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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家长们，当我们谈及“小儿哮喘”

时，心中或许会涌起一丝忧虑。 但请相信，哮

喘并非无法应对的难题。通过今天的分享，我

们将以更加贴近生活的语言， 探讨如何以科

学的态度和方法，有效管理小儿哮喘，让爱与

关怀成为孩子最坚实的后盾。

一、正确认识小儿哮喘：它并非洪水猛兽

首先， 我们要明确一个至关重要的观

念：小儿哮喘并非如家长们所担忧的那样，

是不可战胜的洪水猛兽。 它更像是一位偶

尔造访家中的“小客人”，虽然它的到来可

能会给家庭生活带来一些不便和挑战，但

只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去认识和接纳它，

学习并掌握正确的应对策略， 就能与这位

“小客人”和谐共处，甚至让它变得不再那

么令人畏惧。哮喘，作为一种慢性呼吸道疾

病，其主要症状包括喘息、咳嗽、胸闷和呼

吸困难， 这些症状可能会在孩子夜间或清

晨时加剧，影响孩子的睡眠和日常活动。但

请记住，每个孩子的病情都是独特的，关键

在于我们要保持耐心， 细心观察孩子的症

状变化，并与医生紧密合作，共同制定最适

合孩子的治疗方案。

二、探寻哮喘的诱因：了解它的“喜好”

在管理哮喘的征途中，了解并识别哮喘

的诱发因素，即它的“喜好”，是至关重要的一

步。 这些诱因就像是为哮喘这位“小客人”打

开大门的钥匙，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发现并避

开它们，就能大大降低哮喘发作的风险。 常

见的哮喘诱因包括但不限于过敏原（如尘螨、

花粉、宠物皮屑等）、呼吸道感染、冷空气刺

激、烟雾及刺激性气体、剧烈运动以及情绪波

动等。 家长们在日常生活中要特别注意观察

孩子对哪些因素敏感，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

避免或减少这些因素的暴露。 例如，定期清

洁家居环境，减少尘螨滋生；避免让孩子接触

宠物或花卉等可能引发过敏的物质；在寒冷

天气外出时为孩子做好保暖措施；避免让孩

子长时间处于烟雾或刺激性气体环境中；合

理安排孩子的运动时间和强度；以及关注孩

子的情绪变化，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支持。

三、制定日常护理计划：构建防护网

为了给孩子打造一个远离哮喘侵扰的温

馨港湾，制定并执行一个全面而细致的日常

护理计划至关重要。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清洁

与通风，更是对孩子生活每一个细节的精心

呵护。除了确保家居环境的清洁与通风，减少

尘螨、花粉等过敏原的接触外，我们还需关注

孩子的饮食健康，倡导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以增强身体免疫力。

同时， 鼓励孩子参与适量且适合自身状况的

运动，不仅能增强体质，还能在运动中学会如

何调整呼吸，为应对哮喘发作打下良好基础。

但切记，运动前后的热身与放松同样重要，以

免因突然剧烈运动而诱发哮喘。此外，孩子的

情绪状态也是日常护理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情绪波动可能加剧哮喘症状，因此，家长应给

