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心情如同天气一

般多变，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阴云密布。 然

而，当这种心情的波动超出正常范围，影响

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时，便可能涉

及情感障碍这一医学领域。

本文将带您走进情感障碍的奇妙世

界。 从科学角度解析这一复杂而重要的医

学议题。

一、情感障碍的定义与分类

情感障碍，是一类以显著而持久的情感

或心境改变为主要特征的精神疾病。 它包括

但不限于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以

及季节性情感障碍（

SAD

）等。 这些疾病不仅

影响患者的情绪状态， 还可能对其认知功

能、行为模式及生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

二、季节性情感障碍（

SAD

）的奥秘

季节性情感障碍是一种在特定季节反复

发作的抑郁性情感障碍，尤以冬季高发。其主

要原因与光照减少有关。在冬季，随着日照时

间的缩短，人体内的褪黑素分泌增加，而血清

素水平下降，导致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疲劳

无力等症状。居住在高纬度地区的人群，由于

长时间缺乏阳光照射，更易罹患此病。

三、双相情感障碍的双面人生

双相情感障碍，又称躁郁症，是一种既有

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心境障碍。 患者在

躁狂期表现为情感高涨、精力充沛、言语活动

增多；而在抑郁期则情绪低落、兴趣丧失、言

语活动减少。 这种情绪的极端波动不仅让患

者难以预测自己的状态，也给其社交、工作和

学习带来巨大挑战。

四、情感障碍的“天气预报”

情感障碍的发作往往与多种因素相关，

包括遗传、环境、季节变化等。 如同天气预报

预测天气变化一样，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患者

的情绪变化、生理反应及行为模式，来预测其

情感障碍的发作风险。

五、应对情感障碍的策略

1.

光照疗法： 对于季节性情感障碍患

者，增加光照时间可以有效缓解症状。 在冬

季， 可以使用特殊的光照设备来模拟日光

照射。

2.

心理治疗：认知行为疗法等心理治疗

方法可以帮助患者调整思维模式， 减少负面

情绪的影响。

3.

药物治疗：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医生可

能会开具抗抑郁药、 心境稳定剂等药物来控制

症状。

4.

生活方式调整： 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量的运动， 有助于缓解情

感障碍的症状。

结语

情感障碍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医学领域，

它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质量。通过科学的认知、

合理的治疗及积极的生活方式调整， 我们可以

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 正如我们无法完全掌控

天气一样， 我们也不能完全避免情感障碍的发

作，但我们可以学会如何与它共处，如何在风雨

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阳光。

（作者单位： 河北省第三荣军优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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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成武

