顾、物理治
疗、言语治疗等。对一些有身体
症状的患者，如步态不稳、肌肉力
量减弱等，可以通过物理治疗改
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老年认知障碍会对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早
期识别和干预老年认知障碍非常
重要。干预措施需要综合考虑患
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旨在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延缓认知障碍
的进展，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这
一挑战。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枣庄市
精神卫生中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牙齿
美观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们为了变
美和保障口腔健康，选择戴上了金属或
者陶瓷牙齿矫治器。但是戴上矫治器
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为了取得最佳
的治疗效果，请大家一定牢记以下注意
事项。

初戴矫治器的不适症状一般在6小
时左右出现，24 小时达到高峰，随后疼
痛逐渐缓解，通常持续3天～7天。这种
疼痛通常是可以忍受的，无需用药。7
天后，若疼痛不减弱反而加重，或出现
其他异常情况，则需要及时与医生联系

就诊检查。在牙齿疼痛期间，可以选择
食用一些较软的食物，如粥、面包、牛
奶、面条等。

矫治器通过粘接的方式固定在牙
面上，正常进食的话一般不会脱落。但
是如果食用太硬、太黏或者带核的食
物，矫治器很可能会脱落或损坏。因
此，牙齿矫正期间禁食带骨头的食物；
禁食坚果类食物，如开心果、花生米、杏
仁等；禁食太黏的食物，如汤圆、奶糖
等；禁食煎饼、烧饼，可以用米饭、馒头
等替代；不可用前牙直接啃咬苹果、桃
子等较硬的水果，可在切片或切小块后

放到后牙进行咀嚼。此外，吃饭速度宜
慢，切勿狼吞虎咽。一旦矫治器托槽松
动脱落，不仅会延长治疗过程，还会影
响治疗效果。如果发生脱落，脱落的矫
治器、颊面管等要保存好，复诊时带给
医生。

进食后，矫治器周围会有食物残渣
和软垢。如果食物残渣和软垢没有得
到及时清除，将会腐蚀牙齿，造成牙面
脱矿、牙龈炎症、龋坏、牙周炎等。因
此，进食后必须立即刷牙，确保将矫治
器周围食物残渣及软垢清理干净。刷
牙时，建议使用小头正畸牙刷，至少刷3
分钟。另外，有些患者需要定期接受牙
周治疗，保持牙周健康。

治疗初期由于矫治器边缘或弓丝
末端对黏膜的刺激，可能产生溃疡，此
时可以使用正畸黏膜保护蜡。如果突
然发现矫治器出现尖锐部分（如钢丝末
端），请及时联系医生复诊。

正畸治疗过程中，患者必须严格按
照预约时间定期复诊，以免影响矫正时
间和治疗效果。若长期不复诊，牙齿将
不会移动或出现异常变化，不能取得预
期的效果。若不能按时复诊，要提前告
诉医生。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枣庄市口腔医院）

初戴牙齿矫治器的注意事项
□孙 娜

老年认知障碍的早期识别与干预措施
□孙士芳

阿尔茨海默病，这一逐渐侵蚀记忆
与认知能力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日益
成为医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了解阿尔茨
海默病的早期迹象并采取有效的预防
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早期症状
记忆力减退 患者可能频繁遗忘近

期的事件，如刚读过的文章、刚做过的
事情，或者刚见过的人。这种遗忘会
随着疾病的进展而逐渐加重。

语言障碍 患者可能出现找词困
难、用词不当或语言表达不流畅的情
况。他们可能会忘记常用的词汇，或
者说话时词不达意，甚至无法理解他
人的语言。

空间感知能力下降 患者可能会迷
路，甚至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也会感
到困惑。他们可能难以判断距离和方
向，导致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导航困难。

情绪和行为改变 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可能出现情绪波动大、焦虑、抑郁或
性格改变。他们可能会变得多疑、易
怒或孤僻，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

日常生活能力下降 患者可能逐渐
丧失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如管理财
务、做家务或进行简单的计算。他们
可能会变得依赖他人来完成这些任务。

视觉和空间感知障碍 患者可能难以识别物体、判断
距离或理解空间关系。这可能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
到困难，如穿衣、进食或行走困难。

执行功能受损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可能难以进行复
杂的思考、决策或解决问题。他们可能会变得犹豫不决，
难以处理复杂的情况或进行多步骤的任务。

预防方法
社交与智力活动 保持社交活动，与家人和朋友交

流，参与社区活动，可以刺激大脑活动，提高认知功能。
智力活动，如阅读、写作、画画、下棋等，可以锻炼大脑的
记忆和思维能力，降低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认知训练 通过特定的认知训练，如记忆游戏、拼图、
解谜等，可以锻炼大脑的记忆和思维能力，提高认知储
备。这种训练可以刺激大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提高大
脑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