予孩子足够的关爱与支持， 帮助他们建立积

极的心态，学会情绪管理。 同时，定期复诊并

与医生保持密切联系， 及时反馈孩子的病情

变化，以便医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治疗方案，

确保孩子哮喘得到持续有效的控制。

四、应对哮喘发作：紧急措施不可少

尽管我们努力预防哮喘的发作， 但有时

候它还是会不期而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

要保持冷静并采取紧急措施。首先，立即使用

医生开具的快速缓解药物以缓解症状；其次，

让孩子保持坐位或半卧位以有利于呼吸；同

时观察孩子的症状变化， 如有必要及时拨打

急救电话。此外，记录每次发作的情况也是非

常重要的， 它有助于医生更好地了解孩子的

病情并调整治疗方案。

五、心理关怀：给予孩子更多的爱与鼓励

在哮喘的旅程中， 孩子的心理健康同样

不容忽视。 我们需要用爱与鼓励为他们构筑

一个心灵的避风港。 首先，要让孩子明白，哮

喘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挑战， 它并不定义他

们的全部。通过积极的态度和科学的管理，每

个人都能与它和平共处。我们应以身作则，展

现出对哮喘的乐观态度， 让孩子感受到战胜

它的信心和勇气。 同时，鼓励孩子走出家门，

参与丰富多彩的社交活动， 与同龄人建立深

厚的友谊。这不仅能帮助他们拓宽视野，还能

在互动中培养自信心和社交技巧， 让他们更

加自信地面对生活的每一个挑战。

总之，面对小儿哮喘我们无需过于惊慌。

通过正确的认识、科学的预防、及时的应对以

及心理的支持与关怀我们可以有效地管理哮

喘并降低其对孩子生活的影响。 让我们携手

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健康、 快乐的成

长环境吧！

（作者单位：广西钦州市妇幼保健院）

科学护理糖尿病的方法

□

何桂香

糖尿病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 其管

理不仅需要医生的指导，更离不开患者及其

家属的科学护理。 有效的护理不仅能有效控

制血糖水平，还能预防并发症，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

一、饮食管理：合理搭配，控制总量

（一）计算总热量，合理分配：糖尿病患

者应根据自身情况（如年龄、性别、体重、活

动量等）计算每日所需的总热量，并合理分

配到三餐及加餐中。 一般来说，饮食应以高

碳水化合物、低脂肪、适量蛋白质和高纤维

的膳食为主。

（二）控制糖分摄入：糖尿病患者应严格

限制甜食的摄入，如糖果、糕点、含糖饮料

等。 即使是水果，也应选择含糖量较低的种

类，如猕猴桃、火龙果等，并控制食用量。 同

时， 烹饪时应尽量避免使用糖和含糖调味

料，如糖精、蜂蜜等。

（三）均衡营养，合理搭配：在控制总热

量的基础上，糖尿病患者应注重营养的均衡

摄入。 建议多摄入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如

瘦肉、豆制品、鱼类等；同时，多吃蔬菜，特别

是深绿色蔬菜，以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 此

外，适量摄入坚果、种子类食物也有助于提

供健康脂肪和微量元素。

（四）定时定量，避免暴饮暴食：糖尿病

患者应养成定时定量进餐的习惯，避免暴饮

暴食。 定时进餐有助于稳定血糖水平，而暴

饮暴食则容易导致血糖急剧升高，不利于病

情控制。 同时，建议患者少食多餐，即每日进

食次数可适当增加， 但每次进食量应减少，

以减轻胃肠负担，提高营养吸收效率。

二、运动护理：适量运动，促进代谢

（一）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一般来说，

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较

为适合。 这些运动能够增强心肺功能，促进

全身血液循环，有助于降低血糖水平。 需要

注意的是，患者应避免进行剧烈运动或高强

度运动，以免引发低血糖或其他不良反应。

（二）合理安排运动时间：糖尿病患者最

好在餐后一小时进行运动，此时血糖水平相

对较高，运动有助于促进糖代谢，降低血糖。

同时， 空腹运动可能导致低血糖的发

生，因此应避免在餐前或长时间未进食的情

况下进行运动。

（三）注意运动强度与持续时间：运动强

度与持续时间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

调整。 一般来说，每次运动时间以 15-30 分

钟为宜，每周至少进行 5 次运动。 运动强度

以患者能够耐受、不感到过度疲劳为宜。 在

运动过程中，患者应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

况，如有不适应立即停止运动并寻求帮助。

三、血糖监测与药物管理：定期监测，科

学用药

（一）定期监测血糖：糖尿病患者应定期

监测血糖水平以评估病情和控制效果。 一般

来说，空腹血糖和餐后两小时血糖是常用的

监测指标。 患者可以在家中使用便携式血糖

仪进行自我监测，并将监测结果记录下来供

医生参考。 同时，患者还应定期到医院进行

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的检测以评估长期血

糖控制情况。

（二）科学用药：口服降糖药物和胰岛素

是常用的降糖药物。 患者应按时按量服药或

注射胰岛素，并注意观察药物疗效及不良反

应。 如有异常应及时就医调整用药方案。 需

要注意的是，患者应避免随意增减药物剂量

或更换药物种类以免导致血糖波动或不良

反应的发生。

（三）了解药物知识：糖尿病患者应了解

自己所服药物的相关知识包括药物的作用

机制、用法用量、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等，从

而更好地配合治疗并提高治疗效果。 同时患

者还应了解胰岛素的保存和使用方法以确

保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四、心理支持与并发症预防：关注心理，

积极预防

（一）关注患者心理状态：家属和医护人

员应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时发现并处理

其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 通过心理疏导和

支持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生

活质量。 同时家属和医护人员还应鼓励患者

积极参与社交活动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减

轻心理负担。

（二）预防感染：糖尿病患者由于机体免

疫力下降容易发生感染。 因此预防感染是糖

尿病护理的重要任务之一。 患者应注意个人

卫生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避免外伤和感染源

接触。 同时患者还应定期进行体检监测血糖

水平科学管理和积极预防以降低感染风险。

（三）足部护理：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者

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因此足部护理也是糖尿

病护理的重要方面。 患者应每天检查足部皮

肤观察有无破损、感染等情况并穿宽松舒适

的鞋袜避免过紧或摩擦。 同时患者还应注意

保持足部清洁干燥避免长时间站立和行走

以减少足部病变的发生风险。

科学护理糖尿病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

具体情况从饮食管理、运动护理、血糖监测

与药物管理、心理支持与并发症预防等多个

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护理。 通过科学有效的护

理措施患者可以有效控制血糖水平预防并

发症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

麻醉的基本认识和科学选择

□

贺全燕

当我们得知孩子需要接受手术时， 作为

家长的我们，心中总是充满了担忧与不安。手

术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而麻醉作为手术

中的重要环节，更是让许多家长心存疑虑。今

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孩子手术中的麻醉问题，

帮助大家更科学地认识麻醉， 为孩子选择最

合适的麻醉方式。

一、麻醉的基本认识

麻醉，作为现代医学不可或缺的一环，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它不仅是手术顺利进

行的基石， 更是患者安全与舒适的重要保

障。在深入了解麻醉时，我们不得不提及其

精细化的分类与应用。局麻以其精准、快捷

的特点， 在小型手术及疼痛管理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既保证了手术区域的充分麻醉，

