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输血是现代医学中常用的
治疗手段之一，对于许多疾病的
治疗和康复具有重要意义。然
而，输血并非绝对安全，它可能
导致一系列不良反应。如何确
保安全输血，预防不良反应，确
保患者的有效救治，是临床医学
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输血的不良反应
在临床上，输血的不良反应

有很多种，常见的有发热反应、
过敏反应、溶血反应等。

发热反应 这是输血后最常
见的反应之一。患者可能会出
现发热、寒战、头痛等症状，通常
可在数小时内自行缓解。

过敏反应 如果患者对所输

血液中的某种成分过敏，就可能
会出现过敏反应。轻度的过敏
反应可能表现为皮肤瘙痒、荨麻
疹等，严重的过敏反应可能会突
发支气管痉挛、紫绀等症状，甚
至出现低血压、呼吸困难等症
状。

溶血反应 这种情况容易出
现在女性患者身上。患者在输
血之后，体内的红细胞遭受到了
重创和破坏，容易导致溶血。在
这种情况下，患者可能会出现严
重的贫血、肾功能不全、血红蛋
白尿等严重症状。

尽管这些不良反应是少见
的，但它们仍然可能会发生。对
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来说，了

解这些可能出现的反应，并采取
适当的预防措施，是确保患者安
全的关键。

预防不良反应的措施
严格筛选血液来源 选择正

规、可靠的血液来源，并进行严
格的筛选和检测，可以有效预防
因血液污染或病原体携带等原
因导致的不良反应。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在输血
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确保血液的储存、运输和使用过
程的无菌和规范。这样可以避
免因操作不当导致的细菌污染
或交叉感染等不良反应。

做好患者评估和监测 在输
血前，应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

了解其身体状况和过敏史等。
同时，在输血过程中，应密切监
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及时发现和
处理不良反应。

给予适当的预防药物 对于
有过敏史或高风险的患者，可以
在输血前给予适当的预防药物，
如抗过敏药物或抗热源药物等，
以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不良反应发生后的救治措施

及时识别不良反应 医务人
员应熟悉各种输血不良反应的
表现和识别方法，以便及时发现
并处置。

迅速采取措施 一旦发现不
良反应，应立即停止输血，保持
患者呼吸道通畅，给予抗过敏、

抗休克等药物治疗。对于严重
溶血反应或细菌污染反应，可能
需要进行紧急换血或透析等治
疗。

加强学科协作 在救治过程
中，有时需要多学科协作，包括
血液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等，
以便为患者提供全面的救治方
案。

综上所述，安全输血是保障
患者生命安全和治疗效果的重
要环节。通过严格的筛选和检
验程序，规范采血和输血操作，
可以降低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
率，确保患者的安全。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淄博市
桓台县中医院）

如何确保输血的安全性
□巩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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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如同一场悄无声息的
“风暴”，一点点侵蚀着患者的内心
世界。面对抑郁症，大家不必过分
害怕，有效的护理措施和应对策
略，能够帮助患者走出阴霾，重拾
生活的希望。

抑郁症是一种情绪障碍，主要
表现为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丧
失、疲劳感等。它并非简单的情绪
低落，而是一种病理性的状态，需
要得到专业的治疗和护理。因此，
当身边的人出现抑郁症的症状时，
应提醒他们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
接受专业的评估和治疗。

在抑郁症的护理中，心理支持
至关重要。患者往往会感到孤独
和无助，需要他人的理解和关心。

这时，亲人和朋友可以跟患者多沟
通，鼓励他们表达内心的感受，倾
听他们的烦恼和困惑。同时，要帮
助患者树立信心，相信他们有能力
战胜抑郁症，重新找回生活的乐
趣。

除了心理支持，生活方式的调
整也是抑郁症护理的重要一环。患
者应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保证充
足的睡眠和休息。适度的运动可以
释放身体中的压力，缓解抑郁症
状。此外，饮食也是影响情绪的重
要因素。患者应尽量避免摄入过多
的咖啡因和糖分，多食用富含营养
的食物，如蔬菜、水果、全谷类等。

