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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理是医院中最为紧急和关键的

医疗环节之一，面对生死时速的挑战，急诊

护理人员在争分夺秒中挽救生命。 以下是关

于急诊护理的一些关键措施，旨在通过医学

科普的方式，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这一重要

领域。

1.�

快速响应与准确判断

急诊护理的首要任务是快速响应和准确

判断。当患者被送入急诊科，医护人员必须立

即进行问诊和查体，判断病情严重程度。通过

连接监护设备、 建立静脉通道和准备急救药

品，为接下来的救治争取宝贵时间。

2.�

心肺复苏与气道管理

心脏骤停是急诊中常见的紧急情况，心

肺复苏（

CPR

）是挽救生命的重要手段。 在确

认周围环境安全后，迅速拨打急救电话，并开

始进行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 正确的按压深

度和频率，以及有效的人工呼吸，是心肺复苏

成功的关键。 同时，气道管理也非常重要，确

保气道通畅， 必要时使用气管插管或呼吸机

辅助呼吸。

3.�

创伤处理与止血

外伤出血是急诊常见的另一类紧急情

况。对于小伤口出血，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毛

巾按压止血。 对于严重的出血，如动脉出血，

应立即使用止血带止血，并扎在伤口近心端。

同时，迅速评估患者的整体状况，给予必要的

输液和输血治疗，以防止休克发生。

4.�

中风与急性心血管事件

中风和急性心血管事件如心肌梗死，是

急诊中常见的致命疾病。对于中风患者，应立

即拨打急救电话，让患者平卧，头偏向一侧，

防止呕吐物误吸。对于心肌梗死患者，早期使

用抗血小板药物和溶栓治疗， 以及尽快进行

介入手术，是挽救生命的关键。

5.�

疼痛管理与心理支持

疼痛管理在急诊护理中同样重要。 疼痛

不仅影响患者的舒适度， 还可能引起生命危

险。 急诊护理人员需要使用适当的药物和非

药物方法，如阿片类药物和心理疗法，及时缓

解患者的疼痛。同时，心理支持也是急诊护理

的重要一环。面对生死威胁，患者和家属常常

处于极度焦虑和恐惧中， 护理人员需要给予安

慰和鼓励，帮助他们建立信心。

6.�

持续监测与评估

急诊护理过程中， 持续监测和评估患者的

生命体征和病情变化至关重要。通过心电图、血

压、血氧饱和度等监测设备，及时发现异常并采

取措施。 同时，对患者的整体状况进行评估，制

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急诊护理是挽救生命的重要一环， 它要求

护理人员具备快速响应、准确判断、专业技能和

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的能力。 通过不断学习和实

践， 急诊护理人员能够在生死时速中挽救更多

的生命。

（作者单位：河北省馆陶县人民医院）

急诊护理如何在生死时速中挽救生命

□

武丛丛

外科手术前准备工作的全面指南

□

张利莎

冠心病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给患

者的生活带来了诸多困扰和挑战。 科学的日

常管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心绞痛的发作次数，

还能降低心肌梗死的风险。

心内科护士在冠心病患者的护理工作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们的专业指导和

细致关怀对患者的康复和生活质量至关重

要。 以下是一份由心内科护士提供的冠心病

患者日常护理指南。

1.�

规律用药，定期监测

冠心病患者需通过口服药物进行二级预

防，以控制病情发展。遵医嘱定时定量口服药

物至关重要，家属也应做好监督，同时按要求

进行定期随访，监测心电图等指标，及时发现

并处理异常情况。

2.�

饮食调理

冠心病患者的饮食应低盐、低脂、低糖，

多摄入新鲜蔬果和富含纤维素的食物， 避免

油炸、生冷、辛辣食物，以及高胆固醇食物如

动物内脏、带鱼、鱿鱼、蛋黄、鱼籽类等。 每日

盐分摄入量应控制在

6

克以内。 合理安排餐

次，避免进食过饱，以免诱发心绞痛。

3.�

适量运动

适量的运动有助于冠心病患者保持良好

的体重，对控制糖尿病、血脂异常及高血压都

有好处。 患者可选择舒缓运动，如太极拳、瑜

伽、散步、慢跑等，一周运动

4-5

天，每次

30

分钟左右，最大活动量以不引起心绞痛为度。

运动过程中如有不适，应立即停止运动，并备

