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症患者是指存在生命威胁、器官功能

威胁或需高度医疗干预的患者。 这类患者的

状况往往迅速恶化，如不及时得到科学规范

的紧急救治措施，极有可能致命或留下严重

后遗症。

因此，对重症患者进行紧急救治与早期

康复显得尤为重要。

重症患者的紧急救治

紧急救治是重症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通过迅速、有效的措施稳定患者的生命

体征，为后续治疗创造有利条件。 以下是重

症患者紧急救治的一些关键步骤：

1.�初始评估与管理

医护人员会对重症患者进行全面、迅速

的临床评估，包括生命体征、意识状态和主

要症状的评估。 同时，收集患者的病史和用

药情况，以便制定个性化的救治方案。 重点

评估患者的呼吸、 循环和神经系统功能，确

定急需干预的重点。

2.�呼吸道管理

呼吸道管理是重症患者急救处理中的

关键环节。 医生会评估患者的呼吸道状况，

必要时进行氧气辅助治疗， 甚至气管插管，

以确保呼吸道畅通。

3.�循环支持

评估患者的循环状况，包括心率、血压

和血氧饱和度。 若循环系统存在问题，应立

即进行血管通路建立、 补液及相关药物治

疗，以维持患者血压在理想范围内。

4.�神经系统评估

对于存在严重感染或其他神经系统症

状的患者， 医生会迅速评估其神经功能，并

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5.�实验室检查和抗感染治疗

对于感染患者，医生会尽快采集相关实

验室检查， 并拟定初步经验性抗感染方案。

在实验室报告出来前，根据感染体系和病原

菌可能性进行及时干预。

6.�其他急救措施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医生还会采取其

他急救措施，如心肺复苏、除颤、体外膜肺氧

合等，以挽救患者生命。

重症患者的早期康复

随着重症医学的迅速发展，重症患者的

病死率显著下降，但生存患者的功能状态和

生存质量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此，

重症患者的早期康复显得尤为重要。 早期康

复治疗的意义在于，通过早期介入，可以预

防或减轻患者的功能障碍，提高患者的日常

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

1.�早期康复的适应症

早期康复适用于病情稳定、无明显禁忌

症的重症患者。 在入 ICU�24-48 小时后，医

生会对患者进行系统评估，判断是否适合进

行早期康复。 评估内容包括神志、生命体征、

心肺功能、肌张力、肌力、关节活动度等。

2.�早期康复的内容

早期康复的内容包括体位管理、肺复张

治疗、外周肌力再训练等。 具体项目如下：

体位管理：通过调整患者的体位，改善呼吸

功能，预防并发症。

肺复张治疗：通过呼吸训练、排痰训练

等，帮助患者改善肺功能，减少肺部感染的

风险。

外周肌力再训练： 一旦患者情况允许，

即应尽早开始肌力训练，包括肌肉电刺激治

疗、肌肉按摩等。

关节功能训练： 对患者进行综合评估

后，制定个性化的关节功能训练计划，包括

握拳运动、举臂运动、踝泵运动等。

吞咽言语训练：对于存在吞咽或言语障

碍的患者，进行吞咽和言语训练，帮助他们

恢复功能。

3.�早期康复的益处

促进功能恢复：早期康复可以帮助患者尽

快恢复身体功能，减少疾病带来的不良影响。

预防并发症：通过康复锻炼，可以预防

血栓、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等并发症。

缩短住院时间：早期康复可以缩短患者机

械通气时间和 ICU住院时间，降低医疗费用。

提高生活质量：身体功能的恢复有助于提

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改善生活质量。

4.�早期康复的实施

早期康复的实施需要多学科团队的协

作，包括医生、护士、康复师等。 在实施过程

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个性化康复计划：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

况，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计划，确保康复措施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循序渐进：康复锻炼应从简单的动作开

