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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肺炎是一种严重的疾
病，需要及时有效的治疗，否则可
能威胁生命。

认识重症肺炎

重症肺炎是指肺炎病情严
重，需要特殊治疗手段来支持
生命功能的情况。在医学上，

重症肺炎通常与通气支持、循
环支持及加强监护治疗等需求
相关。具体来说，当患者出现
严重的低氧血症或急性呼吸衰
竭时，需要机械通气来辅助呼
吸；或者出现低血压、休克等循
环衰竭表现时，需要液体复苏
和血管活性药物来维持循环功

能。同时，还需要加强监护治
疗，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
和病情变化。

重症肺炎的发生与多种因
素有关，包括基础疾病、营养不
良、长期嗜酒等。此外，年老体
弱、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也更容
易发生重症肺炎。因此，对于这
些高危人群，预防肺炎的发生尤
为重要。

重症肺炎的症状与并发症

重症肺炎的症状通常较为严
重，包括高热、寒战、咳嗽、咯痰、
胸痛等。随着病情的进展，患者
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表现为呼吸
急促、紫绀等。同时，神经系统症
状也可能出现，比如精神萎靡、嗜
睡或烦躁不安。

除了这些症状，重症肺炎还
可能引发一系列并发症。由于肺
组织炎症的扩散，病情会不断恶
化，进而会导致人体多器官功能
障碍，危及生命。肺炎可能引发
脓毒症，导致全身感染；也可能导
致急性心力衰竭、肾衰竭等其他
器官功能衰竭。

重症肺炎的挑战与应对

面对重症肺炎这一挑战，我
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积极应
对。

首先，患者应积极配合医生
的治疗。重症肺炎的治疗需要专
业的医疗团队，包括呼吸科、重症
医学科等多个科室的协作。患者
应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按照医
嘱进行治疗，不要自行停药或更
改治疗方案。

其次，合理的氧疗和通气
支持是重症肺炎治疗的关键。
在保证患者氧合状态的同时，
应尽量降低吸氧的浓度，避免
氧中毒的发生。对于需要机械
通气的患者，应密切监测呼吸
机参数，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避
免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等并发症
的发生。

再次，病情的观察和评估也
是重症肺炎治疗中的重要环节。
医护人员应密切关注患者的生命
体征和病情变化，及时发现并处
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患者应谨
慎使用镇静药物，避免药物引起

的呼吸抑制等不良反应。
最后，改善通气、保持呼吸道

通畅也是重症肺炎治疗中的重要
措施。医护人员应帮助患者进行
有效的咳嗽、咯痰，必要时进行吸
痰。同时，对于痰液的颜色、气味
等也应进行观察和记录，以便及
时发现病情变化。

重症肺炎的预防与护理

预防肺炎的发生是减少重症
肺炎风险的关键。对于高危人
群，比如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者
等，应积极接种肺炎疫苗，提高免
疫力。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
惯，避免吸烟、酗酒等不良行为，
也有助于预防肺炎的发生。

在护理方面，患者应保持
充足的休息和营养摄入。对于
无法自行进食的患者，可以通
过鼻饲或静脉营养等方式进行
营养支持。同时，家属和医护
人员应给予患者足够的关心和
支持，帮助他们树立战胜疾病
的信心。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昌乐齐
城中医院）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
越多的重症患者得以从生死边缘挽回
生命。然而，康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重症患者在康复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
战。本文将重点介绍重症患者的康复
锻炼与护理指导，帮助患者及其家属
更好地应对康复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康复锻炼的重要性
康复锻炼是重症患者康复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科学合理的锻
炼，可以促进患者身体机能的恢复，提
高生活质量。康复锻炼主要包括肌肉
锻炼、关节活动、平衡训练等方面，旨
在帮助患者恢复肌肉力量、改善关节
灵活性，以及提高行走、站立等基本生
活能力。

康复锻炼的原则
个体化原则。根据患者的年龄、

病情、身体状况等因素，制定个体化的
康复锻炼方案。

循序渐进原则。从简单的动作开
始，逐渐增加难度和强度，避免过度锻
炼导致损伤。

全面性原则。注重全身各部位的
锻炼，避免出现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等
问题。

康复锻炼的具体方法
肌肉锻炼。通过力量训练、耐力

训练等方法，增强肌肉力量。患者可
以在床上进行简单的肌肉收缩运动，
比如握拳、抬腿等，随着病情好转，可
以逐渐过渡到站立、行走等更为复杂
的锻炼。

关节活动。通过关节屈伸、旋转
等动作，改善关节灵活性。患者可以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关节活动，注意动作要轻柔、缓
慢，避免过度拉伸。

