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 人们越来越注

重健康养生。 传统中药材与现代维生素补充

剂的结合，成为了许多人追求健康的新方式。

其中， 枸杞与维生素 C作为两种常见的保健

佳品，各自拥有独特的功效与优势。

那么，当枸杞遇上维生素 C，谁更胜一

筹呢？

一、枸杞：传统中药的智慧结晶

枸杞，作为传统中药材，自古以来就被誉

为“长寿果”。《本草纲目》中提到，枸杞子能够

“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 枸杞性平

味甘，药食两用，其功效主要包括：

1.�养肝明目：枸杞泡水服用可滋阴明目，

特别适合现代人长期面对电子屏幕导致的眼

睛干涩、视力疲劳。

2.�补肾壮阳：枸杞能补肾益精，提高性功

能，民间有“离家千里不吃枸杞”的说法。

3.�降血糖、降血压：枸杞有温和的调节血

糖、血脂作用，常服对高血压及相关并发症有

一定调节作用。

4.�养颜抗衰老：枸杞的主要作用是补肾，

中医认为肾与生长发育有关， 每日取少许枸

杞泡水喝可抗衰老，使面色红润。

然而，枸杞虽好，但并非人人适用。 体质

偏热、易上火的人，以及感冒发烧、身体有炎

症、腹泻的人，最好避免食用。

二、维生素

C

：现代科学的营养补充

维生素 C，作为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之一，

具有广泛的健康益处：

1.�增强免疫力： 维生素 C的抗氧化作用

能够减少氧化自由基对人体的伤害， 从而提

高免疫力。

2.�美颜祛皱： 维生素 C能促进胶原蛋白

的合成，具有抗皱作用，使皮肤细腻，减少黄

褐斑形成。

3.�防止牙龈出血： 维生素 C能够抗坏血

酸的形成，从而防止牙龈出血。

4.�促进骨骼肌生长： 维生素 C 具有促进

骨胶原蛋白生长的作用， 对骨骼生长和儿童

的发育有帮助。

尽管维生素 C对人体益处多多， 但过量

服用也可能引起不良反应，如胃肠不适等。 因

此，补充维生素 C时应遵循医嘱，适量补充。

三、枸杞与维生素

C

的互补优势

枸杞与维生素 C各有千秋， 但它们在某

些方面可以互补，共同促进人体健康：

1.�协同增强免疫力： 枸杞的滋补作用与

维生素 C的抗氧化作用相结合， 能够更有效

地提升人体免疫力。

2.�共同促进眼部健康： 枸杞的明目功效

与维生素 C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相辅相

成，有助于缓解眼部疲劳，保护视力。

3.�养颜抗衰老的强强联合： 枸杞的补肾

抗衰老作用与维生素 C的美颜祛皱效果相结

合，能够使人面色红润，减少皱纹和色斑。

四、注意事项与禁忌

虽然枸杞与维生素 C 都是健康的佳品，

但在使用时仍需注意以下几点：

1.�适量补充：无论是枸杞还是维生素 C，

都应遵循医嘱，适量补充，避免过量。

2.�个人体质差异： 根据个人体质和需求

选择适合自己的保健方式。 体质偏热、易上火

的人不宜过多食用枸杞； 而维生素 C 过量也

可能引起不良反应。

3.�药物相互作用：在服用其他药物时，应

咨询医生是否可以同时食用枸杞或补充维生

素 C，以避免药物相互作用。

五、结语

枸杞与维生素 C作为中西合璧的健康秘

籍，各自拥有独特的功效与优势。 它们在不同

的健康需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合理的搭

配与适量补充，则能更全面地促进人体健康。

在选择和使用时， 我们应充分了解自己的体

质和需求，遵循医嘱，科学合理地利用这些健

康佳品。

（作者单位：河北省雄县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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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遇上维生素 C，谁更胜一筹？

□

刘文

浅谈血液透析的操作步骤

□

李素梅

血液透析，简称血透，是一种重要的肾脏替

代治疗方法， 为终末期肾病患者提供了延续生

命的宝贵机会。 以下将详细介绍血液透析的基

本原理、适应症、操作步骤以及其在肾病治疗中

的重要性。

一、血液透析的基本原理

血液透析利用半透膜原理进行物质交换。

通过弥散、对流、吸附等原理，将患者的血液引

出体外，经过透析器中的空心纤维，清除血液中

的有害物质，如代谢废物（肌酐、尿素氮）、过多

的水分和电解质等。

同时， 透析液中的碳酸氢根等物质转移到

患者血液中， 以维持机体水、 电解质和酸碱平

衡。 这一过程相当于用仪器治疗代替肾脏的代

谢废物功能。

二、血液透析的适应症

1.�急性肾损伤：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

肾功能急剧下降， 需要进行紧急血液透析

治疗。

2.�慢性肾衰竭： 当慢性肾脏疾病发展到终

末期时，肾脏功能严重受损，血液透析成为长期

治疗的重要手段。

3.�药物或毒物中毒： 对于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排出的药物或毒物， 血液透析通过清除血液