始，逐渐增加难度和时间，避免患者过度疲

劳和不适。

积极与耐心： 鼓励患者保持积极的心

态，对康复过程有信心。 同时，医护人员也需

要有耐心，坚持进行康复锻炼。

安全第一：在进行康复锻炼时，一定要

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确保正确和安

全。 如果感到不适，请立即停止锻炼并告知

医护人员。

5.�重症患者的康复程序

重症患者的康复程序包括评估、制定计划、

实施计划、再评估等步骤。 具体如下：

评估：入 ICU�24-48小时后，评估患者是否

符合早期康复适应症，进行系统评估。

制定计划：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康复训练的

长短期目标和康复计划， 做好应急预案和备选

康复方案。

实施计划：按照康复计划进行康复锻炼，包

括床上活动、呼吸训练、坐位训练等。

再评估： 一个周期后再次评估患者的康复

进展， 并根据评估结果修改完善进一步计划和

目标。

重症患者家属的参与和支持

在重症患者的紧急救治和早期康复过程

中，家属的参与和支持同样重要。家属的关心和

鼓励可以为患者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帮助他们

更好地应对治疗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同时，家

属还可以提供有关患者的重要信息， 帮助医护

人员更全面地了解患者的病情和需求。

结语

重症患者的紧急救治和早期康复是一个复

杂而系统的过程，需要医疗、护理、康复等多方

面的配合。 通过科学规范的紧急救治和早期康

复治疗，可以最大限度地挽救患者生命，减少并

发症，提高生活质量，帮助患者早日回归家庭和

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患者的积极参与以及家属

和医疗团队的密切合作至关重要。

医护人员要用科学的态度， 去对待每一个

患者， 去实施每一次救治和康复措施。 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让每一位重症患者，都能够享受到

康复的希望和生命的尊严。

（作者单位：河北省廊坊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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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卫常识

