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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内科的概念
中医内科，又被称为内科学，

主要研究人体内各器官的生理功
能、病理变化，以及疾病的发生、发
展过程。它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
础，是一门强调整体观念和个体化
治疗的临床学科。中医内科所涉
及的疾病范围广泛，涵盖外感病和
内伤病两大类，具体包括肺系病
证、心系病证、脾系病证、肝系病
证、肾系病证、气血津液病证以及
肢体经络病证等方面。中医内科
的理论体系源自《黄帝内经》《伤寒
杂病论》等经典著作。这些著作系
统阐述了中医内科的基本理论、病
因病机、辨证施治等，为中医内科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数
千年的实践，中医内科理论体系不
断完善，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诊
疗方法。

中医内科体质辨识理论基础
中医内科体质辨识，是以中医

理论体系为依据，对个体的体质类

型进行判断与分析的过程。它基
于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
腑经络等学说，综合考虑人体的生
理特征、心理状态、生活习惯等因
素，为后续的养生保健和疾病防治
提供重要依据。体质，是人体在遗
传和后天环境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固有特质。中医将体质大致分为
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
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
特禀质这 9 种类型。体质辨识的
目的就是要准确区分不同个体所
属的体质类型。

中医内科体质辨识
结合个性化治疗的实践过程

中医内科体质辨识和个性化
治疗均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
注重从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角
度来认识和处理健康与疾病问题，
其核心在于根据个体的体质特征，
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

医生通过“望、闻、问、切”等传
统诊断方法，全面收集患者的面

色、体型、舌象、脉象、饮食习惯、生
活起居及情志状态等方面信息，精
准辨识其体质类型，观察患者独特
的生理特质、潜在的病理倾向，以
及对疾病的易感性与耐受性。在
了解患者体质与病情的基础上，医
生为其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

例如，针对体质虚弱、卫气不
固，稍遇风寒就频繁感冒的患者，
医生常常巧妙运用黄芪、白术、防
风等药材，组成益气固表、温阳散
寒的中药方剂，增强机体免疫力，
使其能够有效抵御外邪侵袭。

而对于体质偏热，常出现口舌
生疮、咽喉肿痛、心烦易怒等症状
的患者，医生则运用清热泻火、养
阴润燥之法，选用黄连、黄芩、知
母、麦冬等药材，精准调和体内阴
阳平衡。

除了中药调理，针灸、推拿等
非药物疗法在中医内科个性化治
疗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医生根
据患者的体质特点，灵活选取穴

位，巧妙运用补泻手法。比如，对
于气虚体质者，针灸时多采用补
法，刺激足三里穴、气海穴、关元穴
等穴位，以鼓舞正气；而对于气滞
血瘀体质者，则采用泻法，选取血
海穴、三阴交穴、太冲穴等穴位，促
进气血运行消散瘀血。中医内科
利用丰富多样、因人而异的疗法，
充分发挥特色和优势，为患者提供
全方位、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助力
患者恢复健康，提升生活质量。

体质辨识和个性化治疗的
未来展望

中医体质辨识系统作为中医
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合传统
中医理论与现代科技手段，为人类
健康提供了一种独特且极具特色
的诊疗和管理工具。在现代科技
飞速发展和中医理论探索不断深
入的背景下，大量前沿科技手段将
融入体质辨识领域。

基因检测技术能从遗传层面
解析个体特质，通过对个体基因组

的分析，可以识别出与特定体质类
型相关的基因变异。大数据技术
能够整合来自医疗机构、健康管理
平台、穿戴设备等方面的健康信
息，利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
术，识别体质与健康状态之间的复
杂关系。

这将为体质辨识提供更为全
面的视角，发现潜在的体质模式和
规律，提升辨识结果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在个性化治疗方面，同样也
将朝着更完善、更贴合个体需求的
方向大步迈进。医生借助先进技
术全面了解患者的体质、生活环
境、疾病史等，为不同患者量身定
制治疗方案。针对慢性疾病患者，
综合运用中药、针灸、食疗等疗法，
根据其体质和病情进展动态调
整。这将进一步推动个体化医疗
更高目标的实现，显著改善患者的
治疗效果。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济南市钢
城区人民医院）