控制慢性疾病 高血压病、糖尿病和高胆固醇血症等
与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增加有关。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锻
炼，控制这些疾病，可以降低患病风险。同时，定期进行
体检，及时发现并治疗这些慢性疾病，也是预防阿尔茨海
默病的重要措施。

培养兴趣爱好 保持对生活和学习的热情，培养自己
的兴趣爱好，可以刺激大脑活动，提高认知能力。无论是
学习一门新技能、参与艺术创作还是进行体育运动，都可
以为大脑带来新的挑战和刺激。

阿尔茨海默病并非不可战胜的敌人。通过科学的预
防策略，我们可以为自己和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共
同迎接健康、快乐的未来。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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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科作为一个综合
性的医疗科室，能为患者提供
全面、细致的健康管理服务，不
同于专科医疗，更侧重于疾病
的早期发现、预防以及综合管
理。那么，哪些患者更适合选
择全科医学科进行就诊呢？通
常来说，初诊不明确疾病归属、
需要多方面评估的慢性病患
者，或是希望获得全面健康指
导和疾病预防策略的人群，都
是全科医学科的服务对象。

全科医学的定义
全科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

医学专业学科，以人的整体健康
为中心，将临床医学、预防医学、
康复医学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等
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融合。

全科医学的理念是以人为
本，强调医生和患者之间的长
期合作关系，以及家庭和社区
在健康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倡
导以家庭为单位的照顾模式，
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全方位健
康管理。而在全科医学的视野
下，人的健康是一个动态变化
的过程，需要医生具备全面的
知识和技能，并对不同年龄、性
别、器官系统的疾病进行预防、
诊断、治疗等。

全科医学科服务对象
高血压病是常见的临床综

合征，主要表现为体循环动脉
压的持续升高，周围小动脉阻

力的增加，往往伴随着心排血量和血容量的相
应提升，这一生理变化会影响心血管系统的正
常功能，还会对全身多个器官造成潜在的损
害。对于高血压病患者来说，全科门诊是一个
值得考虑的就诊选择。以其综合性的诊疗理
念，能全面评估患者的健康状况，并制定个性化
的治疗方案。在全科门诊，医生不仅会关注患
者的高血压病症状，还会综合考虑其他健康风
险因素，如生活习惯、家族病史等，从而提供更
为全面、细致的健康管理建议。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通常被称为
冠心病，是一种由于冠状动脉管腔狭窄或闭塞
而引发的心脏疾病，这种疾病的形成并非一蹴
而就，而是与多种生活习惯和环境因素密切相
关，如体重超重、长期吸烟及过量饮酒等，都可
能成为潜在的诱因。当冠状动脉受到影响时，
心脏的肌肉无法得到足够的血液供应，会导致
一系列的症状。患者可能会经历心绞痛，这是
一种胸骨后的压迫感或疼痛感，有时可能放射
至手臂、颈部或下颌。另外，呼吸急促、胸痛及
心悸等不适症状也会随之而来，严重影响患者
的日常生活质量。面对这样的健康挑战，全科
门诊为患者提供了一个全面、综合的治疗平
台。在全科医生的指导下，患者可以得到个性
化的诊断和治疗建议，以此来有效管理症状、控
制疾病进展，并降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半堤镇
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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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中心的主要职责是承担
医院各科室所有重复使用的器械、器具
和物品的清洗、消毒、灭菌以及无菌物
品供应的部门，对器械、器具和物品完
成无菌处理需要经过十大流程几十个
步骤，每一步操作都需要严格按照规范
执行，确保每一件物品都能达到无菌标
准，从而保障患者的安全。

器械物品回收至消毒供应中心后，
专业人员对使用过的器械和物品进行
清点、核查，检查每一件物品的完整
性，确保其没有损坏或缺失部件，再根
据器械物品材质、精密程度、污染程度
进行分类，对物品上的污渍、血迹等进
行初步处理，为后续的清洗工作做好
准备。

接下来是清洗阶段。清洗工作看
似简单，实则要求极高。手工清洗专业
人员使用各种清洗工具和清洗剂，分冲
洗、洗涤、漂洗、终末漂洗4步对器械和
物品进行深度清洗。机械清洗设备包