在药物治疗方面，患者应遵医
嘱按时服药。抗抑郁药物可以帮

助患者缓解症状，但需要在医生的
指导下使用。患者不应自行增减
药物剂量或停药，以免影响治疗效
果。同时，也要关注药物的不良反
应，如口干、失眠、头痛等，及时向
医生反馈并调整治疗方案。

当然，预防抑郁症的复发同样
重要。患者在康复过程中，应逐渐
学会应对压力和负面情绪的方
法。这包括学习放松技巧、建立积
极的人际关系、培养兴趣爱好等。
通过这些方式，患者可以逐渐提高
自己的心理韧性，更好地应对生活
中的挑战。

此外，还需要关注抑郁症患者
的社会支持系统。一个健康的社
交环境可以为患者提供情感支持
和帮助，减轻他们的孤独感和无助
感。可以鼓励患者与家人、朋友保
持良好的沟通，多参加社交活动，
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同时，公众
也应加强对抑郁症的认识和理解，
消除对抑郁症患者的歧视和偏见，
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加包容的环境。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抑郁症
并非无法治愈的疾病。通过专业
的治疗、有效的护理，大多数抑郁
症患者都能够逐渐康复，重新找回
生活的乐趣和意义。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济宁市泗
水县精神病防治院）

科学应对抑郁症的方法
□张 洁

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部”，承担着思考、
记忆、情感等重要功能。然而，随着生活节奏
的加快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神经内科
疾病逐渐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
在这个背景下，神经内科护理作为守护大脑
健康的重要一环，显得尤为重要。

神经内科护理是一门集医学、护理学、心
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它
关注神经内科患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需求，
通过专业的护理技能和知识，为患者提供全
方位的照护，帮助他们尽快恢复健康。

在神经内科护理中，首先要注意的是患
者的病情变化。由于神经内科疾病多具有突
发性、进展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护理人员需要
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发现并处理
异常情况。例如，对于脑卒中患者，护理人员
需要关注患者的意识状态、瞳孔变化、肢体活
动等情况，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出现的
并发症。

除了病情变化外，神经内科患者的心理
状态也是护理人员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由
于病痛的折磨和生活的压力，神经内科患者
往往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护理
人员需要运用心理学知识，与患者建立良好
的沟通关系，了解他们的心理需求，为他们提
供情感支持和心理疏导。

在神经内科护理中，康复护理也是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对于许多神经内科患者来
说，康复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护理人
员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
康复计划，指导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帮助他们
逐步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同时，还需要关注
患者的营养状况，合理安排饮食，为患者的康
复提供有力支持。

此外，预防也是神经内科护理的重要任
务之一。通过健康宣教和健康教育，护理人
员可以帮助患者了解神经内科疾病的发病原
因、预防措施和早期症状，提高他们的健康意
识和自我保健能力。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
关注神经内科疾病的流行趋势和新技术、新
方法的应用，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
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

在神经内科护理中，还需要注重跨学科的合作。神经内科
疾病往往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如神经学、影像学、康复医学等。
因此，护理人员需要与其他医疗团队成员紧密合作，共同制定
治疗方案和护理计划，确保患者得到全面、连贯的医疗服务。

总之，神经内科护理作为守护大脑健康的重要一环，在维
护人体健康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医疗机构需要不断
提高神经内科护理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为患者提供更加优
质、人性化的护理服务。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单县海吉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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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腰
椎病已成为困扰许多人的健康问
题。久坐、缺乏运动以及不良的生
活习惯，都是导致腰椎病高发的重
要因素。对于腰椎病患者来说，如
何科学调整生活习惯显得尤为重
要。

