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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线平片能提供组织间的
自然对比，可用于评估骨肌系
统健康。

在这种检查中，成像的基
本原理是：X 线具有一定的穿
透力，能穿透人体的组织、结
构；被穿透的组织、结构之间
存在密度和厚度的差别；穿透
人 体 以 后 有 差 别 的 剩 余 X 线
转 变 为 可 见 的 黑 白 对 比 的 影
像。

组织间的自然对比：在人
体内，组织间自然存在着密度
差异，它们在 X 线平片上所形
成的影像的黑白对比，被称为
自然对比。

X线平片在骨肌系统健康
评估中的应用

X 线平片检查具有较高的
空间分辨率和一定的密度分辨
率。

由于骨骼的密度极高，与
周 围 软 组 织 之 间 具 有 良 好 的
对比度，且骨骼的骨皮质、骨
松 质 和 骨 髓 腔 之 间 亦 有 足 够
的 对 比 度 ，因 此 通 过 X 线 平
片，医生可评估患者的骨肌系
统健康。

对于骨肌系统疾病，X 线平
片可显示其范围、程度。医生
可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
室检查、X 线平片，对特征性的
外伤、感染、全身系统性骨病、
先天骨畸形及发育障碍等作出
明确的诊断。

对于外伤所致的骨折与脱
位，可拍摄 X 线平片。通过 X
线平片，医生可以清晰地看到
骨折线的位置、形态、骨折端
的移位情况及关节对应关系，
确定骨折、脱位的类型、部位
和严重程度，从而制订治疗方

案。
在 鉴 别 骨 关 节 疼 痛 的 原

因、评估骨关节畸形与先天变
异方面，X线平片亦能提供较为
重要的依据。

在骨科影像测量、骨科术
后评估中，X线平片具有重要的
临床价值。例如，在脊柱固定
术后的影像学随访中，X线平片
可用于评估固定器材是否有移
位、松动或破损。

在骨质疏松的评估中，X 线
平片能够显示骨骼的密度和形
态变化，可用于评估骨质疏松
的程度。通过 X 线平片，医生
可 以 观 察 到 骨 小 梁 的 稀 疏 程
度、骨皮质的厚度以及骨质的
形态变化，从而判断骨质疏松
的严重程度，并制订相应的治
疗计划。

在骨肿瘤筛查方面，X 线平

片能够显示骨骼中的异常密度
影和形态变化，有助于医生发
现骨肿瘤的存在。通过 X 线平
片，医生可以观察到骨骼的破
坏、增生、变形等特征，确诊骨
肿瘤，然后进行治疗。

X 线平片能够明确显示相
应部位骨化中心出现的先后顺
序及闭合的大致年龄，为临床
评估儿童的生长发育情况提供
影像学参考依据。

拍摄X线平片时的注意事
项及防护措施

在拍摄 X 线平片时，有一
定 的 辐 射 风 险 。 为 了 防 范 风
险，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按需检查：患者应听从医
生的建议，根据病情需要进行
X 线平片检查。避免不必要的
重 复 检 查 ，减 少 辐 射 暴 露 风
险。

个人防护：在检查过程中，
患者应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
如防护衣、防护围裙等，以遮挡
对射线敏感的部位，减少辐射
损伤。

距离防护：在机房外等待
检查时，应与机房防护门保持
一定距离。

时间防护：配合医生进行
各项准备工作，争取一次拍片
成功，避免重复拍片，减少辐射
暴露时间。

关 注 特 殊 人 群 ：对 于 儿
童、孕妇等辐射敏感人群，应
特 别 关 注 其 防 护 是 否 到 位 。
必要时，对他们应采取更加严
格的防护措施，如使用低剂量
的 X 线 检 查 技 术 或 替 代 检 查
方法。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第二
人民医院）

X线平片在骨肌系统健康评估中的应用
□丁菲菲

在人们的印象中，手术往往
伴随着失血风险，而输血是应对
术中失血过多的常见手段。你
知道吗？现在，有一种输血方式
越来越受到关注，它就是自体输
血。自体输血在很大程度上能
避免传统输血带来的一些问题，
实现术中不失血。

自体输血，就是在手术前或
手术中，采集患者的血液并储存
起来，然后在手术需要的时候再
回输到患者体内。

为什么提倡自体输血？一
是安全性高。传统异体输血有
风险，而自体输血所用的血液来
自患者自身，可避免发生肝炎病
毒、艾滋病病毒等病毒传播风
险，无外来病原体威胁。二是无
须担心血型匹配问题。异体输
血需要严格鉴定血型及进行配