精神分裂症的科学管理与药物治疗
□陈莹雪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的精
神障碍，主要特征为个人的感知、
情感与行为出现异常，患者难以
区分真实与想象，出现反应迟钝、
行为退缩或过激等症状，严重时
甚至影响日常生活；常见于青年
或壮年时期，发作时患者在身体
感觉、思维逻辑、情感体验和行为
表现等方面出现障碍，但是意识
清晰，智力未受损。

科学管理的多维度视角
作息规律与日常生活护理

为患者制订规律的作息时间表，
是科学管理的基础。从起床、吃
饭到睡眠，每一个细节都应被精
心安排，以维持患者日常生活的

规律性和连续性。这不仅有助于
患者保持稳定的情绪，还能减轻
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同时，个人
卫生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督促
或协助患者完成洗漱、更衣等基
本生活，既培养了其自理能力，也
保持了整洁的仪表和舒适的生活
环境。

营养与饮食管理 营养均衡
的饮食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非常重
要。患者饮食要营养均衡，多吃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新鲜的蔬菜
和水果，及时补充维生素，增强患
者的体质，提高免疫力。同时，患
者饮食宜清淡、易消化，避免摄入
高碳水化合物及含麸质的食物，

减少油腻、辛辣等刺激性食物的
摄入量，以减轻胃肠道负担。

心理社会干预 除了生活护
理，心理社会干预也是科学管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谈话疗法
等心理手段，帮助患者改善思维
模式，学习应对压力，识别症状复
发的早期信号。此外，训练社交
技能，提升患者的日常沟通和社
交互动能力。家庭治疗则需要患
者家属提供必要的支持和理解，
共同构建有利于患者康复的家庭
环境。

药物治疗的策略与实践
药物种类与剂量的选择 药

物治疗是目前精神分裂症有效的

干预手段之一。根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医生会有针对性地使用抗精
神疾病药物（如氯氮平、奥氮平、利
培酮等），并适当调整剂量，以达到
治疗目的。同时，还一些辅助药物
具有增效、降副作用等作用，在治
疗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用药指导与监督 患者和家
属需要掌握正确的用药方法、剂
量和药品作用，以便在家庭环境
中合理用药。患者应严格按照医
嘱，定时足量服用药物，不能擅自
减量、停药或更改药物。家属要
密切观察患者的服药情况，防止
药物被扔掉、隐藏或积攒。此外，
定期复查对于监测药物效果和调

整治疗方案非常重要。
并发症的监测与处理 在药

物治疗过程中，患者会出现一些
并发症（如血糖升高、呼吸抑制、
皮肤过敏等），多由药物种类和剂
量不当引起，需要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或采取措施缓解症状。因
此，定期监测血糖、呼吸状况及皮
肤反应是十分必要的。同时，长
期服用抗精神疾病药物，可能导
致肝脏和肾脏损伤。

通过科学管理与合理的药物
治疗，我们可以有效控制精神分
裂症，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为他
们带来希望与康复的可能。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荣康医院）

你了解检验科吗
□赵红梅

在医院的众多科室中，检验科
不像急诊科那样争分夺秒、惊心动
魄，也不像内科医生、外科医生直
接与患者交流并制定治疗方案。
然而，检验科却宛如一个精密的

“健康密码破译中心”，默默守护着
人们的健康。每一份血液、尿液、
粪便样本，在检验师手中都如同蕴
含神秘信息的“密码本”，等待着被
解读。

样本接收
检验科的工作从接收样本开

始。每天，大量来自不同患者的样
本被送到这里，有装在真空管里的
血液，有盛放在塑料杯中的尿液，
还有密封在盒里的粪便等。工作
人员会仔细核对样本上的信息，确
保患者姓名、年龄、科室、住院号等
准确无误。这一环节至关重要，就
如同在开启宝藏前确认钥匙是否
正确。任何一个信息错误，都可能

