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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又称中风，是一种常见且严重

的脑血管疾病。 它不仅可能导致偏瘫、失语

等后遗症，还常常引发吞咽障碍。 吞咽障碍

是指患者在吞咽过程中，由于口、咽、喉、食

管的神经功能障碍， 导致咀嚼肌、 舌肌、咽

喉、会厌部肌肉运动发生障碍。 这一问题严

重影响患者的摄食及营养吸收，甚至可能因

食物误吸入气管而导致吸入性肺炎，危及生

命。 以下是对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的识别与

康复护理的详细讲解。

一、吞咽障碍的识别

1.

临床表现：吞咽障碍患者可能出现吞

咽中喉提升减慢或减弱、声音异常（如声音

嘶哑、低弱）、构音障碍、口内唾液积聚、自主

咳嗽减弱或吞咽后咳嗽、吞咽或饮水后的声

音改变等症状。 此外，饮水试验阳性、咽反射

异常、吞咽神经异常、声带麻痹等也是重要的

识别标志。

2.

评估方法：吞咽造影检查是评估吞咽

障碍的金标准， 可以观察患者进食食物的安

全性，减少误吸风险。

同时， 医护人员还会通过患者的临床表

现、病史等信息进行综合评估。

二、康复护理

1.

口腔周围肌肉训练：主要练习口唇闭

锁、下颌开合、舌部运动等，对舌肌、咀嚼肌进

行按摩，练习张口、伸舌舔上下唇等。

这些训练有助于增强口腔周围肌肉的力

量和协调性。

2.

吞咽训练：在专业医生帮助下，患者

可以进行咽部冷刺激与空吞咽训练。 通过寒

冷刺激强化吞咽反射，促进吞咽力度。 同时，

患者可以在充分吸气后憋住， 然后慢慢吞咽

唾液，再呼气、咳嗽，以清除喉头周围残留的

食物。

3.

屏气吞咽训练： 具体方法是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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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咽。 这一训练可

改善进食步骤，进行声门上吞咽，防止误咽的

发生。

4.

调整饮食习惯：养成定时定量、能坐

不躺、 能在餐桌旁则不在床上饮食的良好习

惯。食物应柔软、密度和形状均一、黏度适中、

不易松散、易咀嚼，如香蕉、蛋羹等。逐渐过渡

为糊状食物、软食、普食。

5.

体位调整：进食时采用半卧位，颈部

向前屈，有助于减少误吸风险。

6.