平衡训练。通过单脚站立、闭眼行走等方式，提高患
者的平衡能力。平衡训练有助于患者在行走、站立等日
常生活中保持稳定，减少跌倒的风险。

护理指导
心理护理。在康复过程中，重症患者往往伴随着焦

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护理人员应关注患者的心理状况，
给予及时的心理疏导，帮助患者建立信心，积极面对康复
过程。

饮食护理。合理的饮食对于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
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制定个体化的
饮食方案，保证患者摄入足够的营养，促进身体康复。

皮肤护理。重症患者长期卧床，容易出现皮肤压疮
等问题。护理人员应定期为患者翻身、按摩，保持皮肤清
洁干燥，预防皮肤问题的发生。

药物管理。患者在康复过程中可能需要服用多种药
物。护理人员应严格按照医嘱给药，注意药物的剂量、用
法和不良反应，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

家属的参与与支持
家属在重症患者的康复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

色。家属应积极参与患者的康复锻炼，给予患者关心和
支持，帮助患者树立信心，战胜困难。同时，家属也应与
医护人员保持密切沟通，了解患者的康复进展，共同为患
者制定更合适的康复计划。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安庆市人民医院）

尿毒症是现代医学中的一个严
重病症，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了极大
的困扰。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尿毒
症并非不可治之症。中医注重从根
源入手，调理身体，以达到治疗疾病
的目的。

中医对尿毒症病因的认识
中医认为，尿毒症的主要病因

包括先天禀赋不足、后天失养、久病
体虚、劳倦过度、饮食不节等。这些
因素导致脾肾功能失调、气化失司、
水湿内停、浊毒内生、阻塞三焦，累
及全身脏腑经络。因此，中医治疗
尿毒症的关键在于调整脾肾功能，
促进气血运行，排除体内湿浊毒素。

中医治疗方法
药物治疗。扶正固本：使用如

生黄芪、虫草、仙灵脾等药物，旨在
增强机体正气，提高抗病能力。利
湿排毒：采用如茯苓、白术、猪苓等
药物，帮助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和
毒素。活血化瘀：使用如丹参、桃
仁、红花等药物，促进气血流通，缓
解血瘀症状。温阳散寒：针对阳虚
症状，使用如附子、干姜等药物，以
温阳散寒，改善肾功能。

饮食疗法。中医强调“食疗为
先”，对于尿毒症患者来说，合理的
饮食搭配至关重要。建议摄入优质
低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的食物，
比如瘦肉、鸡蛋、牛奶等。同时，限
制摄入高钾、高磷、高盐的食物，比
如香蕉、菠菜、腌制食品等。此外，
还可以通过食疗方来辅助调理身
体，比如冬瓜薏米汤、赤小豆鲤鱼汤

等，具有利湿排毒的作用。
针灸疗法。针灸作为一种传统的中医疗法，在尿

毒症的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刺激穴位，针灸
可以调和气血，疏通经络，促进新陈代谢。对于尿毒
症患者来说，针灸可以帮助改善肾功能，缓解腰痛、水
肿等症状。常用的穴位包括肾俞、命门、太溪等。

推拿按摩。对于尿毒症患者来说，推拿按摩还有
助于改善肾功能，促进排尿，减轻水肿等症状。常用
的推拿按摩方法包括揉按肾经、拍打膀胱经等。

中药灌肠。中药灌肠是一种将中药煎剂通过肛
门灌入直肠的治疗方法。通过直肠吸收药物成分，可
以直达病所，起到清热解毒、利湿排毒的作用。常用
的中药灌肠方剂包括大黄、黄连、黄柏等具有清热燥
湿作用的药物。

中医治疗的优势与注意事项
中医治疗尿毒症的优势在于个体化治疗、综合调

理和副作用小等方面。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医治
疗并非万能，对于病情严重的患者仍需结合西医治疗
手段进行综合治疗。同时，在使用中医方法治疗尿毒
症时，必须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避免盲目自行
用药导致不良后果。

（作者供职于湖南省益阳港影医院）

中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瑰
宝，历经数千年依然在医学中占据一
席之地。中药的煎煮过程是决定其药
效发挥的重要环节，掌握正确的煎煮
技巧对于患者来说至关重要。

基本原理
中药煎煮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水

提法将药材中的有效成分溶解出来，
形成一种药液，供患者口服。在煎煮
过程中，药材中的有效成分会随着水
温的升高逐渐溶解在水中，从而实现
药效的传递。因此，在煎煮过程中，
要注意火候、时间、水量等因素，确保
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充分溶解。