坐姿的正确调整
坐姿是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最

常见的姿势之一。对于腰椎病患者
而言，正确的坐姿能够有效减轻腰
椎负担。

选择一个高度适中、有支撑力
的椅子。确保坐下时，双脚能够平
放在地面上，膝盖与臀部保持在同
一水平线上。同时，椅子的靠背应
能够贴合背部曲线，为腰部提供支
撑。

站姿的科学调整
站姿也是腰椎病患者需要关注

的一个方面。正确的站姿有助于维
持腰椎的稳定性，减轻腰部压力。

站立时，应保持身体直立，双脚
分开与肩同宽，重心稳定。避免长
时间将重心偏向一侧，以免加重腰
椎负担。同时，收腹挺胸，保持背部
挺直，避免过度前倾或后仰。如果
需要长时间站立，可以在脚下垫一
块小垫子或调整站立的高度，以减
轻腰部的疲劳感。

睡眠姿势的改善
良好的睡眠姿势对于腰椎病患

者来说同样重要。一个舒适的睡眠
环境有助于缓解腰部疼痛，促进腰
椎康复。

首先，选择一个硬度适中的床
垫是关键。床垫过软会导致腰部下
沉，增加腰椎负担；床垫过硬则会使
腰部无法得到充分支撑。其次，睡
眠姿势应尽量避免腰部扭转或过度
弯曲。建议采用侧卧或仰卧的姿
势，并在膝下或腰部垫上一个小枕
头，以保持腰椎的自然曲度。

增加日常活动量
除了调整坐姿、站姿和睡眠姿

势外，增加日常活动量也是缓解腰
椎病的重要手段。

适度的运动可以增强腰部肌肉
的力量和韧性，提高腰椎的稳定性。建议腰椎病患者
选择散步、游泳、练瑜伽等低强度运动，避免剧烈运动
和高强度锻炼。另外，定期做一些腰部伸展运动也有
助于缓解腰部疼痛。例如，可以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
放在胸前，然后慢慢向左右两侧转动身体。

合理饮食与体重控制
饮食和体重控制对腰椎病患者具有重要意义。要

保持均衡的饮食，多摄入富含钙、磷等营养元素的食
物，这有助于维持骨骼和关节的健康。同时，适量补充
维生素 D 也有助于钙的吸收和利用。此外，肥胖会增
加腰椎的负担，加重腰椎病的症状。因此，腰椎病患者
应注意控制体重，避免过度肥胖。

定期体检与专业治疗
最后，腰椎病患者应定期进行体检，以便及时了解

病情变化。若出现疼痛加重、活动受限等症状，应及时
就医并接受专业的治疗。

总之，腰椎病是一种需要长期关注和管理的疾
病。通过科学调整坐姿、站姿以及改变生活习惯，可以
帮助腰椎病患者有效减轻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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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全称为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脏病，是因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造成心脏供血动脉狭窄、供血
不足而引起的心肌功能障碍和器
质性改变。冠心病容易出现在 40
岁以上的人群中，近年来有逐渐年
轻化的趋势。其原因主要包括高
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吸烟、
肥胖、缺乏运动、不良饮食习惯
等。这些因素会导致血管内皮损
伤，进而引发动脉粥样硬化，最终
导致冠心病。当患者在情绪激动，
或者压力过大的时候容易发作，主
要表现为心绞痛。另外，还可能出
现呼吸急促、大量出汗等症状。

冠心病的主要症状
心绞痛 胸骨后或心前区压榨

性疼痛，可放射至左肩、左上肢前
内侧以及小指等部位，这是最常见
的冠心病症状。心绞痛通常在运
动或情绪激动时发作，被称为稳定
性心绞痛；也可能在休息或睡眠时
发作，被称为不稳定性心绞痛，这

