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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的隐秘深处， 藏匿着一处静谧而

庄重的领域———ICU，重症监护室的代名词。

这里，是生命战场的最前线，每一秒的滴答都

是与死神抗争的乐章。外界对其或感神秘，或

生敬畏，而此刻，我们将引领您踏上一场深度

之旅，揭开 ICU神秘而温暖的面纱。在这里，

高科技与人性光辉交织， 医护人员以非凡的

勇气与精湛的技能， 共同编织着生命重生的

奇迹， 让希望之光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灵魂

中闪耀。

一、ICU：生命的避风港

ICU，全称重症监护室，是医院中最为

关键且独特的区域。 它不仅是医疗技术的

巅峰展示，更是人性关怀的温暖港湾。在这

片特殊的空间里， 每一刻都凝聚着医护人

员对生命的敬畏与执着。 ICU 收治的患者，

正经历着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他们的每

一次心跳、 每一次呼吸都牵动着周围人的

心弦。 这里，时间仿佛被赋予了魔法，每一

秒的流逝都承载着希望与奇迹。 ICU，作为

生命的避风港， 不仅提供了先进的医疗设

备和技术支持， 更营造了一个充满爱与关

怀的治疗环境，让患者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在困境中感受到温暖， 共同携手跨越生命

的重重难关。

二、高科技的守护者

走进 ICU，那些高科技医疗设备仿佛成

为了一个个无声的守护者，静静地矗立在每

一个角落，为患者的生命筑起了一道坚实的

防线。 这些设备不仅代表了现代医学技术的

巅峰，更是医护人员手中最强大的武器。 它

们利用先进的传感器和算法，实时监测患者

的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等关键指标，任何

细微的波动都逃不过它们的“火眼金睛”。 同

时，这些设备还能通过数据分析，预测患者的

病情变化趋势，为医生提供前瞻性的治疗建

议。 在 ICU 中，高科技医疗设备与医护人员

紧密配合，共同构成了一个高效、精准的救治

体系，为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康复提供了强有

力的保障。

三、专业的医护团队

在 ICU 这片充满挑战与希望的战场

上， 一支由各领域精英组成的专业医护团

队矗立不倒。 他们不仅是医学知识的探索

者，更是患者康复道路上的引路人。医生们

凭借深厚的医学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精准判断病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为患