括超声波清洗器、全自动清洗消毒机、
负压沸腾清洗消毒机等。清洗过程中，
工作人员还需注意保护器械和物品，避
免对器械物品造成二次损伤。

清洗完毕后，检查包装人员再次检
查器械清洗效果和器械性能，再根据无
菌物品包装要求进行包装，保证封包严
密性和闭合完好性。然后，器械和物品
就会进入消毒和灭菌环节。工作人员
根据器械的材质和要求选择不同的消
毒灭菌方式，如压力蒸汽灭菌、低温等
离子体灭菌、低温甲醛灭菌、环氧乙烷
灭菌等。这些灭菌设备能够彻底杀灭
器械和物品上的细菌、病毒、微生物，使
其达到无菌状态。同时，消毒供应中心
还会定期对灭菌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
确保其正常运行和高效灭菌。

最后，经过严格的无菌检查，合格
的器械和物品会被分发到各个科室。
在这个过程中，消毒供应中心的工作人
员需要确保每一件物品都能准确、及时

地送达目的地，以满足临床需求。
除日常的消毒和灭菌工作外，消毒

供应中心还承担着医院内感染控制的
重要任务。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室内空
气、物品表面等进行采样检测，监测微
生物污染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工作人
员会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处理，防止感染
事件的发生。

此外，消毒供应中心的工作人员还
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以适
应不断变化的医疗环境和新的消毒灭
菌技术。他们会定期参加培训和学习，
了解新的消毒灭菌标准和操作方法，以
确保消毒供应中心的工作始终保持在
行业前列。

总之，消毒供应中心是医院内感染
控制的重要阵地，是每一个无菌物品的
诞生地。在这里，专业的工作人员用严
谨、细致和专注的态度，为医院的医疗
安全保驾护航。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

无菌物品的诞生
□黄沙沙

自古以来，中药一直被
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瑰
宝，其奥秘和神奇疗效深深
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千年历史
中。中药以天然植物、动物、
矿物等为原材料，通过精细
的配伍和独特的炮制工艺，
形成了千百种药物，成为中
医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

首先，中药的奥秘在于
其药材的选择和搭配。中药
的搭配不仅仅是简单地将一
些草药混合在一起，而是遵
循配伍原则，以达到协同作
用、相辅相成的效果。中医
认为，不同的中药有不同的
性、味、功效和归经等属性，
只有在正确的比例和搭配
下，中药才能发挥最佳的疗
效。例如，黄芪和人参具有
补气养血的功效，常被用于
治疗虚弱体质和气血不足的
症状。这种复杂的配伍关系
不仅考验医者的经验和智
慧，更体现了中医学的深厚
底蕴。

其次，中药的奥秘还在
于其独特的药理作用。中药
中含有丰富的生物碱、生物
酶、多糖类等活性成分，这些
成分在体内能够发挥抗炎、
抗氧化、抗肿瘤等多种作
用。例如，一些中药中的黄
酮类成分具有抗氧化作用，
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
基，延缓衰老。一些具有辛
温属性的中药，如桂枝、陈皮
等，可以发散风寒，驱寒温
经，被广泛用于治疗感冒等
疾病。

此外，中药的独特炮制
工艺是其神奇疗效的重要原
因之一。在中药炮制的过程
中，药材经过炒、炙、蒸、浸、
炮或煮等方法，不同的制法

会对药材的药性和功效产生
影响。例如，有些药材需要
炮制成粉末，有些需要煎熬
成浓缩液，这样处理使药物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同时还
保持了药性的稳定。这种独
特的炮制工艺使中药在治疗
疾病时能发挥最大的疗效。

中药的神奇疗效还在于
其对整体健康的综合调理作
用。中医强调阴阳平衡和脏
腑协调，认为疾病是由于人
体的阴阳失调或脏腑功能失
调所致。中药通过药材的特
殊功效，可以调和人体的阴
阳平衡，促进气血流通，调理
脏腑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
病的目的。与西医注重症状
治疗不同，中药更注重整体
的调理和平衡，因此在一些
慢性病的调理中，中药显示
出了独特的优势。

当然，中药的使用也需
要注意安全性和合理性。中
药虽然具有独特的疗效，但
不同于西药的单一成分和明
确剂量，中药中的活性成分
较多且复杂，剂量和使用方
法需要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调
整。因此，在使用中药时，我
们应该遵循医生的指导，合
理选择药材和剂量，避免滥
用和误用。

总的来说，中药的奥秘
在于药材的选择和搭配、独
特的药理作用，而神奇疗效
则体现在其独特炮制工艺和
综合调理作用。中药不仅是
中国传统医学的瑰宝，也是
世界医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
明珠。中药在现代医学中仍
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传承。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邹
平市中心医院）

中药的奥秘
□刘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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