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性阑尾炎是一种常见的外科疾病，

通常需要通过手术进行治疗。手术后，正确

的护理对于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 本文将

向您介绍急性阑尾炎术后护理的关键方

面，帮助您了解如何照顾好自己。

一、术后观察与护理

1.�

观察生命体征：术后，医生会密切

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如心率、血压、呼吸

等。如有异常，请及时告知医护人员。

2.�

疼

痛管理：手术后，您可能会感到不同程度

的疼痛。 请按照医生的建议使用止痛药，

并保持情绪稳定，有助于缓解疼痛。

3.�

切

口护理：保持切口干燥，避免感染。 如发现

切口红肿、疼痛等感染迹象，请及时告知

医护人员。

4.�

引流管护理：妥善固定引流

管，确保其通畅。 注意观察引流液的量及

颜色，如有异常，请遵循医生的建议进行

处理。

二、饮食与营养

1.�

术后早期请遵循医生指导，合理安

排饮食。 一般情况下，术后

6

小时后可开

始进食。

2 . �

初期以易消化的流质食物

为主，如米汤、稀饭等。 逐渐过渡到半流

质、软食。

3.�

保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

素和矿物质， 有助于伤口愈合和身体恢复。

4.�

如出现腹胀、 腹泻等症状， 请遵循医生建

议调整饮食。

三、康复锻炼

1.�

术后早期， 请根据医生建议进行适当

活动， 以促进血液循环和预防血栓形成。

2.�

逐渐增加活动量，但切勿剧烈运动，以免牵扯

伤口。

3.�

在医生的指导下， 逐步恢复正常的

活动和工作。

四、心理调适

1.�

手术后，您可能会感到焦虑、恐惧等情

绪。请与医护人员保持良好的沟通，分享您的

感受。

2.�

接受手术的患者容易产生自卑感或

疏远感，应学会调整心态，正确认识疾病与手

术的相关知识。

3.�

与亲朋好友保持沟通，及时

获取关心和支持。同时，关注身心健康，保持良

好的生活习惯。

总之，急性阑尾炎术后护理对于患者的康

复至关重要。通过观察生命体征、切口护理、饮

食与营养、康复锻炼以及心理调适等方面的护

理，您可以更好地照顾自己，加速康复进程。如

有任何不适或疑虑，请及时咨询医生或专业人

士的建议。

（作者单位：河北省盐山县寿甫中医医院）

急性阑尾炎术后该如何护理

□

朱秀云

颅脑损伤是指头部受到外力作用而

导致的颅骨和脑组织的损伤， 是一种常

见的外伤，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根据

颅脑损伤的不同类型和程度， 患者可能

会出现不同的症状和并发症，如头痛、呕

吐、意识障碍、瞳孔异常、癫痫发作、脑水

肿、脑疝、感染、出血等。 因此，及时诊断

和治疗颅脑损伤有重要意义。

临床中， 颅脑损伤的治疗方法主要

分为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

适用于轻、中型颅脑损伤或重、特重型颅脑

损伤无手术指征的患者， 目的是维持生

命体征的稳定， 防止继发性脑损伤的发

生和发展。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颅内压监测： 通过颅内压传感

器或脑脊液引流管，实时测量颅内压，

及时发现颅内压升高的情况， 指导脱

水治疗和手术治疗的时机和方式。

2.�

脱水治疗： 通过使用渗透性利

尿剂（如甘露醇、甘油）、强利尿剂（如

呋塞米）、皮质类固醇（如地塞米松）、

高渗盐水等药物，降低颅内压，减轻脑

水肿，改善脑血流。

3.�

营养支持： 通过静脉或胃管给

予高热量、 高蛋白、 高维生素的营养

液，满足脑组织的代谢需求，促进脑组

织的修复和再生。

4.�

呼吸道处理： 通过气管插管或

切开， 建立人工气道， 保持呼吸道通

畅，防止呼吸道分泌物和异物的吸入，

维持呼吸功能和氧合。

5.�

抗菌药物： 对于开放性颅脑损

伤或有感染风险的患者，给予适当的抗

菌药物，预防或治疗颅内感染，如脑膜

炎、脑脓肿等。

6.�

脑保护药物： 通过使用一些能

够改善脑血流、抑制脑代谢、抗氧化、抗

炎、抗凝、神经营养等作用的药物，保护

脑组织 ，减少脑损伤的程度，如尼莫地

平、脑活素等。

手术治疗适用于开放性颅脑损伤

或闭合性颅脑损伤伴有颅内血肿或脑

疝的患者，目的是清创、止血、减压、修

复，恢复颅内正常的解剖结构和生理功

能。 包括清创缝合术、颅骨切开术、颅骨

成形术、颅骨减压术等。 采用何种手术