综合治疗：除了上述康复训练外，患者还可

以配合中药、针灸及吞咽障碍的物理治疗。对于

吞咽障碍严重的患者， 必须及时到医院神经康

复专科就诊，评估是否需要保留鼻饲管进食等。

三、结语

脑卒中患者的吞咽障碍是一个复杂且严重

的问题，但通过科学的识别和康复护理，多数患

者的吞咽功能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或减

轻。 因此， 医护人员和家属应高度重视这一问

题，及时采取措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

同时，患者也应积极配合康复训练，保持良

好的心态和饮食习惯， 共同应对吞咽障碍带来

的挑战。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

儿科护理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

术，尤其在安抚宝宝情绪方面，温柔与耐心

是不可或缺的。 宝宝由于生理和心理发育尚

未完全， 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哭闹不止，这

时，家长和医护人员需要掌握一些有效的安

抚技巧，帮助宝宝恢复平静。 以下是几种常

用的安抚宝宝情绪的方法：

1.�

亲近的身体接触

身体接触是安抚宝宝最基本也是最有

效的方法之一。 当宝宝哭闹时，可以将他们

紧紧拥入怀中，用温暖的手轻轻拍打或抚摸

他们的背部。

这种亲密的接触能让宝宝感受到安全

和保护，从而缓解他们的不安情绪。

2.�

轻柔的声音与音乐

轻柔的声音和音乐对宝宝的情绪有显著

的安抚作用。可以轻轻地对宝宝说话，哼唱摇

篮曲， 或者播放一些柔和的白噪声和舒缓的

音乐。这些声音能够模拟子宫内的环境，让宝

宝感到熟悉和安心。

3.�

适当的摇晃与运动

轻轻摇晃宝宝也是一种有效的安抚方

式。研究表明，每分钟

60

次左右、摆幅约

8

厘

米的摇晃频率最能安抚宝宝， 但手动很难达

到这样的频率和幅度， 因此可以在房间里来

回走动，让宝宝感受到轻微的摇晃。

这种运动能够模拟在母亲子宫中的感

觉，让宝宝感到舒适和放松。

4.�

给予吮吸物

宝宝吮吸的行为有助于放松和镇定。 当

宝宝哭闹时，可以给他们提供奶嘴或奶瓶，或

者让他们吮吸自己的手指。

这种吮吸动作能够转移宝宝的注意力，

减轻他们的痛苦和不适。

5.�

创造舒适的环境

宝宝对环境的敏感度很高， 因此创造一

个安静、温暖、光线柔和的环境对安抚他们的

情绪至关重要。

可以使用透气性好的棉质寝具， 避免过

多衣物或被子覆盖导致过热。同时，保持房间

内的空气流通，让宝宝呼吸到新鲜空气。

6.�

规律的作息与睡眠

良好的睡眠对宝宝的情绪稳定至关重

要。家长应帮助宝宝建立规律的作息习惯，如

固定的睡前仪式（洗澡、讲故事等），有助于宝

宝形成生物钟，提高睡眠质量。 此外，避免在睡

前过度刺激宝宝， 如玩激烈的游戏或看刺激的

电视节目。

7.�

耐心与温柔的态度

在安抚宝宝的过程中， 家长和医护人员需

要保持耐心和温柔的态度。宝宝虽小，但他们的

情感需求同样重要。

当宝宝哭闹时，不要急于责备或忽视他们，

而是要用温柔的语言和动作给予回应和安抚。

儿科护理中的温柔艺术不仅体现在技术

上，更体现在对宝宝的关爱和尊重上。通过掌握

这些安抚技巧， 家长和医护人员能够更好地照

顾宝宝，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作者单位：河北省邢台市第九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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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鹿

县医院）

儿科护理如何安抚宝宝的情绪

□

张慧玲

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的识别与康复护理

□

李红超

不孕不育，是指夫妻双方在未采取任何

避孕措施的情况下，性生活正常一年以上未

能成功受孕。 这一状况在现代社会中愈发普

遍，影响着众多家庭的幸福。 本文将从不孕

不育的定义、原因、检查以及治疗等多个方

面，为您揭秘其背后的故事。

一、定义与现状

不孕不育并非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多

种疾病导致的共同临床表现。 据统计，我国

不孕症发病率逐年呈上升趋势，目前大约有

10%

的夫妇面临着不孕症问题。 不孕不育分

为原发性不孕和继发性不孕，前者指从未受

孕，后者指曾经怀孕后又不孕。

二、原因探究

不孕不育的原因复杂多样，涉及男性和

女性双方的多种因素。

1.

女性因素：包括内分泌紊乱导致的排

卵异常、盆腔结构异常、子宫内膜异位症、免

疫疾病及遗传基因问题等。此外，女性年龄的

增长也是重要因素，

35

岁以上的女性受孕率

显著降低。

2.

男性因素： 主要包括精子数量少、形

态异常、活动力低以及输精管阻塞、性功能障

碍等。 近年来，工作压力、环境污染等也导致

男性生育能力逐年下降。

3.

生活方式与环境因素：如吸烟、饮酒、

高剂量咖啡因摄入、过度苗条或肥胖、毒品使

用、长期暴露于高温环境及压力大等，均可能

影响生育力。

三、检查与诊断

针对不孕不育的检查应遵循先简后繁的

原则，从常见原因查起。

1.

女性检查：包括子宫超声检查、输卵

管造影检查、卵巢功能检查等。

2.