步骤
选择煎煮器具。选用砂锅、陶瓷

锅等传热性能好的器具，避免使用铁
锅、铝锅等金属器具，以免影响药效。

加水。根据药材的种类和量，加
入适量的水。一般来说，水量要没过
药材表面3厘米～5厘米。

火候控制。将药材用武火（大
火）煮沸后，转为文火（小火）慢慢煎
煮。在煎煮过程中，要保持水量稳
定，避免烧干。

注意事项
避免过火。过火会破坏药材中的

有效成分，降低药效。因此，在煎煮过
程中，要时刻注意火候，避免过大。

避免水过多或过少。水过多会
导致药液浓度过低，影响药效；水过
少则可能导致药材煮焦，产生有害物
质。因此，要控制好加水量，保持水
量稳定。

注意药材的搭配。在煎煮复方
中药时，要注意药材之间的搭配关
系，避免相互干扰或产生不良反应。

避免重复煎煮。不建议同一批
药材多次重复煎煮，因为大部分有效
成分已经被提取出来，再次煎煮效果
不佳。

注意保存。要及时保存煎煮好

的药液，避免变质。最好将药液放入
密封容器中，置于阴凉处保存。

煎煮技巧的优化
预煮法。对于质地坚硬、难以溶

解的药材，可以采用预煮法。将药材
提前用武火煮沸 10 分钟～15 分钟，
再转为文火慢慢煎煮，以提高有效成
分的溶出率。

先后煎法。对于具有特殊性质
的药材，比如附子、乌头等，需要先煎
煮一段时间以降低毒性；而对于一些
挥发性较强的药材，比如薄荷、荆芥
等，则需要选择后下，以免有效成分
散失。

泡煎法。对于一些有效成分难
以溶解的药材，可以采用泡煎法。将
药材提前用水浸泡一段时间，使其充
分吸水膨胀后再进行煎煮，有利于有
效成分的溶解。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梁山县梁山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常见的
呼吸道疾病，其特点是喘息、气
急、胸闷或咳嗽等症状反复发
作，常常在夜间或清晨出现，并
可能因接触过敏原或其他刺激
因素而加重。为了有效控制症
状、减少发作次数，患者及其家
属需要掌握一些关键的护理要
点和注意事项。

护理要点
体位与排痰护理。患者应避

免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特别是
俯卧或仰卧，这可能会加重呼吸
困难。建议采用半卧位或坐位，
使呼吸更加顺畅。同时，鼓励患

者进行深呼吸和咳嗽，以促进痰
液排出。对于痰液黏稠的患者，
家属或护理人员可以通过拍背、
震动等方法帮助排痰。同时，患
者应多喝水，以稀释痰液。

改善居住环境。患者所居住
的房间要定时开窗通风，保持室
内空气流通，避免烟雾、灰尘等刺
激性物质的侵入。保持室内的温
度和湿度适宜，避免过冷或过热
的环境，以免刺激呼吸道。避免
在室内摆放花草植物，不使用皮
毛、羽绒等易引发过敏的物品。

饮食调理。患者应摄入富含
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

比如瘦肉、鸡蛋、蔬菜、水果等，保
证营养均衡。避免食用辛辣、生
冷、油腻等刺激性食物，以免加重
呼吸道症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
入有助于稀释痰液，促进排痰。

用药护理。患者应按时按量
服用医生开具的药物，不可随意
增减剂量或停药。对于正使用吸
入药物的患者，应确保其正确使
用吸入装置，并在吸药后及时漱
口，以减少药物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
避免剧烈运动。剧烈运动可

能导致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从而
诱发或加重哮喘症状。因此，患

者应避免进行高强度的运动，要
选择适合自己的轻度运动，比如
散步、练瑜伽等。

戒烟限酒。吸烟和饮酒都可
能刺激呼吸道，加重哮喘症状。
患者应坚决戒烟，并尽量避免饮
酒。

规律作息。要保持规律的作
息时间，充足的睡眠有助于身体
恢复和免疫力提高。患者应避免
熬夜、过度劳累等不良生活习惯。

情绪管理。情绪波动可能诱
发哮喘发作，患者应学会调整情
绪，保持平和的心态。家属和护
理人员也应给予患者足够的关心

和支持，帮助他们缓解紧张、焦虑
等负面情绪。

外出防护。在花粉季节或空
气污染严重时，患者应尽量减少
外出，必须外出时应佩戴口罩和
防护眼镜，以减少过敏原和污染
物的吸入。

定期复诊。患者应定期到医
院进行复诊，评估病情和治疗效
果，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同时，患
者也应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状
况，如出现症状加重或新的症状，
应及时就医。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淄博市
职业病防治院）

狂犬病，这一古老的疾
病，至今仍对人类构成严重
威胁。作为一种由狂犬病
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狂犬
病一旦发病，几乎无法治
愈。因此，预防显得尤为重
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珍
爱生命，从自身做起，积极
预防狂犬病。