急诊科如何高效利用辅助检查

□孙雪晶

急诊科，作为医院最紧张、最忙碌的部

门之一，每天都在上演着与时间赛跑的“生

死时速”。 在这里，医护人员不仅要有高超的

医疗技术，更要有迅速的判断力和冷静的心

态，才能在生死一线间挽救患者的生命。

以下是急诊科如何与时间赛跑的具体

措施：

1.�快速评估与分流

急诊医生在接诊患者时，首要任务是迅

速进行初步评估，了解患者的病史、症状和

体征。 通过询问病史、观察患者的外貌和体

征，医生会在几分钟内做出初步判断，并将

患者分为重症、 次重症和轻症等不同等级，

优先处理重症患者。

这种快速评估与分流机制确保了每一

位患者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适当的

救治。

2.�团队协作与沟通

急诊科的抢救工作往往需要多个团队

的紧密协作，包括急诊医生、护士、检验师、

放射科医生等。 医生需要迅速与其他团队成

员沟通，协调各种资源，确保患者能够得到

及时、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例如， 在一名患者突发心脏骤停时，急

诊医生需立即与护士、心电图技师和 ICU 团

队沟通，启动心肺复苏程序，并快速进行心

电图检查，为后续的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3.�熟练掌握急救技能

急诊医生必须熟练掌握各种急救技能，

如心肺复苏、气管插管、止血包扎等。 这些技

能在关键时刻能够挽救患者的生命，为后续

的治疗争取时间。 例如，急性会厌炎患者突

发呼吸困难时，医生需要迅速进行气管切开

术，以缓解患者的呼吸困难。

4.�高效利用辅助检查

在急诊科，时间就是生命。 急诊医生会

根据患者的病情需要，迅速安排必要的辅助

检查，如心电图、B超、CT等。 这些检查能够

帮助医生更准确地了解患者的病情，为制定

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例如，一名高空坠落的患者被送入急诊

科后，医生需立即安排全身 CT 检查，以了解

患者是否存在骨折、内脏损伤等严重问题。

5.�持续关注与调整

急诊患者的病情往往不稳定，需要医生

持续关注并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急诊医生会定

期巡查病房，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与家属沟通

治疗进展， 确保患者能够得到持续、 有效的救

治。 例如，一名重症肺炎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医

生需密切关注其生命体征和血气分析结果，随

时调整治疗方案，以确保患者的病情稳定。

急诊科医护人员的工作不仅是对技术的考

验，更是对心理素质的考验。他们每天都在与时

间赛跑，为每一个生命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

尊重并感激这些白衣战士的付出和努力，

是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态度。同时，我们也应该

关注自己的健康，积极预防疾病的发生，以减轻

急诊科的工作压力， 让他们能够更专注于救治

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患者。

（作者单位：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康力医院）

重症患者的紧急救治与早期康复浅析

□董惠

超声波，这一超过人类耳朵接受频率的

声波，在医学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不

仅像一个小侦探，能够深入人体内部，揭开

疾病的秘密，而且因其无创、无痛的特点，被

广泛应用于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 本文

将详细探讨超声波技术在医学中的应用，并

分条解析其特点和优势。

一、超声波技术的基本原理

超声波是指频率高于 20千赫兹的声波，

这些声波在人体组织中的传播速度、衰减特

性以及反射、散射等特性，为医学诊断提供

了重要依据。 超声波成像技术通过向人体发

射超声波， 并接收反射回来的声波信号，经

过计算机处理后形成图像，从而帮助医生观

察人体内部结构和病变情况。

二、超声波技术的医学应用

1.�妇科检查中的阴道超声

阴道超声是妇科体检中的重要一环。 通

过将一个细长的探头轻轻放入阴道内，利用

超声波技术为子宫、卵巢等盆腔器官拍摄高

清“照片”。 其优势在于：

高清视角： 比腹部 B 超更接近目标，图

像更清晰，连小卵泡都能被准确捕捉。

无需憋尿： 检查前无需狂喝水憋尿，更

加便捷。

早期发现：对于早孕、宫外孕、卵巢囊肿

等，阴道超声能更早发现，为患者提供安心

的诊断。

2.�心血管疾病的诊断

超声波技术在心血管疾病诊断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例如，通过超声心动图可以观

察心脏的结构和功能，评估心脏瓣膜是否正

常，以及心脏射血能力等。 这有助于医生诊

断心脏病、心肌梗死等疾病。

3.�动脉粥样硬化的检测

近年来，超声波技术还被用于检测动脉

壁上的血小板斑块，从而判断心脏病和中风

的风险。 北加利福尼亚大学研发的双频超声

波装置，通过注射造影剂并利用双频超声波

技术，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动脉壁上的血小板

斑块。

4.�肌肉骨骼系统的诊断

超声波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肌肉骨骼

系统的诊断中。 通过超声波成像，医生可以

观察关节、肌肉、肌腱等组织的结构和病变

情况，帮助诊断关节炎、肌肉拉伤等疾病。

5.�产前检查

在产前检查中，超声波技术被用于观察

胎儿的生长发育情况，包括胎头、胎体、胎心

等部位的测量和评估。 这有助于医生及时发

现胎儿发育异常，并采取相应措施。

三、超声波技术的优势和局限性

优势：

无创无痛：超声波检查无需切开皮肤或

注射药物，对患者无创伤、无痛苦。

实时成像：超声波检查可以实时显示人

体内部结构和病变情况，有助于医生及时做

出诊断。

操作简便： 超声波检查设备操作简单，

易于携带，适合在多种场合下进行。

局限性：

穿透力有限： 超声波在人体内的穿透力有

限，对于深层组织的成像效果可能不佳。

易受干扰：超声波检查容易受到气体、骨骼

等组织的干扰，影响成像质量。

依赖操作经验： 超声波检查结果的准确性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生的操作经验和技巧。

四、结语与展望

超声波技术作为一种无创、 无痛的医学诊

断手段，在医学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 超声波技术的应

用范围将不断拓展， 为更多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提供更加准确、便捷的方法。 同时，我们也期待

未来能够出现更多创新的超声波技术， 为医学

领域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超声波小侦探， 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广泛的

应用前景， 正在成为医学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让我们共同期待它在未来医学中的更多精

彩表现！

（作者单位：河北省宣化万柳医院）

浅谈超声波技术的原理及优势

□王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