男性检查： 主要进行生殖器检查、精

液分析及内分泌检查等。

通过一系列检查， 医生可以初步判断不

孕不育的原因，并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检查。

四、治疗与辅助生殖技术

不孕症的治疗是多层面、多步骤的，根据

病因不同，治疗方案也会有所差异。

1.

药物治疗：如诱导排卵、调节内分泌等。

2.

手术治疗：如腹腔镜手术、输卵管复

通手术等。

3.

辅助生殖技术：包括人工授精、体外

受精（胚胎移植）等。 这些技术为不孕不育夫妇

提供了新的助育方式。

五、心理与社会支持

不孕不育不仅影响身体健康， 还可能给夫

妻带来严重的心理压力。 因此，在治疗过程中，

心理支持和社会支持同样重要。 夫妻双方应保

持良好的心态，积极面对治疗，同时寻求亲朋好

友的支持与理解。

结语

不孕不育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但并

非不可解决。通过科学的检查、合理的治疗以及

心理支持，许多不孕不育夫妇都能成功受孕。面

对这一挑战，我们应保持信心，积极寻求医学帮

助，共同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作者单位：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不孕不育的定义与检查诊断

□

潘书红

骨折，这一常见的外伤，常常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

天”， 意味着骨折后的恢复需要长时间的耐

心和科学的护理。

本文将详细介绍骨折康复的秘籍，帮助

你从“伤筋动骨”逐渐恢复到“生龙活虎”。

一、骨折后的饮食调整

骨折后，很多人会选择多吃钙片、多喝

骨头汤来补充钙质，以促进伤口愈合。 然而，

这种做法并不科学。

骨头汤里更多的是脂肪和油脂，嘌呤含

量也可能较高，喝多了反而容易发胖，甚至

诱发痛风。 同时，补充过多的钙片也可能导

致血钙升高，引发高钙血症。

康复建议：

早期：饮食宜清淡，多吃富含维生素的

蔬菜水果，避免辛辣、刺激的食物。如白萝卜、

红糖、山楂等，有助于活血化瘀。

中期：在淤血未散、骨痂开始形成时，可

以进食一些高蛋白食物，如骨头汤、鸽子汤，

但需注意适量。

后期：宜滋补肝肾、补益气血，多吃鱼、

虾、肉、蛋、奶及新鲜蔬果，适量食用坚果类食

物，如榛子、核桃。

二、保持良好的心态

骨折后，由于生活的不便和疼痛，很多人

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这些情绪会

削弱身体的免疫力和自愈能力。

康复建议：

积极乐观：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相信自

己能够康复。

交流娱乐：多与家人、朋友交流，参加一

些轻松的娱乐活动，缓解心理压力。

三、科学康复训练

科学的康复训练是骨折康复的关键。 早

期活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减少肌肉萎缩和

关节僵硬的发生。

康复建议：

早期活动：在骨折固定牢固的情况下，早

期进行邻近关节的活动。

如上肢骨折可以活动肩部和肘部关节，

下肢骨折可以活动踝关节。

循序渐进：康复训练要循序渐进，从简单

的动作开始，逐渐增加难度和强度。

定期复查：定期到医院进行复查，了解骨

折的愈合情况，医生会根据复查结果调整治

疗方案和康复计划。

四、中医调养与辅助治疗

中医在治疗骨折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智

慧。 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筋骨的健康与

肝肾功能紧密相连。

康复建议：

手法复位：对于没有明显移位的骨折，可以

采用手法复位，然后使用小夹板或石膏固定。

中药调养：早期服用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

中药，中期服用促进骨折愈合的中药，后期服用

滋补肝肾、补益气血的中药。

推拿针灸：通过推拿和针灸刺激穴位，促进

气血运行，缓解肌肉萎缩，加速康复。

总之， 骨折康复是一个既漫长又复杂的过

程，需要患者积极配合治疗，遵循医嘱，动静适

宜，形神共养。 只有这样，才能从“伤筋动骨”逐

渐恢复到“生龙活虎”。

�

（作者单位：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中医院）

骨折康复的辅助治疗秘籍

□

谷璞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