导致后续的检验结果张冠李戴，影
响医生对患者病情的判断。

血液检验
血液检验是检验科常见的项

目之一。当我们体检时，抽血化验
可以发现身体异常。例如，血常
规，通过分析血液中的红细胞、白
细胞、血小板等成分，能反映出人
体是否存在贫血、感染、血液系统
疾病等。红细胞就像身体里的“氧
气运输兵”，数量或形态异常可能
意味着贫血；白细胞增多，可能提
示身体出现了炎症。

生化检验
生化检验也是血液检验的重

要部分，它能检测肝功能、肾功能、
血糖、血脂等指标。肝功能中的转
氨酶数值升高，表明肝脏受到损
伤；血糖水平异常，为诊断糖尿病
提供关键线索。这些指标就像身
体里的“信号灯”，可以在发现异常
时，提醒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

尿液检验
尿液检验同样意义重大。看

似普通的尿液，实则包含了大量新
陈代谢的信息。尿常规检查能反
映泌尿系统是否有感染、结石、肾
炎等问题。尿液中的蛋白质、红细
胞、白细胞等指标异常，都需要引
起重视。如果尿液中出现蛋白质，

表示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问题；
红细胞增多，表示泌尿系统存在出
血。

微生物检验
微生物检验是检验科与病菌

进行的一场隐形较量。当患者出
现发热、咳嗽、腹泻等症状，准确判
断是由哪种病原体感染引起的，就
需要进行微生物检验。医务人员
会将患者的样本接种到各种培养
基上，让病原体在适宜的环境中生
长繁殖。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观
察是否有菌落生长，并对其进行鉴
定和药敏试验。

通过微生物检验，医生能明确

感染的病原体种类，从而选择有效
的药物进行治疗。例如，肺炎患者
痰液中的细菌培养结果，帮助医生
确定是肺炎链球菌感染还是其他
细菌感染，进而开具有针对性的抗
生素。药敏试验则能告诉医生哪
种抗生素对该病菌较为敏感，避免
盲目用药，提高治疗效果。

检验科在疾病的预防、诊断、
治疗和康复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检验科犹如一个精
密的“健康密码破译中心”，为医生
提供诊断依据，帮助患者及时发现
疾病、接受有效的治疗。

当你拿到检验报告时，不妨多
留意一下那些数据背后的意义，也
别忘了向检验科的医务人员道一
声感谢，是他们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的健康。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新泰市第
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体质辨识与个性化治疗
□刘西明

雾化吸入知多少
□张砚红

什么是雾化吸入
雾化吸入是利用专用装

置将药物分散成液体或气溶
胶形式，使其悬浮在气体中，
通过口鼻由呼吸道进入体
内，以帮助患者湿化气道、控
制感染、消炎、镇咳、祛痰，改
善通气功能。其原理在于通
过喷嘴或用高速气流使液体
分散成微小液滴，这些液滴
能够捕集气体中的颗粒物，
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优点
雾化吸入疗法具有起效

快、药物用量较小、不良反应
较轻等特点。药物能直接作
用于病变部位，局部药物浓
度高，相较于口服或静脉注
射药物，减少了药物在全身
的分布，降低了副作用的发
生风险。此外，该疗法对于
儿童、老年人，以及因病情较
重而难以使用其他治疗方式
的患者来说，更容易接受。

适应证与禁忌证
适应证 支气管哮喘、急

性喉炎、急性咽炎、慢性支气
管炎、支气管扩张症、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喘息、变应性咳
嗽、感染后咳嗽、支原体肺炎
及其它气道炎症类疾病等。

禁忌证 对雾化药物过
敏的患者；严重的心肺功能
不全患者；严重的低氧血症
患者；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应
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患有严
重肝肾功能障碍的患者。