狂犬病病毒主要通过
被感染的动物咬伤传播给
人类。这种病毒可以在动
物的唾液中存活，并通过伤
口进入人体。一旦感染，病
毒会迅速在神经系统内扩
散，最终导致脑部功能衰竭
和死亡。因此，预防狂犬病
首先要从避免接触可能携
带病毒的动物开始。在日
常生活中，我们要尽量避免
与流浪狗、猫等动物接触，
尤其不要随意挑逗或激怒
它们。同时，对于家养宠
物，也要定期给其接种疫
苗，确保它们的健康。

除了避免接触可能携
带病毒的动物外，我们还
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预防
狂犬病。首先，要保持良
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在接
触动物后，要及时洗手，避
免病毒通过接触传播。其
次，加强动物管理也是预
防狂犬病的重要手段。政
府 和 社 会 各 界 应 共 同 努
力，加强流浪动物的管理
和救助工作，减少人与流
浪 动 物 的 接 触 机 会 。 最
后，提高公众对狂犬病的
认识和重视程度也至关重
要 。 通 过 宣 传 和 教 育 活
动，让更多的人了解狂犬

病的危害和预防方法，从
而提高预防意识。

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处置措施如下：

及 时 清 洗 和 消 毒 伤
口。一旦发生狂犬病暴露，
即被可能携带病毒的动物
咬伤或抓伤，应立即对伤口
进行清洗和消毒。使用流
动的清水和肥皂彻底清洗
伤口及其周围皮肤，以去除
可能存在的病毒和细菌。
清洗完毕后，用消毒剂（比
如碘伏、酒精等）对伤口进
行消毒，以进一步杀灭病
毒。

尽快接种狂犬病毒疫
苗和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
制剂。接种狂犬病毒疫苗
是预防狂犬病发病的关键
措施。在发生狂犬病暴露
后，应尽快前往医院或疾控
中心接种狂犬病毒疫苗。
一般来说，狂犬病毒疫苗需
要接种多剂次，具体接种方
案和剂量应根据医生的建
议进行。接种疫苗期间，应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
食习惯，以提高免疫力。

提高公众的认识和重
视程度。预防狂犬病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
和社会各界应加大对狂犬
病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
狂 犬 病 的 认 识 和 重 视 程
度。要通过举办宣传活动、
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让更
多的人了解狂犬病的危害
和预防方法，从而提高预防
意识。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济
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遗传病是一种由遗传物质改变
引起的疾病，给家庭带来无尽的困扰
和痛苦。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逐渐
认识到产前诊断对预防遗传病的重
要性。

遗传病的成因与类型
遗传病是由基因缺陷或突变导

致的疾病。这些基因缺陷可能来源
于父母双方，也可能是在受精过程中
自发产生。遗传病类型繁多，包括单
基因遗传病、多基因遗传病、染色体
异常遗传病等。这些疾病可能表现
为先天性畸形、智力障碍、代谢异常
等多种形式，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
的负担。

产前诊断的方法与意义
产前诊断是通过检查孕妇的羊

水、胎儿组织或血液，对胎儿的遗传病
和先天性缺陷进行诊断。产前诊断的
主要方法包括羊水穿刺、绒毛取样、脐
血取样等。这些方法可以检测出胎儿

是否存在遗传病，从而为家庭提供决
策依据。

产前诊断的意义在于帮助家庭
提前了解胎儿的健康状况，以便做出
合适的选择。如果胎儿患有严重的
遗传病，家庭可以选择终止妊娠，避
免孩子出生后承受无尽的痛苦。同
时，产前诊断也可以为家庭提供早期
干预和治疗的依据，提高患儿的生活
质量。

预防遗传病的措施
预防遗传病的关键在于了解遗

传病的成因和传递规律及采取有效
的产前诊断措施。以下是一些预防
遗传病的具体措施：

遗传咨询 对于有遗传病家族史
的家庭，建议在生育前进行遗传咨
询。遗传咨询师可以根据家族病史
和遗传规律，评估胎儿患遗传病的风
险，并提供相应的建议。

婚前检查 婚前检查是预防遗传

病的重要措施之一。通过检查双方
是否携带遗传病致病基因，可以评估
后代患遗传病的风险。如果双方携
带相同致病基因，可以通过辅助生殖
技术，如体外受精和胚胎筛选，避免
遗传病的发生。

产前筛查 产前筛查是通过简
便、无创的方式，对孕妇进行遗传病
筛查。可以通过抽取孕妇的血液，检
测胎儿是否存在染色体异常或某些
遗传病的风险。产前筛查可以帮助
家庭更早地了解胎儿的健康状况，为
后续的产前诊断提供依据。

加强科普宣传 要普及遗传病知
识和产前诊断的重要性，提高公众对
遗传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通过科
普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遗传病的预
防方法和治疗手段，从而降低遗传病
的发病率。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日照市妇幼
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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