种情况可能是心肌梗死的前兆。
呼吸困难 冠心病患者可能在

活动时感到呼吸急促，这被称为劳
力性呼吸困难，是因为心脏不能有
效泵血，导致身体缺乏足够的氧气。

疲劳和虚弱感 由于心脏功能
受损，患者可能会感到疲劳和虚
弱，即使是在平常不费力的活动中
也可能感到疲惫。

心悸 患者可能感到心跳加快
或不规律，这可能是心脏受到影响
的一种表现。

胃部不适 有时，冠心病患者会
感到胃部不适或消化不良，这可能
是因为心绞痛放射到腹部引起的。

冠心病的干预措施
药物治疗 对于稳定型心绞

痛，药物治疗是基础。常用的药物
包括硝酸酯类、钙通道阻滞剂、β受
体拮抗剂等，可扩张冠状动脉，改
善心肌供血，缓解心绞痛症状。此
外，降脂药、抗血小板药等药物也
常用于冠心病的长期治疗。

改变生活方式 包括戒烟限
酒、控制体重、健康饮食、适量运
动、治疗慢性病等，以减少冠心病
的风险因素。

介入治疗 包括冠状动脉扩张
术（球囊扩张术）、支架植入术等，
用于扩张或重建受影响的冠状动
脉。

外科手术 对于多支冠状动脉
病变或复杂冠状动脉病变的患者，
可能需要考虑外科手术治疗，如冠
状动脉搭桥手术等。

定期体检 定期进行心电图、
心脏超声等检查，有助于早期发现
冠心病。对于有家族史或高危因
素的人群，更应重视定期体检。尤
其是已确诊冠心病的患者更应定
期随访，监测病情变化，及时调整
治疗方案。

学习心肺复苏术 掌握这项技
术，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进行急救。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莱西市第
三人民医院）

冠心病有哪些表现
□陈 伟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是一
种由多种原因触发的全身性
炎症过度反应状态。它可能
由感染、创伤、烧伤、手术等多
种因素引发，严重时可发展为多
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对患者的
生命构成极大威胁。因此，“预
防先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
应成为降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
征发生率的重要实践。

要有效预防全身炎症反应
综合征，首先需要从了解其发
病机制入手。当身体遭受到
感染或伤害时，免疫系统会启
动一系列复杂的生理反应，以
清除入侵的病原，修复受损组
织 。 然 而 ，当 这 些 反 应 失 控
时，体内的炎症介质（如细胞
因子）将大量释放，导致血管
通透性增加、微循环障碍和细
胞损伤等，最终形成全身炎症
反应综合征。

如何预防全身炎症反应综
合征呢？以下是一些注意事
项：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保
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提
高身体免疫力，减少全身炎症
反应综合征的发生机会。要
注意饮食均衡，摄入足够的营
养物质，多吃瘦肉、鱼类、豆
类、蔬菜和水果等。同时，要
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每
周至少运动 150 分钟，采用有
氧运动与力量训练结合的运
动方式，全面提升身体素质。
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
作息，这有助于维持身体各系
统的正常运转，增强免疫力。
此外，还要避免过度劳累和情
绪波动。长期的精神压力会
削弱身体免疫力，增加全身炎

症 反 应 综 合 征 的 发 生 风 险 。
可以通过绘画、旅游、种花、冥
想等方式来放松身心，缓解压
力。

预防感染 感染是引发全
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重要因
素之一。在日常生活中，要注
意个人卫生，勤洗手、戴口罩、
避免与生病的人接触等。对
于需要接受手术或侵入性操
作的患者，医生应严格遵守无
菌操作规范，以减少感染的发
生。

合理使用药物 药物在治
疗疾病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
定的不良反应和风险。不合
理使用药物可能导致身体免
疫力下降、菌群失调等问题，
从而增加全身炎症反应综合
征的发生机会。因此，在使用
药物时要遵循医嘱，按照规定
的剂量和用法使用；避免滥用
抗生素和甾体抗炎药等；注意
药物的不良反应和相互作用。