者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护士们以温柔细

腻的双手和敏锐的观察力，24 小时不间断

地守护着患者的安全与健康， 每一个细微

的关怀都透露出对生命的尊重与珍视。 而

营养师、 临床药师和呼吸治疗师等专业人

员的加入， 更是让治疗过程更加科学、系

统，他们通过精准的营养评估、药物管理和

呼吸支持，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照护，助力

患者早日恢复健康，重返美好生活。

四、严格的收治标准

ICU 的收治标准，是医疗体系内一道精

细的筛网， 它严格而公正地筛选着每一位患

者。 这不仅仅是为了确保宝贵的医疗资源能

够用在刀刃上， 更是出于对每一位患者生命

安全的深思熟虑。只有那些病情急剧恶化、器

官功能严重受损、 且具备可逆性恢复潜力的

患者， 或是那些因高危因素而亟需全天候严

密监护的患者，方能获得 ICU 的接纳。 这一

严格的标准，不仅体现了医疗专业性的高度，

更彰显了医护人员对患者生命负责到底的坚

定信念。

五、人性化的探视与沟通

虽然 ICU 实行封闭式管理，不允许家属

陪护， 但医院也充分考虑到了家属的情感需

求。 通过设立探视时间和建立有效的沟通机

制， 家属可以及时了解患者的病情和治疗进

展，与医护人员共同为患者的康复努力。在探

视时，家属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定，如穿着合适

的衣物、保持安静、做好手卫生等，以确保患

者的安全和健康。同时，医护人员也会定期与

家属进行沟通，解答他们的疑问和担忧，为他

们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

六、关于 ICU的误解与澄清

社会上对 ICU 存在一些误解和偏见，比

如认为进了 ICU就一定能活下来，或者 ICU

是“烧钱”的地方等。其实，这些观念都是不准

确的。 ICU虽然拥有先进的设备和专业的团

队，但也不是万能的。 对于起病急、病情进展

迅速、机体反应强烈的患者来说，即使经过积

极救治， 也可能因为病情过于严重而失去抢

救的机会。 此外，ICU的收费是合理的，它体

现了医护人员为患者提供的高质量医疗服务

的价值。 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看待 ICU 的作

用和价值， 以更加理性和科学的态度面对急

危重症的挑战。

通过今天的讲述，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

加全面地了解 ICU 这个神秘而重要的地方。

它不仅是高科技的守护者， 更是生命的避风

港。 在这里，每一秒都充满了希望与挑战，每

一个生命都值得我们去尊重和珍惜。 让我们

共同为那些在 ICU 中奋斗的患者祈祷和加

油，愿他们早日战胜病魔，重获新生。

（作者单位：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

移动 DR 在放射科 X 检查中的应用

□

梁冬玲

在繁忙的医院里，有那么一群默默无闻

却至关重要的“小精灵”，它们穿梭于各个病

房与科室之间，为病患带来及时、准确的医

疗诊断服务。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放射

科的明星———移动 DR（数字化高频移动式

X线摄影医疗诊断设备）。 它不仅小巧灵活，

更是医疗技术进步的生动体现，为无数患者

带来了福音。

一、初识移动 DR：什么是它

想象一下， 传统的 X 光机庞大而固定，

患者往往需要辗转多个地方才能完成检查。

而移动 DR，就像是一位轻盈的舞者，能够在

医院的任何角落自由穿梭。 它是一种集成了

数字化高频 X 射线发生装置、平板探测器及

先进图像处理系统的医疗设备。 简而言之，

它能让 X线检查变得更加便捷、高效。

二、移动 DR的神奇之处

1、小巧灵活，随需而动：移动 DR 的最

大特点就是“移动”二字。 它的体积小巧，重

量轻，通常配有双重马达驱动和蓄电池电力

助动，即便是狭小的空间也能轻松穿行。 这

意味着，无论是 ICU 的重症患者，还是急诊

室的急救现场， 甚至是病房内的行动不便

者，都能享受到即时、便捷的 X线检查服务。

2、即时成像，高效准确：传统 X 线检查

需要等待胶片冲洗， 耗时较长。 而移动 DR

则能在曝光后迅速获取临床图像，并现场查

阅。 其成像质量高，细节清晰，有助于医生快

速做出准确诊断。 这种即时成像的能力，对

于抢救危重患者尤为重要，因为它能为医生

争取到宝贵的治疗时间。

3、多角度拍摄，灵活摆位：移动 DR 的

设计非常灵巧， 机头可实现大范围旋转覆

盖，关节臂自由伸缩，支持多角度调节。 这意

味着，无论是拍摄头部、四肢，还是胸腔、脊

柱等复杂部位，都能轻松应对。 对于危重患

者来说，即使处于卧位，也能进行标准胸片

焦距摄影，大大提高了检查便利性准确性。

4、智能操作，便捷高效：移动 DR 配备

了智能操作面板，用户可以通过人性化的界

面进行影像系统操作、车体位置调整、控制

摄影条件等。 这种智能化设计不仅简化了操

作流程，还提高了工作效率。 此外，移动 DR

还支持网络传输和打印功能，使得图像数据

能够迅速传输至医生工作站或其他需要的

地方。

三、移动 DR的临床应用

1、重症监护室（ICU）：ICU 内，每一刻的

监测都关乎患者的生死存亡。 移动 DR以其

卓越的即时成像技术，为医生提供了在患者

床旁即时获取清晰 X光影像的能力。 医生无

需等待患者转运至固定检查室，即可根据影

像结果迅速调整治疗方案，这种无缝衔接的

诊疗流程极大地提高了救治效率，为重症患

者争取了更多宝贵的生存机会。 同时，移动

DR的灵活移动性也确保了检查的及时性和

便捷性，为患者和家属带来了更多的安心与

希望。

2、急诊科与传染病病房：在急诊科，时

间就是生命。 移动 DR以其快速响应能力和

高效成像质量，成为了急诊医生不可或缺的

得力助手。 对于外伤骨折等紧急处理，移动

DR都能在最短时间内为医生提供准确的影

像依据，为后续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而在传

染病病房，移动 DR 的远程监控功能更是发

挥了重要作用，它减少了医护人员与患者之

间的直接接触， 有效降低了交叉感染的风

险，为医护人员健康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3、骨科与康复科：骨科与康复科的患者

在康复过程中，往往需要定期进行 X 光检查

以评估治疗效果和骨折愈合情况，但是由于

外固定限制移动。 在此情况下，移动 DR 的

灵活性和高效性极大地满足了这一需求。 它

不仅能够在病房内轻松完成检查，减少了患

者的移动和不便，还能够在不同体位和角度

下进行拍摄， 确保影像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这对于骨科手术后的复查、骨折愈合的监测

以及康复计划的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移动

DR的高质量影像支持也为医生提供了更精

准的诊断依据，有助于制定更加个性化的治

疗方案。

4、大规模体检与院外应急：随着人们健

康意识的提高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频发，大规

模体检和院外应急任务日益增多。 移动式车

载 DR 以其便携性和高效性成为了这些任

务中的重要工具。 它能够迅速搭建起临时检

查站， 为大量人员提供便捷的 X 光检查服

务。 在大型企事业单位的年度体检、社区健

康筛查以及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院外应急

场景中，移动 DR都展现出了其独特优势。

移动 DR 作为放射科的“小精灵”，以

其小巧灵活、即时成像、高效准确、智能便

捷等诸多优点赢得了广大医务工作者和患

者的青睐。 它不仅为医院各科室提供了便

捷的 X 光检查服务，还为危重患者的救治

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提供了有力支持。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移动 DR 将继续发