血试验，否则易引起溶血反应。
而自体输血中的血液与患者自
身完全匹配，能降低不良反应发
生率。三是可充分利用血液资
源，缓解临床用血紧张状况。患
者进行自体供血，可减少对异体
血液的依赖，便于临床医生将有
限的血液资源合理分配给无法
自体输血的患者，提高血液的利
用效率。

在手术室里，如何开展自体
输血呢？主要有3种方式。

第一种是预存式自体输血，
通常适用于择期手术且身体状
况较好的患者。手术前，医生根

据患者的身体情况和预计失血
量，安排有关人员分次采集一定
量的患者血液并储存起来，手术
时再将血液回输给患者。

第 二 种 是 稀 释 式 自 体 输
血。手术开始前，从患者的动脉
或静脉采血，同时补充等量晶体
液或胶体液以稀释血液。这样
做，在手术过程中，虽然患者会
失血，但是由于血液已经被稀
释，实际损失的红细胞等有形成
分相对减少。手术结束前，再将
之前采集的血液回输到患者体
内。

第 三 种 是 回 收 式 自 体 输

血。这在一些可能会有大量失
血的手术（心脏手术、骨科大手
术等）中应用较多。在手术开始
前，医务人员会将血液回收装置
准备好，以便及时收集患者流出
的血液。在手术过程中，流出的
血 液 会 顺 着 管 道 流 入 回 收 装
置。接着，回收的血液会在装置
内经过过滤、离心、清洗等一系
列处理步骤。过滤是为了去除
血液中的杂质，如组织碎片、血
凝块等；离心则是对血液中的不
同成分进行分层，以便更好地分
离出有用的红细胞等；清洗是进
一步去除血液中的有害物质，如

残留的抗凝剂、游离血红蛋白
等。最后，处理后达到回输标准
的血液，会通过专门的输液管
道，在合适的时机，由医务人员
按照严格的操作规程，缓缓地回
输到患者体内。

当然，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
合自体输血。比如，有严重贫
血、心肺功能不全、菌血症等的
患者，可能不适合进行自体输
血。临床医生会在手术前对患
者进行全面评估，根据患者的具
体情况判断其能否进行自体输
血以及采用哪种方式最合适。

总而言之，自体输血既能保
障患者手术安全，又能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临床用血紧张状况。

（作者供职于广东省广州中
医药大学顺德医院附属勒流医
院）

自体输血的重要性
□吴巧杏

秋冬季节是呼吸道疾病的高
发期。呼吸道作为人体与外界空
气直接接触的通道，在秋冬季节
会变得更加脆弱，稍不注意就会
发生疾病。那么，在干燥的秋冬
季节，我们该如何有效地预防呼
吸道疾病呢？

室内保持适宜的湿度和温度
干燥的空气会使呼吸道黏膜

的水分流失，导致其防御功能下
降，容易让病菌侵入。因此，在秋
冬季节，室内保持适宜的湿度至
关重要。可以使用加湿器来增加
室内的湿度，将湿度控制在40%~
60%的范围较为合适。需要注意
的是，要定期清洗加湿器，避免细

菌滋生。同时，室内温度也不宜
过高或过低。一般来说，将室温
保持在 18 摄氏度~24 摄氏度，既
能让人感觉舒适，又有助于维持
呼吸道的正常生理功能。

注意通风换气
很多人在秋冬季节为了保

暖，常常紧闭门窗，导致室内空气
不流通。这样一来，室内的病菌、
灰尘等有害物质就会大量积聚，
增加发生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每天应定时开窗通风，至少
早晚各一次，每次通风时间不少
于 30 分钟。通风可以让新鲜的
空气进入室内，置换出污浊的空
气，降低室内病菌的浓度，为呼吸

道健康创造良好的环境。
加强个人卫生
首先，要勤洗手。我们的双

手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物品，上
面可能有大量病菌。用流动水和
肥皂认真洗手，尤其是饭前便后、
外出归来后，可有效去除手上的
病菌，避免在触摸口鼻时将病菌
带入呼吸道。

其次，要注意口腔卫生。早
晚刷牙，饭后漱口，保持口腔清
洁，可以减少口腔内病菌滋生，防
止其下行感染呼吸道。

另外，外出时尽量佩戴口罩，
特别是在人员密集的场所，如商
场、超市等。口罩可以有效阻挡

空气中的病菌、灰尘等，减少发生
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合理饮食与充足饮水
在饮食方面，应多吃富含维