注意事项
在进行雾化吸入治疗

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正确使用雾化器 确保

雾化器正确组装，药物未过
期或被污染。使用前详细阅
读雾化器使用说明书，遵循
其指示进行操作。雾化器使
用后需要及时清洁晾干，保
持干净卫生。

体位选择 雾化吸入时
最好选择坐位，此体位的雾
化效果最理想。如果患者无
法采取坐位的，可以竖抱或
斜抱（针对儿童），或半卧位。

药量和时间控制 每次
雾化药物用量不宜过多，控
制一次雾化的时长，通常每
次吸入时间为10分钟~20分
钟。若药物容量不足或雾化
时间太短，可用生理盐水予
以适当稀释。

面部皮肤护理 使用面
罩行雾化吸入治疗前，面部
不能涂抹油性面霜；雾化结
束后立即清洗脸部，以减少
药物吸附在面部并经皮肤吸
收。

口腔清洁 雾化前应漱
口，清除口腔内的食物残渣
或痰液；雾化后不能漱口，患
者可用棉签或棉球沾温开水
擦拭口腔。雾化前 30 分钟，
患者要避免进食，以免雾化
过程中刺激气道导致呕吐。

呼吸方式 采用深而慢
的呼吸方式，用口深吸气后
屏气 1 秒~2 秒，再用鼻缓慢
呼气，防止吸气过浅影响疗
效。

避免药物进入眼睛 雾
化时，患者应闭眼或用干净
的毛巾遮挡眼部，避免药物
进入眼睛。

常用药物
吸入用糖皮质激素 如

布地奈德混悬液、丙酸倍氯
米松溶液等，用于控制呼吸
道炎症。

支气管扩张剂 如沙丁
胺醇吸入溶液、复方异丙托
溴铵溶液等，用于缓解气道
痉挛。

祛痰药物 如乙酰半胱
氨酸溶液，用于促进排痰。

抗感染药物 抗感染药
物的雾化吸入剂型尚未在我
国上市，我国目前仅有部分
厂家的注射用两性霉素B被
批准用于雾化吸入治疗严重
的系统性真菌感染。

在进行雾化吸入治疗
时，应严格遵循操作规范，确
保治疗效果。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菏
泽市立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

肋骨骨折的症状与诊断
□郭春锋

在日常工作中，笔者经常遇到
患者咨询：“深呼吸、咳嗽或打喷嚏
时，我的肋骨疼得厉害，是不是骨
折了？”“胸部外伤很明显，为什么
胸部X线或CT（计算机层析成像）
检查的结果显示是‘肋骨未见明显
异常’，但是短期复查后又显示骨
折，有时看到只有 1 根肋骨骨折，
过几天复查却变成了 5 根肋骨骨
折。”“为什么初次检查时没有发现
肋骨骨折，是不是医生漏诊？”

了解肋骨
肋骨是胸廓的重要支撑，对保

护心脏、肺脏、大血管很重要，对人
体的呼吸、循环系统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人体双侧肋骨共有 12
对，自后上向前下斜行，解剖形态
呈不规则的半弧形，肋弓部弯曲角
度大，前部肋骨较宽且薄，后部肋

骨较细且厚，双侧肋骨呈圆筒形。
肋骨骨折的症状

肋骨骨折常发生于患者胸部
直接遭受钝力伤害，例如遭遇交
通事故或发生碾压伤，或由咳嗽
或病理性因素导致。肋骨骨折有
压痛、挤压痛，可触及骨折断端或
骨擦感；合并气胸、血胸、血气胸
时，患者有胸痛、呼吸困难、憋气
等症状；当多处肋骨骨折造成胸壁
塌陷时，会出现呼吸异常（即吸气
时胸壁凹陷，呼气时胸壁向外凸
出）。若骨折的肋骨伤及肺部，可
能出现咯血、痰中带血等症状。

诊断方法
DR（数字X射线摄影）检查是

常规的检查方法。由于肋骨的弧
形解剖学特点，该检查对于不完全
骨折或细微骨折尚存在较高的漏

诊率。
CT检查具有快速连续扫描和

容积性数据采集的特点，能任意角
度地旋转观察损伤部位情况，识别
细微的肋骨骨折；扫描横轴位可显
示骨折，但是不能显示骨折全程。

肋骨薄层三维重建，结合创
新性技术，可以获取较直观的肋
骨弧度及骨折影像，是肋骨骨折
的首选检查方式。因此，疑似骨
折的患者在做普通胸部 CT 检查
的同时，加做肋骨三维重建。