挥其独特优势， 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贡献更

多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广西百色市人民医院）

重症肺炎患者的康复护理

□

路春燕

重症肺炎，作为一种严重的呼吸道疾病，

往往由细菌、病毒或真菌等病原体感染引起，

伴随着严重的呼吸困难和全身中毒症状。 它

不仅病情进展迅速，而且病死率较高，对患者

的生命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因此，除了及时有

效的治疗外，科学的康复护理同样至关重要。

本文将从几个关键方面，以通俗易懂的语言，

为大家介绍重症肺炎患者的康复护理知识，

帮助患者及家属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

一、认识重症肺炎

首先， 深入了解重症肺炎的严重性至关

重要。 重症肺炎绝非普通的肺部炎症所能比

拟，它如同一场身体的“风暴”，迅速波及全身

多个系统，尤其是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患者

不仅会感受到肺部如同火烧般的疼痛， 伴随

而来的是持续的高热， 仿佛身体在与无形的

敌人进行着激烈的抗争。咳嗽、咳痰频繁且剧

烈，每一次呼吸都像是沉重的负担，而呼吸困

难更是让人窒息般的绝望。更为严重的是，当

病情恶化时， 患者可能会陷入意识模糊甚至

休克的危险境地，生命之火岌岌可危。

二、基础护理与日常生活管理

（一）休息与体位：重症肺炎患者需确保

充足的休息，这是身体恢复的基础。除了避免

任何形式的剧烈运动和过度劳累外， 还应根

据患者的具体状况调整日常活动。在休息时，

推荐采用半卧位， 这种体位不仅有助于减轻

肺部压力，还能促进痰液的顺利排出，从而缓

解呼吸困难的症状。同时，患者应避免长时间

保持头部前屈的姿势， 以防止痰液或呕吐物

堵塞气道，引发窒息风险。

（二）环境管理：一个舒适、卫生的居住环

境对重症肺炎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 保持室

内空气新鲜，定期开窗通风，可以有效减少空

气中的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降低交叉感染

的风险。 同时，将室内温度维持在 20-24 摄

氏度，湿度控制在 55%-60%之间，有助于保

持呼吸道黏膜的湿润， 促进痰液的排出。 此

外，家庭成员和医护人员也应注意个人卫生，

勤洗手，使用消毒湿巾或酒精擦手液，以减少

病原体在环境中的传播。

（三）饮食调养：重症肺炎患者的饮食调

养应遵循易消化、营养均衡的原则。在疾病初

期，患者可能因食欲不佳而摄入不足，此时应

选择易于消化吸收的流质或半流质食物，如

粥、鸡蛋羹等，以补充身体所需的基本能量和

营养。随着病情的好转，患者应逐渐增加食物

的种类和摄入量，适当补充维生素和蛋白质，

如新鲜蔬菜、瘦肉、鱼类等，以提高身体的免

疫力，促进肺部的修复和康复。 在进食时，患

者应细嚼慢咽，避免大口吞咽或匆忙进食，以

防呛咳和误吸的发生。

三、呼吸道护理

（一）保持呼吸道通畅：重症肺炎患者往

往存在呼吸困难和痰液黏稠的问题。因此，保

持呼吸道通畅是护理的关键。 鼓励患者多咳

嗽、咳痰，及时清除气道分泌物。 对于痰液黏

稠、难以咳出的患者，可采用雾化吸入、祛痰

药物等方法进行治疗。对于严重呼吸困难、意

识不清的患者， 应及时行气管插管或气管切

开，确保呼吸道通畅。

（二）精细调节通气参数：对于依赖呼吸

机辅助通气的重症肺炎患者而言， 通气参数

的精细调节直接关系到患者的治疗效果和舒

适度。 医护人员需根据患者的年龄、体重、病

情严重程度以及血气分析结果等多方面因

素，综合评估并设定合适的通气参数。这包括

潮气量、呼吸频率、吸呼比等关键指标，它们

共同决定了呼吸机向患者肺部输送的气体量

和频率。在调节过程中，医护人员需密切关注

患者的反应和监测数据的变化， 及时做出调

整。同时，定期监测动脉血气分析也是必不可

少的步骤， 它能帮助我们准确了解患者的氧

合和通气状态， 为呼吸支持的调整提供科学

依据。

四、病情监测与并发症预防

（一）严密监测病情：重症肺炎患者的病

情变化迅速，需要密切监测其生命体征，包括

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等。 同时，注意观察患

者的意识状态、皮肤黏膜颜色等，一旦发现异

常情况， 应立即报告医生并采取相应的处理

措施。

（二）并发症预防：重症肺炎患者容易出

现各种并发症，如肺栓塞、心肌炎等。因此，护

理人员应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 及时发

现并发症的征兆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例

如，定期更换导管以减少感染风险，使用抗凝

药物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等。

重症肺炎患者的康复护理是一个综合

性、复杂性的过程，需要医护人员、患者及家

属的共同努力和配合。通过加强基础护理、呼

吸道护理、病情监测与并发症预防等措施，可

以有效降低病死率、促进患者康复。希望本文

能为广大患者及家属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

导，共同战胜重症肺炎这一挑战。

（作者单位：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ICU）的基本常识

□ 何桂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