生素 C、维生素 D 以及蛋白质的
食物。维生素 C 具有抗氧化作
用，能增强免疫力。橙子、柠檬、
猕猴桃等水果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D有助于钙的吸收，还有
助于维持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功
能。可通过适当晒太阳以及食
用 蛋 类 等 食 物 来 补 充 维 生 素
D。蛋白质是身体的重要组成
部分，能为免疫系统提供物质基
础。要补充蛋白质，可多吃瘦
肉、豆类、奶类等。

同时，要多喝水。秋冬季节
天气干燥，人体水分流失快。多
喝水可以保持呼吸道黏膜湿润，
使其更好地发挥防御作用。

适度运动与规律作息
适度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提

高免疫力，从而有效预防呼吸道
疾病。在秋冬季节，可以选择一
些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如散步、
慢跑、打太极拳等，每周坚持运动
3次~5次，每次运动30分钟以上。

规律作息也不容忽视。保证
充足的睡眠时间，让身体得到充
分休息，有助于维持免疫系统的
正常功能。每天应保证7小时~8
小时的睡眠时间。

总之，在秋冬季节，我们要从
多个方面入手，做好呼吸道疾病
的预防工作。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冠县人
民医院）

秋冬季节 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
□代俊先

癫痫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
疾病。对于癫痫患者，在发作期
和间歇期都要进行特殊护理，以
保障其安全，提高其生活质量。

在癫痫发作期，护理要点是
确保患者安全。当患者突然发作
时，应迅速将其身旁可能造成伤
害的物品移开，如锐利的器具、桌
椅等，防止患者在抽搐过程中发
生撞伤。若患者处于站立位，要
轻柔而迅速地扶住他们，让他们
慢慢地躺倒在安全、平坦的地方，
避免由于摔倒导致颅脑损伤或骨
折等严重后果。

在患者抽搐时，不要强行按
压其肢体，因为过度用力可能造
成骨折或肌肉拉伤。可以将患者
的头部偏向一侧，这样能使口腔
内的分泌物自然流出，以免因分
泌物堵塞气道而引起窒息。如果

患者牙关紧闭，不要强行撬开，以
免损伤牙齿。同时，要密切观察
患者发作时的状况，包括抽搐的
部位、持续时间、意识状态等，这
些信息对于以后的诊疗具有重要
作用。发作结束后，让患者在原
地休息片刻，在其完全清醒、体力
有所恢复后再慢慢扶起来。此时
可以让患者喝一些温水，补充发
作时流失的水分，但要避免发生
呛咳。

在癫痫的间歇期，也要重视
对患者的护理。作息规律对于癫
痫患者来说很重要。应保证患者
有充足且规律的睡眠，每天尽量

在相同的时间入睡和起床，避免
熬夜和过度劳累，因为睡眠不足
或作息不规律可能会导致癫痫再
次发作。

在饮食方面，要为患者提供
营养丰富的食物。增加富含维生
素、矿物质和蛋白质的食物的摄
入，如新鲜的蔬菜水果、瘦肉、鱼
类、蛋类等。同时，要避免患者食
用刺激性食物。这些食物可能刺
激神经系统，增加癫痫发作的风
险。

心理护理在癫痫间歇期也极
为重要。由于疾病的特殊性，癫
痫患者往往会有心理压力，如对

疾病发作的恐惧、担心他人异样
的目光、对未来生活的焦虑等。
患者家属和护理人员要多与患者
沟通交流，给予患者心理支持，帮
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可
以鼓励患者参加社交活动或病友
互助组织，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并
非孤立无援，从而缓解心理压力。

此外，患者应严格按照医嘱
按时按量服用抗癫痫药物，切不
可自行增减药量或停药。定期带
患者到医院进行复查，包括脑电
图检查、血液药物浓度监测等，以
便医生及时了解患者的病情变
化，调整治疗方案。

在日常生活中，要为患者创
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例如，
在浴室安装防滑垫，防止患者滑
倒；不要让患者独自前往高处或
进行危险的活动，如游泳、驾驶
等。

对于癫痫患者，发作期和间
歇期的护理都至关重要。通过科
学、细致的护理，可以有效减少癫
痫患者发作的频次和严重程度，
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提高他们
的生活质量，帮助他们更好地融
入社会，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临清市
人民医院）

癫痫发作期与间歇期的护理要点
□石立娜

在医疗领域，护理工作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医学模
式的发展和人们对医疗服务需
求的不断增长，“以人为本，全面
关怀”的现代护理理念应运而
生。这为护理实践指明了方向，
并且对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
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以人为本”是个性化护理
的基石

“以人为本”是现代护理理
念的核心，它要求护理人员视患
者为独特的个体。每个患者都
有其独特的生理构造、心理状
态、社会角色和文化背景。因
此，护理人员不能僵化，要灵活
变通，做到个性化护理。

