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儿肺炎是一种常见的婴儿疾病，
通常是由于细菌或病毒感染引起的。虽
然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就医治疗，但是家
庭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将介绍新
生儿肺炎的护理技巧及家庭照顾方法，
帮助家长更好地照顾患病的孩子。

一、新生儿肺炎的症状
新生儿肺炎的症状包括咳嗽、气促、

呼吸、发热、食欲减退、精神萎靡等。由于
新生儿的表达能力有限，家长需要仔细
观察孩子的症状，及时就医。

二、家庭护理技巧
1.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是预防新生儿肺

炎的关键。家长应该每天开窗通风，让新

鲜空气进入室内。如果天气寒冷，可以适
当地调整通风时间，避免孩子受凉。

2. 保持孩子身体温暖
新生儿肺炎时，身体抵抗力下降，容

易受凉。家长应该注意给孩子保暖，避免
孩子感冒。同时，给孩子穿的衣服和盖的
被子要适当，避免过厚或过薄。

3. 观察孩子的症状
家长应该密切观察孩子的症状，如咳

嗽、气促、呼吸困难等。如果孩子出现异
常症状，如发热、食欲减退、精神萎靡等，
应及时就医。

4. 保持口腔卫生新生儿口腔黏膜娇
嫩，抵抗力差，容易感染细菌。家长应该
每天用温水清洗孩子的口腔，保持口腔

卫生。如果孩子出现口腔溃疡等症状，应
及时就医。

5. 合理喂养
合理喂养是预防新生儿肺炎的重要

措施之一。家长应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
体重，合理安排喂养时间和喂养量，避免
过度喂养或饥饿。

三、家庭照顾方法
1. 保持安静的环境
新生儿肺炎时，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来休息。家长应该避免嘈杂的环境和噪
音干扰孩子休息。

2. 给孩子足够的休息时间
新生儿肺炎需要足够的休息时间来

康复。家长应该让孩子充分休息，避免过

度活动和哭闹。
3. 适时增减衣物
根据天气变化和室内温度，适时增减

孩子的衣物和被子，避免孩子受凉或过热。
4. 密切关注病情变化
家长应该密切 关注 孩子 的 病情 变 化，

如呼吸、饮食情况等。如果孩子症状加重或
出现其他异常症状，应及时就医。

总之，新生儿肺炎的护理技巧和家庭
照顾方法对于孩子的康复非常重要。家长
应该了解新生儿肺炎的症状，掌握家庭护
理技巧和家庭照顾方法，为孩子提供一个
舒适、安静的环境，帮助孩子早日康复。同
时，如果孩子病情严重或出现异常症状，应
及时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作者单位：河北省雄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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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也被称为冠状动脉疾病，是
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血管狭窄或
阻塞，进而影响心脏的正常供血。当血管
完全阻塞时，可能导致心肌梗死，这是一
种严重的医疗紧急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支架手术是一种常见的治疗方法，它能
够有效地恢复血流，降低并发症的风险。

一、什么是冠心病支架手术
冠心病支架手术是一种微创的介入

手术，用于治疗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手术
过程中，医生会在患者的手臂或颈部插
入一根细小的导管，通过导管将支架输
送至病变的冠状动脉处。支架是一种金

属网状结构，它的主要作用是撑开狭窄
的血管，使血液能够顺畅地通过。

二、支架手术的优点
1. 快速恢复血流：支架手术能够迅

速改善心肌的缺血状态，使患者能够更
快地恢复活动和运动能力。

2. 并发症少：与传统的搭桥手术相
比，支架手术的并发症较少，恢复时间也
更快。

3. 操作简单：支架手术的操作过程
相对简单，对医生的技术要求不高。

三、支架手术的风险
尽管支架手术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治

疗方法，但仍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和并
发症。最常见的并发症包括血管损伤、血
栓形成、心脏衰竭等。因此，患者在接受
支架手术前，应充分了解手术的风险和
可能带来的后果。

四、支架手术前的准备
患者在接受支架手术前，需要进行一

系列的检查和评估，包括心电图、心脏超
声、血液检查等。同时，患者需要戒烟、控
制血糖和血压等生活习惯的调整。医生
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
疗方案。

五、支架手术后注意事项

患者在支架手术后需要遵守医生的建
议，包括定期服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定期复查等。此外，患者应密切关注身体
状况的变化，如果出现任何不适症状，应
及时就医。

总的来说，冠心病支架手术是一种有
效的治疗方法，能够迅速改善心肌缺血，
降低并发症的风险。然而，患者和医生都
应充分了 解手 术 的风 险和 可 能带 来 的后
果。在决定是否接受支架手术时，患者应根
据医生的建议和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决策。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心
内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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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塞是一种严重的疾病，
它对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巨
大的影响。心肌梗塞的护理干预对
于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本文将介
绍心肌梗塞的护理干预措施，包括
健康生活方式、药物治疗、心理支
持、康复训练和预防复发等方面。

一、健康生活方式
1. 饮食调整：心肌梗塞患者应

遵循低盐、低脂肪、高纤维的饮食
原则。建议食用富含维生素、矿物
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如水果、蔬
菜、全谷类食品和低脂奶制品。避免
食用高脂肪、高糖和高盐的食物。

2. 适量运动：适当的运动有助
于改善心肌梗塞患者的血液循环，
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身体抵抗力。
建议进行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
游泳等，每周至少进行三次，每次
持续 30 分钟以上。

3. 控制体重：肥胖会增加心脏
负担，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对心
肌梗塞患者的康复不利。