检查难点
明显的骨折线或者断端错位

的骨折，很容易看出来，但是有
些肋骨骨折比较隐匿。在 CT 影
像中，仅显示为一侧骨皮质断
裂，或只出现骨皮质皱褶、凹陷
或隆起，或只表现为一侧骨皮质
细线影，与肋骨的滋养孔和血管
沟不易区分。这种骨折的骨折
线细微，断端无错位，通过 CT 检
查很难发现，但是在骨折后 21 天
~40 天，骨折断端内膜增生，形成
骨痂，提高了隐匿性骨折的检出
率，但在 50 天后，骨痂逐渐吸收、
缩小，肋骨骨折的检出率反而逐
渐降低。因此，在外伤性肋骨

CT 检查报告中，常常可以看到
“建议 3 周后复查排除隐匿性骨
折”的意见。

肋骨骨折是常见的胸部损
伤，CT检查在诊断中具有重要作
用。通过CT检查，医生可以了解
骨折的位置、类型及并发症，从而
制定治疗方案。

通过本文的介绍，希望大家
对肋骨骨折有更深入的了解，并
在遇到类似情况时能够及时就
医，获得规范的诊断和治疗。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驻马店
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

高血压病是一种以动脉血压升高为特
征的全身性疾病，是常见的慢性病，也是心
血管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高血压病患
者在发病后，一般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
胸闷、耳鸣等症状。此外，高血压病还会导
致心、脑、肾等器官的损害，引起冠心病、心
力衰竭、脑卒中等疾病，严重威胁人们的健
康。

严重危害
高血压病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给患者、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的负担和损
失。因此，对高血压病的有效防治意义重
大。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高血压病防治工
作。高血压病防治指南强调，高血压病的防
治应基于高血压病的分级、分期和分型的原
则进行。对于血压控制目标，新指南建议把
诊室血压降至<140/90 毫米汞柱（1 毫米汞
柱=133.322帕）。

对于高血压病患者，应先进行生活方式
干预，包括低盐、限酒、适度运动、减轻体重
等。在此基础上，要进行药物治疗，包括严
格控制血压进行，合理选用降压药物，防止
血压过度波动等。

食盐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它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钠元
素。当人体内钠离子过多时，会导致细胞外液增加，使小动
脉痉挛，外周阻力增加，从而引起血压升高。同时，摄入过
量的钠离子，还会刺激人体交感神经兴奋，使肾上腺素、去
甲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从而引起血压升高。长期过量摄入
食盐会导致血管壁细胞损伤，从而增加冠心病的患病风
险。因此，限盐是降低高血压病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死亡
率的重要措施之一。

改善饮食
使用限盐勺 在烹饪时少放盐，可以用限盐勺准确地控

制用盐量，尽量做到“少吃、慢吃”，避免钠离子摄入过多。
选用低钠盐 将食盐中的氯化钠含量降至6%以下，可降

低钠的摄入量，降低高血压病和心血管疾病发生率。
限制摄入高盐食物 包括咸菜、腊肉、咸鸭蛋等腌制食

品，这类食物在制作过程中会加入大量的盐，而且制作时会
添加调味品，如酱油、蚝油、鸡精、味精等。因此，应尽量避
免摄入这类食物。

减少深加工食品的摄入量 如方便面、罐头、火腿肠等，
这些食物中的钠含量高，属于高盐食品。

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中含有丰
富的钾离子，能起到一定的降压作用。

改善烹饪方法和调料的运用 烹饪时可以用醋、柠檬汁
或香料来调味；充分运用酸味调料使食欲增加，如凉拌菜，还
可以使用天然酸味的柠檬、橘子、柚子、西红柿；鱼肉可用烧烤
的方法烹调，其味道、色泽、香味均能勾起人的胃口，还可以加
上芹菜、辣椒、生菜等香味较浓的蔬菜；以蘑菇、木耳、海带为
主要原料制成的汤，味道鲜美，色泽鲜艳，具有滋补的特性，盐
可少加或不加；充分利用剩余的肉汤，其养分主要是丰富，盐
分也较低；将蔗糖应用于制作菜肴中，以减少盐分的用量。