取决于患者的病情。

总而言之， 应该注意预防颅脑损伤

的发生，也应学习颅脑损伤的基本知识

和急救方法，以便在遇到颅脑损伤的患

者时，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救助，减少

伤残和死亡的风险。

（作者单位： 河北省邯郸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科学认识颅脑损伤

□

贾振锋

B03

健康驿站
MARKET��INFORMATION

2023-12-6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阳 制作 刘阳 电话：0351- 4048890

在手术室， 医护人员每天都要面对

各种手术器械、药品和血液，这些因素都

可能对医护人员造成职业暴露， 从而影

响他们的健康。 本文将介绍手术室职业

暴露的概念、危害、防护措施以及如何提

高医护人员的防护意识， 以保护医护人

员的健康。

一、职业暴露的概念

职业暴露是指医护人员在日常工

作中，由于接触到有害物质或危险因素

而受到伤害的风险。 在手术室，医护人

员经常需要接触手术器械、 药品和血

液， 这些物质可能携带各种病原体，如

细菌、病毒等，从而对医护人员的健康

造成威胁。

二、、职业暴露的危害

手术室职业暴露可能对医护人员的

健康造成多种危害。 首先，职业暴露可能

导致医护人员感染各种疾病， 如肝炎、艾

滋病等。 其次，职业暴露还可能影响医护

人员的免疫系统， 降低他们的抵抗力，增

加患病风险。 此外，职业暴露还可能影响

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 使他们感到焦虑、

压力和不安。

三、防护措施

为了保护医护人员的健康，手术室应

该采取一系列防护措施。 首先， 手术室应

该加强清洁和消毒工作， 确保手术室环

境和医疗器械的清洁卫生。 其次， 医护

人员应该穿戴适当的防护装备， 如手套、

口罩、 隔离衣等， 以减少接触有害物质

的几率。 此外， 手术室还应该提供足够

的通风设备， 确保空气流通， 降低有害

物质浓度。

在具体操作上， 手术室可以采取以

下几种防护措施：

1.�

定期清洁和消毒手

术器械和环境， 确保其无菌状态。

2.�

医

护人员应穿戴手套、 口罩、 隔离衣等防

护装备， 避免接触有害物质。

3.�

提供足

够的通风设备， 确保空气流通， 降低有

害物质浓度。

4.�

定期对医护人员进行职

业暴露的培训和演练， 提高他们的防护

意识和技能。

5.�

建立职业暴露应急预案，

一旦发生职业暴露事件，能够迅速采取措

施进行处理和救治。

总之，手术室职业暴露是一个不容忽

视的问题。 通过采取一系列防护措施和提

高医护人员的防护意识， 我们可以保护

医护人员的健康， 提高手术室的安全性

和效率。

（作者单位：河北省玉田县中医医院）

中国每年猝死人数超过

54

万，每分钟

有一人发生心脏性猝死。

AED

，全称“自动

体外除颤器”， 它可识别特定的心律失常，

并进行电击除颤，是一种便携式、非专业人

员可使用的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现场

急救设备。 在关键时刻

AED

可以救命，对

于心脏骤停呼吸停止的患者， 早

1

分钟使

用

AED

，存活率就可以提高

10%

。 本文将

为您详细介绍如何快速识别心跳骤停及

AED

使用方法，帮助您在日常紧急情况下

做出正确决策。

一、快速识别心跳骤停：

1.�

第一点：判断有无反应。 方法：轻拍

双肩，在患者两耳边大声唤他，看看他是否

睁眼、说话、呻吟和手脚活动，如果没有这

些表现即认为没有反应。（总结为四个字：

轻拍重唤）

2.�

第二点： 判断有无呼吸。 方

法：俯下身，观察其胸腹部是否有呼吸起伏

运动， 观察

5-10

秒钟。 如果胸腹部有起

伏，我们认为暂时还有呼吸的；如果没有起

伏，则认为没有呼吸，或仅濒死叹息样呼吸

（一种张口样 、 时间间隔较长的呼吸状

态）。 具有以上

2

点情况： 没有反应

+

没

有呼吸或濒死叹息样呼吸， 则认为患者心

脏骤停，需要实施心肺复苏。

快速识别病情的关键在于观察患者的

症状和体征， 并结合相关医学知识进行判

断。 如遇紧急情况，应保持冷静，迅速拨打

急救电话寻求专业医疗援助。

二、

AED

使用方法

AED

是一种自动体外除颤器，能够自动

识别心律失常并给予电击治疗， 帮助心脏恢

复正常节律。 发现患者倒地，没有呼吸，我们应

马上拨打

120

，并呼叫旁人拿急救箱和

AED

。

1.