又避免了全身麻醉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使

患者能够在清醒状态下完成治疗。而全麻，

则以其全面、深入的麻醉效果，为复杂、高

风险的大型手术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确保

患者在手术全程中处于无意识状态， 彻底

消除恐惧与疼痛，为医生创造了一个稳定、

无干扰的手术环境。

二、麻醉的副作用与安全性

1、麻醉的副作用：麻醉，作为手术中的关

键环节， 其副作用自然成为家长们关注的焦

点。 诚然，任何药物都伴随着一定的副作用，

麻醉药物也不例外。然而，这些副作用在医学

的严密监控下通常是可控的， 并且大多数孩

子在麻醉后能够迅速恢复。 常见的麻醉后副

作用包括恶心与呕吐， 这是手术后的常见反

应， 医生通常会提前准备止吐药物以减轻症

状。此外，麻醉还可能使孩子在术后一段时间

内感到嗜睡与疲劳， 这是药物作用的正常表

现，家长无需过度紧张。 在全麻过程中，孩子

的呼吸和循环系统可能会受到轻微影响，但

专业的麻醉师会全程密切监测， 确保孩子的

生命体征平稳。 至于家长们关心的长期认知

影响问题， 虽然现有研究提出了全麻对儿童

大脑发育的潜在影响， 但这些结论尚需进一

步科学验证， 且单次短暂的麻醉似乎并不会

对儿童造成显著影响。

2、麻醉的安全性：在现代医疗体系中，麻

醉的安全性是手术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 随

着科技的进步，麻醉技术不断革新，其安全性

边界被持续拓宽。 麻醉师作为这一领域的专

家， 其专业素养与经验积累成为保障麻醉安

全的重要基石。 他们不仅精通各类麻醉药物

与技术的运用， 更擅长于根据患儿的具体情

况，量身定制麻醉方案，力求在最小副作用下

实现最佳麻醉效果。同时，先进的监测设备与

系统的引入， 更是为麻醉过程中的生命体征

监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准度与实时性，确

保任何细微的生理波动都能被迅速捕捉并妥

善处理，从而进一步巩固了麻醉的安全性。

三、全麻与局麻的选择

1、手术范围：当手术范围局限于身体某

一小区域， 如浅表肿物切除、 简单骨折复位

等， 且该手术操作对孩子造成的心理压力不

大时，局麻成为了优选方案。局麻能够精准地

作用于手术区域， 减少不必要的全身药物暴

露，从而减轻潜在的副作用，如恶心、呕吐等。

此外， 局麻还能让孩子在手术过程中保持清

醒，有助于术后快速恢复意识，减少因长时间

麻醉而可能引发的不适感。

2、孩子的心理状态：针对年幼或心理承

受能力较弱的儿童， 全麻的应用显得尤为重

要。 这些孩子往往难以应对手术带来的恐惧

和紧张情绪， 甚至可能在手术过程中因情绪

波动而影响手术的顺利进行。 全麻通过让孩

子在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下接受手术， 有效消

除了他们的恐惧和焦虑， 保障了手术的平稳

进行。此外，全麻还能减少因孩子挣扎或抵抗

而造成的手术风险， 如误伤周围组织或手术

器械脱落等。

3、手术难度：面对复杂的大型手术，如心

脏手术、神经外科手术等，全麻成为了不可或

缺的选择。 这些手术往往需要高精度的操作

和长时间的手术时间， 对手术环境和患者的

配合度有着极高的要求。 全麻能够确保孩子

在手术过程中保持完全放松和静止状态，为

医生提供一个稳定、 清晰的手术视野和操作

环境。同时，全麻还能通过调节麻醉深度来抑

制患者的应激反应， 减少手术过程中的出血

和并发症风险。

综上所述， 麻醉在孩子手术中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 虽然它存在一定的副作用和

风险，但在现代医学技术的保障下，这些风险

都是可控的。对于全麻和局麻的选择，家长应

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和手术需求来做出决

定。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家长，我们要相信

医生和麻醉师的专业能力， 积极配合他们的

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孩子创造一个更

加安全、舒适的手术环境，让他们早日康复、

健康成长。

（作者单位：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柳

州医院）

小儿哮喘的有效管理和科学护理方法

□郭华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