二、药物治疗
心肌梗塞患者通常需要长期服

用药物来控制病情，如抗血小板药
物、他汀类药物等。这些药物可以
降低血液黏稠度，减少血栓形成，
保 护 心 脏 功 能 。 在 药 物 治 疗 过 程
中，患者应严格遵循医生的建议，
按时按量服用药物，避免擅自停药
或更改药物剂量。

三、心理支持
心肌梗塞患者通常会经历情绪

波动和心理压力，这对康复不利。
因 此 ， 患 者 应 获 得 足 够 的 心 理 支
持，包括与家人、朋友的交流、心理
咨询等。

四、康复训练
康复训练是心肌梗塞患者康复

的重要环节。适当的康复训练可以增
强肌肉力量，提高心肺功能，改善生
活质量。在康复训练过程中，患者应
遵循医生的建议，逐步增加运动强度
和时间，避免过度劳累。常见的康复
训练包括步行、太极拳、瑜伽等。

五、预防复发
预 防 心肌 梗塞 复 发是 护 理干 预

的重要方面。患者应定期进行身体检
查，包括心电图、血脂、血压等检查。
同时，患者应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戒烟限酒、控制饮食和运动等。

总之，心肌梗塞的护理干预对于
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通过健康的生
活方式、药物治疗、心理支持、康复训
练和预防复发等方面的护理干预，患
者可以更好地应对心肌梗塞，提高生
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人民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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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透病人在透析过程中需要密切关
注护理，因为良好的护理有助于改善患
者的生存期，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下面将
从多个方面为大家介绍血透病人的护理
知识。

一、保持卫生
血透病人在透析过程中，要注意保

持个人卫生，尤其是透析管路的卫生。应
定期用温水清洗身体，避免感染。同时，
要避免使用沐浴露、肥皂等含有化学成
分的清洁剂，以免对管路造成损害。此
外，透析管路应避免弯曲、受压，以免影
响血液流动。

二、饮食护理
血透病人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控制

水分、盐分、钾、磷等物质的摄入。建议多
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水果、蔬菜等，
以增强免疫力。同时，要避免食用高钾食
物，如蘑菇、海带等，以免导致高钾血症。
在饮食过程中，要注意控制水分摄入，以
免出现水肿、高血压等并发症。

三、休息与活动
血透病人在透析过程中需要充分休

息，避免过度劳累。在休息时，应保持舒
适的体位，如半卧位或平卧位，以利于血
液流动。适当活动有助于增强体质，但应
避免剧烈运动，以免增加心脏负担。

四、心理护理
血透病人在长期治疗过程中容易产

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影响治疗效
果。因此，家属应给予关爱和支持，帮助
患者树立信心，积极面对治疗。如有需
要，可寻求心理医生帮助。

五、透析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在透析过程中，患者应密切关注身

体状况，如出现异常症状，应及时告知医
生。在透析过程中，患者应保持情绪稳
定，避免情绪波动过大。同时，要遵循医生的指导，按时
按量服用药物，以免影响治疗效果。

六、预防感染
血透病人在透析过程中容易受到感染，因此应加强

预防。在日常生活中，应避免去人多的公共场所，以免
交叉感染。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可适当进行锻
炼，增强免疫力。在透析过程中，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定期消毒，以减少感染风险。

总之，血透病人的护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患者及
其家属应密切关注身体状况，遵循医生的建议，做好个
人卫生、饮食、休息与活动、心理等方面的护理。同时，
要预防感染，保持情绪稳定，以提高治疗效果，延长生
存期。

（作者单位：河北省固安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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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慢病
（慢性疾病） 已经成为人们健康的
一大威胁。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
疾病、肥胖症等慢性疾病，严重影
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甚至威胁到
生命。然而，慢病并非无法预防和
管理的难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采
取科学的方法进行防治，并养成健
康的生活方式。

一、慢病的成因
慢病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因素
在慢病形成中起着一定作用，但环
境因素如饮食、运动、压力等更为
关键。长期的不良饮食习惯，缺乏
运动，过度压力等都会导致身体代
谢紊乱，增加患慢病的风险。

二、慢病管理的重要性
慢病管理不仅关乎个人健康，

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慢

病一旦发生，往往需要长期治疗和管
理，这不仅给个人带来经济负担，也
可能影响家庭和社会。

三、慢病防治的科学方法
1. 定期健康检查：定期进行身体

检查是预防慢病的重要手段。通过检
查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如
高血压、糖尿病等，从而尽早干预。

2. 健康饮食：合理搭配饮食，摄
入足够的蔬菜、水果、全谷类和适量
蛋白质。限制盐、糖、饱和脂肪的摄
入。避免过多加工食品和含糖饮料。

3. 适量运动：每周至少 150 分钟
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骑车、
游泳等。同时要保持每天至少 60 分钟
的身体活动，如家务劳动、步行等。

4. 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
保持充足的睡眠，减轻压力。良好的
生活习惯有助于调节身体代谢，降低
慢病风险。

5. 定期体检与追踪：对于已经确
诊的慢性疾病患者，应定期进行复查
和追踪，根据医生建议调整治疗方案。

四、健康生活方式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慢病 管理 的

基石。除了上述的科学防治方法外，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良好的
心态也是至关重要的。培养规律的
作息时间，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积极
的生活态度，都是保持身心健康的
重要手段。

慢病管理是一个需要长 期坚 持
的过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
努力。通过科学的防治方法，养成健
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有效地预
防和控制慢病的发生。让我们从现
在开始，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一个更
健康的生活环境。

（作者单位：河北省遵化市人民
医院）

慢病管理：科学防治，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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