好应急药物。

4.�

戒烟限酒

吸烟和大量酗酒是冠心病发生的独立危

险因素。冠心病患者应戒烟限酒，同时保持充

足的睡眠， 避免劳心劳力过度或情绪过于激

动，这些都会诱发冠心病的加重。

5.�

控制基础疾病

多数冠心病患者可能伴有高血压病、糖

尿病、血脂异常及肥胖症等疾病。除了进行冠

心病的二级预防治疗， 还要积极治疗基础疾

病，将各项指标控制在正常范围内，有效降低

冠心病的发生几率。

6.�

保持良好心态

良好的心态对疾病的控制有积极作用。

冠心病患者应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避免过

度焦虑、紧张。当心情不好时，要学会放松，与

家人及朋友多交流，适当参加户外活动，减少

不良情绪对机体的影响。

7.�

预防感染

冠心病患者应尽量避免到人员密集、 封闭

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活动， 预防呼吸道或消化

道感染。 居住环境应保持清洁卫生，勤通风，注

意更换衣服，同时注意保暖。

8.�

定期身体检查

冠心病患者应定期进行身体检查， 监测血

压、血糖、血脂等指标，了解自己的病情。随身携

带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以备急用。

通过科学的日常管理，冠心病患者可以有

效控制病情，提高生活质量。 心内科护士的专

业指导和细致关怀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作为患者， 应积极配合医生和护士的治疗

和护理，树立信心，正确面对疾病，共同努力追

求健康和幸福。

（作者单位：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人民医院）

在现代医学中，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诊

断疾病的手段日益丰富。 其中，色谱质谱技

术凭借其高灵敏度、高分辨率和高准确性，成

为了揭示临床疾病奥秘的重要工具。

本文将为您介绍色谱质谱技术的基本原

理、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以及其揭示疾病机

制的独特优势。

色谱质谱技术是一种将色谱分离与质谱

检测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色谱分离部分主要

负责将混合物中的各个组分进行分离，常见

的色谱技术包括液相色谱（

LC

）和气相色谱

（

GC

）。质谱检测部分则利用电场和磁场对离

子进行分离和检测，以获取分子的质荷比信

息，从而确定其化学结构和分子量。 这种组

合使得色谱质谱技术能够高通量、高精度地

分析复杂生物样本中的多种成分。

在临床诊断中， 色谱质谱技术具有广泛

的应用。 例如，在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中，

该技术能够检测血液中的氨基酸、 酰基肉碱

等代谢物， 为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治疗提供重

要依据。对于维生素

D

、激素等微量营养素的

检测，色谱质谱技术同样表现出色，其高灵敏

度使得即使在低浓度下也能准确测定， 为评

估患者营养状况和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

了有力支持。

此外， 色谱质谱技术在药物浓度监测和

药物代谢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许多药物

在体内的浓度范围很窄， 过高或过低都可能

产生不良反应。 色谱质谱技术能够准确测定

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帮助医生调整用药剂量，

确保患者获得最佳治疗效果。同时，该技术还

能监测药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 为新药研发

和药物优化提供重要信息。

除了直接用于临床诊断， 色谱质谱技术

还在揭示疾病机制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 通

过检测生物样本中的代谢物、 蛋白质等生物

标志物，该技术能够揭示疾病发生、发展过程

中分子水平的变化。 例如，在癌症研究中，色

谱质谱技术能够发现癌细胞与正常细胞之间

代谢产物的差异， 为癌症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提供新的思路。此外，该技术还能用于研究药