多喝水 每天喝足量的水可以稀释血液，帮助排出体内
多余的钠离子。

健康生活
避免久坐 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从而引起肥胖、

高血压病等多种疾病。
适度运动 长期坚持适度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改善

血管弹性，从而预防高血压病等疾病。
保持愉悦的心情 一个人心情愉悦时，体内会分泌多巴

胺等神经递质，促进血管扩张、降低血压。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史口中心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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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S治疗睡眠障碍的原理及效果评估
□唐明旸 韩 亮

在现代社会，睡眠障碍已成为
许多人面临的常见问题。长期睡
眠不足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精神状
态和工作效率，还可能引发一系列
健康问题。医学界不断探索新的
治疗方法，其中经颅磁刺激（TMS）
治疗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神经刺激
技术，近年来在治疗睡眠障碍方面
显示出潜力。本文，笔者将介绍
TMS治疗睡眠障碍的基本原理及
其效果评估。

基本原理
TMS治疗是一种通过电磁场

作用于大脑特定区域，以调节大脑
功能的神经刺激技术。它利用电流
在线圈中产生的磁场，穿透头骨作

用于大脑皮层，改变局部神经元的
兴奋性，进而影响大脑的功能状态。

TMS治疗通过发射短暂的磁
脉冲来激活大脑皮层神经元。磁
脉冲作用于大脑特定区域，能够调
节神经递质平衡和神经元活动，从
而改善睡眠质量。例如，TMS治疗
可以增加褪黑素受体的数量和活
性，影响体内褪黑素水平，使患者
进入更深层次的慢波睡眠状态。
同时，TMS治疗还能改善脑部血液
循环，促进神经元活动，提高睡眠
效率。

效果评估
改善睡眠质量 TMS治疗能显

著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研究结果

显示，70%的失眠患者报告症状有改
善，60%的失眠症患者经8周治疗后
症状明显缓解，包括缩短入睡时间、
增加深度睡眠、减少夜间觉醒。

适用范围 TMS治疗主要用于
难治性失眠患者，以及伴抑郁、焦虑
的失眠患者，调节大脑活动及影响
相关神经网络。

安全性 TMS治疗相对安全，
副作用少且轻微，如轻度头痛、头皮
不适，多为暂时性。但是癫痫患者、
体内有金属植入物的患者等人群需
要谨慎，治疗前需要详细进行医学
评估。

治疗周期与频率 TMS治疗周
期20次~30次，每次20分钟~40分

钟，每周5次，可根据患者情况调整。
局限性

虽然TMS在治疗睡眠障碍方
面有显著的优势，但是也有局限
性。TMS治疗并非适用于所有类
型的睡眠障碍。对于由精神压力
大、焦虑症等原因引起的睡眠障
碍，TMS治疗并不是最佳选择，且
治疗效果因人而异。例如，一些患
者可能对TMS反应良好，而另一些
患者则疗效不佳。因此，在治疗前
进行医学评估，并制定个性化治疗
方案。TMS治疗相比长期药物治
疗，可能具有更高的初期投资，但
是其潜在的长期效益，使得其在某
些情况下成为更具成本效益的选

择。
TMS治疗作为一种非侵入性

的神经刺激技术，在治疗睡眠障碍
方面具有潜力。通过调节大脑活
动，TMS治疗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
睡眠质量，缓解入睡困难，增加睡
眠深度，缩短睡眠持续时间。同
时，TMS治疗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然而，TMS治疗的适用性仍受到一
定限制，且治疗效果因人而异。因
此，在TMS治疗前，应进行医学评
估，并在专科医生指导下制定个性
化治疗方案。

（唐明旸供职于海南省安宁医
院精神科，韩亮供职于海南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