护理人员应认真倾听患者
的心声，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与

期望，从而制订符合其需求的护
理方案。

在实际操作中，护理人员会
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包括身体
状况、心理状态、家庭支持等方
面，以确保护理计划既科学严谨
又充满人文关怀。同时，护理人
员会鼓励患者及其家属参与护
理决策，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
力，从而提高治疗效果，促进患
者早日康复。

“全面关怀”让患者身心健
康

“全面关怀”是现代护理理
念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它强调
护理不应仅限于身体疾病的治
疗，而应扩展至心理、社会和精
神层面的全方位支持。在身体
护理层面，护理人员致力于提

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如科学
的伤口管理、有效的疼痛控制、
精准的药物管理等，以保障患
者的生理健康。此外，心理因
素和社会因素对患者疾病的治
疗 和 身 体 恢 复 同 样 重 要 。 因
此，护理人员会密切关注患者
的心理健康状况，通过心理疏
导、情绪支持等方式，帮助患者
缓解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增
强 他 们 战 胜 疾 病 的 信 心 与 勇
气。护理人员还会关注患者的
社会支持系统，与患者家属、社
区工作人员等紧密协作，共同
为患者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
次的支持网络。

护理人员要坚持学习
护理人员要坚持学习，不断

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以满

足患者不断增长的护理需求。
护理人员应积极参加专业培训、
研讨会等，了解护理领域的最新
动态，掌握先进的护理知识。同
时，护理人员要注重跨学科合
作，与心理咨询师、营养师等专
家携手共进，为患者提供优质的
护理服务。

此外，护理人员应积极参与
护理科研工作，通过实证研究探
索更加高效、科学的护理方法，
推动护理实践向更加规范化、标
准化的方向发展。只有不断学
习、勇于创新，护理人员才能不
断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满足患者
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增强患者的自主性与参与
感

现代护理理念高度重视患

者的自主性与参与感。护理人
员要鼓励患者积极参与到护理
过程中来。患者应了解自己的
健康状况和治疗方案，成为自己
健康管理的积极参与者和决策
者。护理人员要重视健康教育，
帮助患者提升健康素养和自我
管理能力。

总而言之，“以人为本，全面
关怀”的现代护理理念要求护理
人员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尊重个
体差异，提供个性化服务。同
时，护理人员要坚持学习，勇于
创新，提高服务质量。最重要的
是，护理人员要增强患者的自主
性与参与感，让他们成为自己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郯城县
妇幼保健院）

现代护理倡导“以人为本，全面关怀”
□李 静

小儿支气管炎是一种常见
的呼吸道疾病。小儿支气管炎
的症状主要包括咳嗽、咯痰、
发热、呼吸急促等，严重时可
能导致呼吸困难。对于小儿支
气管炎，家庭护理与呼吸管理
尤为重要。有效的护理不仅能
缓解症状，还能让患儿快速康
复。

本文将从家庭护理和呼吸
管理两个方面入手，为家长提
供一份护理指南。

家庭护理：细致入微，全面
呵护

确保患儿充分休息：患儿
需要充分休息，这有助于增强
免疫力，促进身体恢复。家长
应合理安排患儿的活动时间和
休 息 时 间 ，避 免 患 儿 过 度 劳
累。

维持适宜的环境：保持室
内温度适宜、通风良好，并维
持一定的湿度（建议使用加湿
器，使室内湿度保持在 40%以
上）。温暖湿润的环境有助于
缓解呼吸道症状，减轻咳嗽和
呼吸困难。一定要定时开窗通
风。

合理饮食，营养均衡：患儿
的营养需求高一些，但消化吸
收能力可能会下降。家长应提
供 易 于 消 化 、营 养 丰 富 的 食
物，如稀饭、面条、鸡蛋羹、新
鲜的蔬菜和水果汁等。不要让
患儿喝冷饮，也不要让患儿吃
刺激性食物，以减少对呼吸道
的刺激。

增加水分的摄入：由于发
热和呼吸加快，患儿体内的水
分 易 流 失 ，容 易 出 现 脱 水 现
象。家长应多给患儿喂水，以
糖水或糖盐水为佳，也可选择
米汤、蛋汤等，以补充体内的
水分和电解质。