物与生物大分子的相互作用， 为药物靶点的

发现和药物筛选提供重要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 色谱质谱技术的发展离

不开与其他技术的融合与创新。例如，高效液

相色谱

-

串联质谱（

LC-MS/MS

）技术的出现，使

得对小分子化合物、 蛋白质和多肽等生物标志

物的检测更加高效、准确。 同时，随着人工智能

和机器学习技术的不断进步， 色谱质谱技术的

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为疾

病的精准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更多可能。

综上所述， 色谱质谱技术以其独特的优势

在临床诊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不仅能够帮

助医生准确诊断疾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还

能揭示疾病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为新药研发

和疾病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随着技术的

不断进步和创新， 色谱质谱技术将在未来医学

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为人类的健康事业

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

色谱质谱技术：揭示临床疾病的奥秘

□

杨志聪

冠心病患者日常护理措施

□

张颖

外科手术是治疗多种疾病的重要手段，

但手术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医生的技术和经

验，还离不开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充分准备。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详细介绍外科手术前

的准备工作， 以帮助患者和家属更好地理解

和配合。

一、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是术前准备的重要一环。 手术

本身对患者来说是一种心理压力， 良好的心

态有助于手术中的体征稳定和术后的恢复。

1.

放松心情： 患者应尽量放松心情，避

免过度紧张和焦虑。 家属和医护人员可以通

过沟通和解释，帮助患者理解手术的必要性、

手术过程、可能的风险和术后恢复过程，以减

轻其心理负担。

2.

疼痛管理： 患者常担心术后疼痛，医

护人员应提前告知疼痛管理的措施， 如镇痛

药物的使用，并教会患者如何评估疼痛程度，

以便及时告知医务人员。

二、生理准备

生理准备主要是维护患者的生理状态，

确保其在最佳状态下接受手术。

1.

全面评估：术前，医生会对患者的全

身情况进行评估，包括心、肺、肝、肾、内分

泌、营养、血液系统等，以判断患者是否能耐

受手术。

2.

饮食调整： 术前需进行饮食调整，通

常是术前

6

小时禁食，

2

小时禁饮。 涉及胃肠

道手术的患者，还需遵循医嘱排空肠道。

3.

身体锻炼：对于体质较弱或高龄的患

者，术前适当锻炼有助于增加心肺功能，提高

手术耐受性。 锻炼方式包括散步、爬楼梯、腹

式深呼吸等。

4.

其他准备： 患者术前需修剪指甲，洗

头洗澡，保持皮肤清洁。

女性患者若月经来潮， 应及时告知医护

人员，以便调整手术日期。

三、特殊准备

针对有特殊情况的患者， 如高血压、 糖尿病

等，需进行特殊准备。

1.

高血压：高血压患者术前需控制好血

压，手术当天晨起可服用降压药。

2.

糖尿病：糖尿病患者术前需通过饮食

和降糖药物控制血糖， 手术前一天晚上需停

用降糖药。

3.

抗凝药物：服用阿司匹林、利血平等

抗凝药物的患者，术前一周应停用，以减少手

术出血风险。

四、物品准备

患者术前需准备一些必要的物品， 以便

术后使用。

1.

尿壶、便盆：术后患者可能需要卧床，

这些物品有助于解决排尿和排便问题。

2.

护理垫： 用于保持床单的清洁和

干燥。

3.

腹带： 开腹手术患者需要准备腹带，以

减轻伤口压力，促进愈合。

4.

舒适的衣物： 术后患者需要穿着宽松、

舒适的衣物，以便于伤口护理和恢复。

五、手术日准备

手术当天， 患者需携带相关片子， 佩戴腕

带，取下身上金属物品，如活动性假牙、首饰等。

长发患者可将头发编于两侧耳旁， 以便手术时

躺下更舒适。

患者需在病房等待手术室接送， 进入手术

室后，手术室护士、麻醉医师及手术医生会与其

核对信息。

总之，外科手术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它

关系到手术的顺利进行和术后的恢复。 患者和

家属应充分了解并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指导，

共同为手术的成功创造有利条件。

（作者单位：河北省成安县中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