寻找

AED

：在公共场所如机场、火车

站、地铁站、公园、大型会议中心、体育馆等

地，

AED

通常会以明显的标识标明。 打开手

机小程序搜索

AED

急救地图，就可以找到距

离最近的

AED

了。

2.

开机：找到

AED

后，

按下开机按钮，按语音和图示贴好电极片，按

语音提示继续心脏按压。

3.

充电：

AED

会自

动检测患者的心电信号并充电。此时，操作员

无需干预，等待充电完成。

4.�

放电：充电完成

后，

AED

会提示操作者放电，操作者按照语音

提示请勿触碰病人。 此时密切观察患者反

应。

5.

后续处理：如患者已恢复意识，应继续

进行心肺复苏直至专业医护人员到达。 如患

者仍无反应，需继续观察患者的呼吸、脉搏等

生命体征，如再次出现异常，应立即进行心肺

复苏和

AED

的使用。

总之，快速识别病情及正确使用

AED

是

紧急医疗救助的关键。 通过了解以上知识，我

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各种紧急情况，为患者赢得

宝贵的救治时间。

（作者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保健办综合门

诊部）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的使用方法

□

黄晓敏

手术室职业暴露的危害与防护

□

尹见春

母

婴

分

离

期

间

产

妇

的

护

理

知

识

□

张

彬

母婴分离， 即产妇与新生儿暂

时分开， 常常是因为新生儿存在某

些健康问题。 在母婴分离期间，产妇

的身体逐渐恢复， 同时还要承受心

理压力，因此需要特别护理。 本文将

介绍母婴分离产妇的护理知识，帮

助产妇顺利度过这个特殊时期。

、一、心理护理 母婴分离的产

妇面临双重压力， 即身体恢复和心

理焦虑。 首先， 产妇要学会调整心

态，积极面对现实，认识到这是暂时

的分离， 孩子的健康状况并非由自

己掌控。 家人、朋友和医护人员的关

爱和支持， 对缓解产妇心理压力非

常关键。 他们可以通过与产妇交流、

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支持， 帮助她

度过这段艰难时期。

二、 生活护理 在母婴分离期

间，产妇的日常护理同样重要。 饮食

方面， 应以清淡、 易消化的食物为

主，适当增加蛋白质的摄入，以保证

身体恢复所需。 同时，保持充足的睡

眠和良好的作息规律， 有助于产妇

的身体恢复。 此外，产妇应避免过度

劳累，适当进行休息，如有需要，可

寻求医护人员或家人的帮助。

三、卫生护理 母婴分离的产妇

在卫生方面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保

持外阴清洁，避免感染；定期更换内

衣， 以减少细菌滋生； 如需母乳喂

养，应定期清洗乳头，以防止乳腺炎的发生。 此

外，产妇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定期洗澡、

洗头、剪指甲，保持床单被褥清洁干燥。

四、健康检查 母婴分离期间，产妇需要定期

接受健康检查。 这有助于及时发现并处理身体问

题，确保母婴的健康状况良好。 产妇应按时前往

医院接受检查，与医生沟通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心

理状态。 如有异常情况，应及时向医生咨询并配

合治疗。

五、 母乳喂养指导 母婴分离的产妇在母乳

喂养方面可能会遇到困难。 此时，专业的医护人

员可提供母乳喂养指导，帮助产妇掌握正确的哺

乳姿势和喂养技巧。 同时，医护人员还会根据新

生儿的身体状况，提供相应的喂养建议。

总之，母婴分离的产妇需要关注心理、生活、

卫生、 健康检查和母乳喂养等方面的护理知识。

通过积极应对，科学护理，产妇将顺利度过这个

特殊时期，迎接健康可爱的孩子归来。

（作者单位：河北省曲阳县中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