注意保暖：气温变化较大，

可降低支气管黏膜局部的抵抗
力，加重患儿病情。家长应根
据气温变化及时给患儿增减衣
物，避免患儿受凉。

呼吸管理：保持呼吸道通
畅，减轻症状

保持呼吸道通畅：当患儿
咳嗽、咯痰时，表明支气管内
分泌物增多。家长应定时给患
儿翻身拍背，1 小时～2 小时一
次，并让患儿保持半卧位，有
利于痰液排出。必要时，可使
用雾化吸入剂帮助祛痰，每日
2 次～3 次，每次 5 分钟～20 分
钟。

合理使用药物：根据医生
的建议，合理使用抗生素、止
咳 化 痰 药 、解 痉 平 喘 药 等 药
物。抗生素主要用于控制感
染。止咳化痰药有助于痰液排
出。解痉平喘药则能缓解呼吸
道痉挛，减轻呼吸困难。

监测病情变化：家长应密
切关注患儿的病情变化，如咳
嗽是否加重、痰液颜色是否改
变、是否出现呼吸困难等。一
旦出现异常情况，家长应立即
带患儿就医。

避免接触致敏原：有的患
者是过敏体质。家长应尽量避
免让其接触致敏原，如花粉、
尘螨等，以减少呼吸道刺激，
防止病情恶化。

保持情绪稳定：患儿可能
因身体不适而情绪烦躁。不良
情绪可能会引起呼吸困难。家
长应给予足够的关爱和安慰，
让患儿保持情绪稳定，尽快恢
复健康。

总而言之，通过家庭护理
和 呼 吸 管 理 ，我 们 可 以 为 患
儿 提 供 一 个 更 加 舒 适 、安 全
的环境，让他们快速康复。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邹平
市中心医院）

骨 质 疏 松 是 一 种 骨 骼 疾
病，会影响中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骨质疏松的发生发展“悄
无声息”，逐渐“削弱”骨骼的强
度，增加中老年人发生骨折的
风险。通过科学护理和积极调
整生活方式，可以有效减少骨
质疏松的危害。

骨质疏松是一种由于骨量
低下、骨微结构损坏导致骨脆
性增加，易发生骨折的全身性
骨骼疾病。很多人在疾病初期
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随着病
情的进展，可能会出现腰酸背
痛、变矮、驼背等情况，甚至在
轻 微 外 力 作 用 下 就 会 发 生 骨
折。在日常生活中，由于骨质
疏松，有的老年人只是轻轻地
摔了一下，就会出现髋部或者
手腕等部位的骨折。

对 于 骨 质 疏 松 患 者 的 护
理，饮食是关键一环。要保证
摄入充足的钙，可多吃豆制品、
鱼虾等富含钙质的食物，每天
适量饮用牛奶。同时，要重视
补充维生素 D。维生素 D 可以
促进钙的吸收。除了适当晒太
阳让皮肤合成维生素 D，还可
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D 的食
物，如动物肝脏、蛋黄等。另
外，减少浓茶、碳酸饮料的摄入
也很重要。浓茶、碳酸饮料可
能会加速钙的流失，不利于骨
骼健康。

适量运动在骨质疏松的护
理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 老 年 人 或 者 病 情 较 轻 的 患
者，可以选择散步、打太极拳、
练八段锦等运动。它们可以增
强肌肉的力量，提高身体的平
衡能力，从而减少摔倒后发生
骨折的风险。运动还能对骨骼
产生一定刺激，有助于维持骨
密度。需要注意的是，要根据
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
和时间，避免过度劳累。最好
在医生或者专业运动指导师的
建议下进行运动。

保持生活环境安全同样重要。可以在家里的卫生间安装
扶手，地板上放防滑垫；卧室和过道里不要堆放杂物，以降低因
意外引发骨折的概率。要保证光线充足，尤其在夜间起床时。
可准备一个夜灯，减少晚上因视物不清发生摔倒的风险。

除了日常护理，定期检查也必不可少。患者需要按照医生
的嘱咐定期去医院检测骨密度等相关指标，及时了解病情变
化。医生会根据检查结果，适时调整用药方案。

心理关怀对于骨质疏松患者也很重要。很多患者在得知
自己有骨质疏松，尤其是发生骨折后，容易产生焦虑、恐惧等不
良情绪。这些不良情绪可能会影响身体恢复。患者家属和医
护人员要关心患者，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帮助患者树立战胜
疾病的信心，让患者认识到只要科学护理、积极治疗，就可以有
效控制病情，维持较好的生活质量。

总而言之，骨质疏松患者的护理涉及饮食、运动、生活环
境、心理状态等。患者要合理饮食，保证营养均衡；要适量运
动，增强骨密度；注意生活环境安全，避免发生摔倒；保持良好
的心态。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平度市第三人民医院）

小儿支气管炎的
家庭护理与呼吸管理

□刘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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