手术室护理是医疗过程中极为关键的

一环，它不仅关乎手术的成功率，更直接影

响到患者的生命健康。

从术前准备到术后护理，每一步都需要

医护人员之间紧密配合，以确保手术的顺利

进行和患者的快速康复。 以下是从术前到术

后全程护理的详细解析。

一、术前准备

1.�

患者评估与宣教

手术室护士会提前与病房护士联系，

了解患者的一般情况、 手术部位及术前特

殊要求。

医护人员会与患者进行充分沟通，解释

手术的目的、流程、可能的风险及预期的后

果，并获得患者或其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评估患者的身体状况，包括测量生命体

征、询问病史、过敏史等，确保手术安全。

2.�

术前指导

术前指导患者禁食、禁水，通常术前

12

小时禁食，

4-6

小时禁水， 防止麻醉或手术

过程中呕吐物误吸入气管。 指导患者术前取

下所有贵重物品、活动性人工弥补物，如假

牙、义肢等，并告知术中使用电刀时需注意

的事项。 保持手术部位皮肤清洁，术前酌情

沐浴更衣。

3.�

手术室准备

术前半小时，手术室护士准备好手术间，

包括手术床、手术灯、手术器械、敷料、药品

等，并进行清洁、消毒、灭菌工作。检查手术室

的仪器设备，确保其处于备用状态。

二、术中配合

1.�

患者核对与安置

患者进入手术室后， 医护人员会核对患

者的身份信息、手术部位、手术内容等，确保

手术的正确性。协助患者平躺在手术床上，并

调整至合适的手术体位。

2.�

器械与药品准备

手术室护士负责检查手术所需的器械、

设备、药品等，确保其完整性和准备情况。 核

对手术所需药品的名称、剂量和有效期，确保

药品的准确性和齐备性。

3.�

术中监护

在手术中， 医护人员会密切监测患者的

生命体征，如心率、血压、呼吸等，及时发现并

处理异常情况。配合医生进行手术，递送手术

器械、敷料等物品，确保手术的顺利进行。

4.�

保暖与皮肤护理

手术过程中， 医护人员需采取措施预防

低体温的发生，如加盖保温毯、使用温暖的输

液液体等。巡回护士会关注患者的皮肤状况，

避免长时间受压导致压力性损伤。

三、术后护理

1.�

患者苏醒与转运

手术结束后，患者逐渐苏醒，医护人员会

观察患者的意识状态、生命体征等，确保患者安

全。 患者苏醒后，手术室护士与病房护士交接，

将患者安全转运至病房或重症监护室。

2.�

伤口观察与护理

手术室护士会检查患者的手术伤口， 观察

伤口敷料是否干燥、清洁，有无渗血、感染等情

况。 对伤口进行清洁、换药和观察，以预防感染

并促进愈合。

3.�

康复指导

护士向患者和家属提供术后康复指导，包

括饮食、活动、药物使用等方面的建议，以促进

患者尽快康复。

手术室护理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工作，它

需要医护人员之间高度的配合与协作。

通过从术前到术后的全程护理， 可以确保

手术的顺利进行和患者的安全康复， 为患者的

健康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 四川省罗江区人民医院）

手术室从术前到术后的全程护理

□

范宇晖

儿科呼吸系统健康是儿童整体健康的重

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考虑到儿童呼吸系统尚

处于生长发育阶段， 其结构相对成人更为脆

弱。 因此，家长和监护人应从日常细节入手，

采取有效措施， 为孩子的呼吸系统健康保驾

护航。

以下是一些关键的保健措施：

1.�

合理饮食，增强免疫力

均衡膳食： 确保孩子的饮食中包含足够

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适当增加瘦

肉、鸡蛋、牛奶等高蛋白食物，以及新鲜蔬菜

和水果，以提供必要的营养支持。

清淡饮食： 避免油腻、 辛辣等刺激性食

物，这些食物可能刺激呼吸道黏膜，增加炎症

风险。 建议多食用粥类、蔬菜等易消化食物。

少食多餐：儿童胃容量相对较小，且消化

功能较弱，因此应采用少食多餐的方式，避免

暴饮暴食。

2.�

保持室内环境清洁与通风

定期通风： 每天至少开窗通风半小时以

上，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减少细菌滋生。 室内

湿度应控制在适宜范围内， 一般建议在

25-

27℃

之间。

清洁打扫：定期清洁房间，尤其是地毯、

床单等易滋生细菌的地方。 新装修的房子应

避免过早入住，以免有害气体影响儿童健康。

3.�

预防感染，做好个人防护

佩戴口罩： 在人群密集或空气质量不佳

的场合，应给孩子佩戴口罩，以减少吸入有害

物质的风险。

勤洗手：教育孩子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特

别是在饭前便后、外出归来等关键时刻，使用

肥皂和流动水彻底清洁双手。

避免交叉感染：家庭成员中如有感冒、咳

嗽等症状，应做好隔离措施，避免与孩子密切

接触，防止交叉感染。

4.�

注意保暖，避免受凉

合理增减衣物：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给孩

子增减衣物，避免受凉感冒。冬季尤其要注意

保暖，同时也要注意手部卫生和及时消毒。

适当锻炼： 鼓励孩子进行适当的户外活

动，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 但需注意运动量

和强度，避免过度劳累。

5.�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呼吸习惯：教育孩子尽量使用鼻子呼吸，

避免用嘴巴呼吸。 因为鼻子具有过滤和加温

空气的功能， 可以有效减少空气中的灰尘和

细菌直接进入呼吸道。

戒烟环境： 确保孩子生活在无烟环境中，

避免二手烟的危害。 香烟中的有害物质会严重

刺激呼吸道，增加患病风险。

定期体检：定期带孩子进行体检，及时发

现并处理潜在的呼吸系统问题。

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异常症状，应及时

就医并遵医嘱治疗。

综上所述，儿科呼吸系统保健需要从日常

细节做起，通过合理饮食、保持室内环境清洁

与通风、预防感染、注意保暖以及养成良好生

活习惯等措施，为孩子的呼吸系统健康打下坚

实的基础。

家长和监护人应时刻关注孩子的身体状

况，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确保孩

子健康成长。

（作者单位：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新生儿黄疸的日常护理要点有哪些

□

钱雪娇

儿科呼吸系统的保健习惯

□

高娇娇

新生儿黄疸是新生儿期常见的一种现

象， 主要由于胆红素代谢异常导致血中胆红

素水平升高，进而出现皮肤、黏膜及巩膜黄染

的症状。 黄疸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生

理性黄疸多为暂时性，无需特殊治疗；而病理

性黄疸则需及时干预和治疗。 以下是关于新

生儿黄疸日常护理的几个重要要点。

1.�

密切观察黄疸变化

家长应每天在自然光线下观察新生儿的

皮肤黄染程度，从颜面部开始，逐渐观察至躯

干、四肢和手足心。

注意黄染的范围是否扩大，颜色是否加

深。同时，观察新生儿的精神状态、吃奶情况、

体温以及大小便的颜色。 如果发现新生儿出

现精神萎靡、嗜睡、拒奶、体温不稳定或大便

颜色发白等异常情况，可能是黄疸加重或病

理性黄疸的表现，应及时就医。

2.�

保证充足喂养

频繁喂奶可以促进新生儿肠道蠕动，加

速胎便排出，因为胎便中含有大量胆红素，如

果胎便排出延迟， 胆红素会被重新吸收进入

血液， 从而加重黄疸。 对于母乳喂养的新生

儿，应按需哺乳；配方奶喂养的则应按奶粉说

明按时喂养，确保新生儿摄入足够的奶量，以

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 有助于胆红素的代谢

和排泄。

3.�

适当晒太阳

在阳光不是很强烈的时候，如上午

9-10

点或下午

4-5

点， 可以让新生儿适当晒太

阳。 晒太阳有助于将皮肤中的胆红素转变为

水溶性异构体， 从而易于排出体外。 晒太阳

时，应注意保护新生儿的眼睛和会阴部，避免

直射光线。每次晒太阳的时间不宜过长，每次

15-20

分钟即可，每天可进行

1-2

次。

4.�

遵医嘱用药

如果新生儿黄疸较严重， 医生可能会给

予药物治疗，如口服益生菌等。益生菌有助于

调节肠道菌群， 促进肠道内胆红素的转化和

排泄。 家长应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给新生儿

用药， 注意药物的剂量、 用药时间和保存方

法， 避免自行给新生儿使用退黄药物或其他

未经医生许可的方法。

5.�

做好皮肤护理

保持新生儿皮肤清洁， 每天用温水给新

生儿洗澡， 但要避免使用刺激性的肥皂或沐

浴露。洗澡后用柔软的毛巾轻轻擦干皮肤，避

免皮肤破损，因为皮肤破损可能会引起感染，

从而加重黄疸。 给新生儿穿柔软、 宽松的衣

物，避免衣物摩擦皮肤。

6.�

定期检查

定期带新生儿去医院检查，确保胆红素水

平在安全范围内。 医生会根据新生儿的实际情

况制定个性化的检查和治疗方案，及时发现并

处理可能的病理性黄疸。

结语

新生儿黄疸虽然常见，但家长也不必过分

担忧。 通过密切观察黄疸变化、保证充足喂养、

适当晒太阳、遵医嘱用药、做好皮肤护理以及定

期检查等日常护理措施，可以有效减轻黄疸症

状，促进新生儿健康。 同时，家长应密切关注新

生儿的身体状况，如有异常应及时就医，以免延

误病情。

（作者单位：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妇幼保

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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