早期诊断和干预 一旦出
现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相
关症状，如体温异常、心率加
快、呼吸频率增加和白细胞计
数异常等，要及时就医。早期
诊断和干预有助于控制病情
发展，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全身炎症反应
综合征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可
能导致多个器官系统受损甚
至危及生命。因此，预防全身
炎症反应综合征的发生具有
重要意义。可以通过保持健
康的生活方式、避免感染、合
理使用药物等方式，降低炎症
性疾病的发病风险。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泰安
市中心医院）

怎样预防全身炎症
反应综合征

□吴静静

心肺复苏术是一项重要的
急救技能，能够在关键时刻挽救
生命。然而，要想真正掌握并正
确实施心肺复苏术，大家需要更
深入地了解它的原理、步骤以及
相关注意事项。

当心脏骤停时，血液循环会
立即中断，导致大脑等重要器官
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
质。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几分
钟 内 就 可 能 造 成 不 可 逆 的 后
果。心肺复苏术是通过按压胸
部和人工呼吸来暂时替代心脏
和肺功能的急救技术。其目的
是在心脏骤停时，通过外力来维
持血液循环和氧气供应，以保护
大脑和其他重要器官免受永久
性损伤。

心脏骤停后的 4 分钟内，是
关乎患者生死的关键时刻。在
这一阶段内，如果能够及时、正
确地进行心肺复苏术，患者的大
脑和器官得到足够的氧气和血
液供应，生存率和康复机会将会
大大增加。超过 4 分钟后，每延
迟 1 分钟实施心肺复苏术，患者
的生存率将下降约10%。

心肺复苏术的具体步骤有
哪些呢？首先，要观察患者的生
命体征，检查其是否有意识，是
否有呼吸，以及是否有大动脉搏
动。如果患者心脏骤停，需要立
即呼叫紧急救援服务，尽快获取
自动体外除颤器，并开始进行胸
外按压。接着，连续进行 30 次
胸外按压，按压位置在胸骨中

央，频率为每分钟 100 次～120
次。进行两次人工呼吸，确保吹
气时胸部隆起。持续进行 30:2
的按压-呼吸比例，直到专业救
援人员到达或患者恢复自主呼
吸和心跳。按压程度应足够深，
至少 5 厘米～6 厘米，以维持足
够的血液循环。

然而，心肺复苏术并不是一
项简单的技能，需要正确的操作
方法和足够的实践经验。因此，
大家在学习心肺复苏术时，应
该注重以下几点：

首先，要了解正确的按压
位置和按压深度，避免对患者
的 胸 骨 和 内 脏 造 成 损 伤 。 其
次，要掌握正确的按压频率和
节奏，以确保血液能够持续流

动。此外，还需要学习如何正
确地进行人工呼吸，以避免对
患 者 的 呼 吸 道 造 成 阻 塞 或 损
伤。

除了正确的操作方法外，
还需要了解心肺复苏术的一些
其他注意事项。首先，要保持
冷静和镇定，不要因为紧张而
影响了急救效果。其次，要尽
可能减少中断按压的时间，因
为每次中断都会减少患者的生
存机会。此外，在进行心肺复
苏术时，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安
全，避免受到感染或受伤。

最后，要强调的是，心肺复
苏术虽然重要，但并不是万能
的 。 对 于 心 脏 骤 停 的 患 者 来
说，除了及时进行心肺复苏外，

还需要尽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
步治疗。因此，在实施心肺复
苏术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寻求专
业医疗人员的帮助，以确保患
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总之，心肺复苏术是一项
至关重要的急救技能，掌握它
可以在关键时刻挽救生命。随
着医学科技的进步，心肺复苏
术也在不断改进和完善。相信
今后会出现更加高效、便捷的
急救设备和方法，进一步提高
心脏骤停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
质量。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接受心肺复苏术培训，以
备不时之需。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淄博市
周村区人民医院）

心肺复苏术：挽救生命的重要技能
□王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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