中的有害物质来减轻中毒症状。

4.�其他疾病：如严重的水肿、高钾血症、酸

中毒等，也需要通过血液透析进行治疗。

三、血液透析的操作步骤

1.�血管通路建立：通过中心静脉置管、动静

脉内瘘等方式建立血管通路， 以便将患者的血

液引出体外。

2.�肝素抗凝：在透析开始前给予患者肝

素抗凝治疗，防止血液在体外循环过程中发

生凝固。

3.�透析治疗：将患者的血液引出体外，经过

透析器进行物质交换。 医护人员需密切监测患

者的生命体征和透析器的运行状态。

4.�回血操作：透析治疗结束后，将经过净化

的血液回输到患者体内。

四、血液透析的重要性

1.�清除毒素和废物： 血液透析能有效清除

患者体内的代谢废物和毒素，减轻肾脏负担，防

止毒素在体内积聚引发严重并发症。

2.�调节水盐平衡： 通过控制透析液中

的成分浓度， 血液透析能调节患者体内的

水分和电解质平衡， 防止水钠潴留和电解

质紊乱。

3.�维持酸碱平衡： 透析液中的碳酸氢根等

物质能纠正患者体内的酸中毒状态， 恢复酸碱

平衡。

4.�改善营养状况： 血液透析有助于清除体

内的有毒代谢产物，促进蛋白质代谢，改善患者

的营养状况，缓解贫血、消瘦等问题。

结语

血液透析作为一种成熟、 有效的肾脏替代

治疗方法， 在终末期肾病患者的生命维持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科学的治疗和综合

管理，肾病患者能够显著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

存时间。

（作者单位：河北省武安市中医院）

浅析患者的生命体征监测与护理

□

刘影

在现代医学护理实践中， 生命体征的监

测与护理是评估患者健康状况、 制定治疗计

划以及提供及时干预的重要手段。 对于静聊

患者（即处于相对静止状态、 接受护理的患

者），生命体征的监测与护理尤为重要。

本文将详细介绍静聊患者的生命体征监

测与护理，涵盖体温、脉搏、呼吸、血压及神经

功能等方面的内容。

一、生命体征的监测

生命体征是机体生命活动的主要客观反

映，是衡量机体生理健康的基本指标。 通过准

确、及时地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护士能够及

时评估患者的健康状况， 及早发现并处理潜

在的危险情况。

静聊患者的生命体征监测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1.�体温监测

体温是指身体内部胸腔、 腹腔和中枢神

经的温度，也称体核温度。

正常体温范围为：口腔温度 36.3°C-37.

2°C，直肠温度 36.5°C-37.5°C，腋下温度

36°C-37°C。正常人的体温在 24小时内不

是恒定的，受年龄、饮食、运动、内分泌和情绪

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生理性的波动，但

温度值始终保持在正常范围内。

静聊患者的体温监测可通过口腔温度

计、腋下温度计或额温枪进行。 护士需确保体

温计的清洁和消毒，选择合适的测量位置，准

确放置体温计， 并等待足够的时间以获取准

确的体温数值。

对于异常体温，如发热或低体温，护士应

记录结果，并观察体温变化趋势，及时报告医

生并采取相应护理措施。

2.�脉搏监测

脉搏是反映心脏活动情况的重要指标，

健康成人脉率为每分钟 60-90 次。 脉搏的监

测可通过心电图仪或脉搏计进行。 心电图仪

能够提供准确的心率数据， 而脉搏计则可以

快速获取心率的近似值。

护士在监测脉搏时， 应确保设备的正确

操作， 正确粘贴心电图电极或准确计算脉搏

的频率。

同时， 护士还需要观察患者的心率是否

有异常波动，如速脉（每分钟心率在 100 次以

上）或缓脉（每分钟心率在 60 次以下），并记

录监测结果。 对于异常脉搏，护士应立即通知

医生，并做好应急处理准备。

3.�呼吸监测

呼吸是评估患者呼吸系统功能的重要指

标。 健康成人在安静状态下每分钟呼吸

16-20次，深度均匀。 护士可通过观察患者的

胸部起伏、 听诊呼吸音或使用呼吸频率计来

监测患者的呼吸。

在监测呼吸时， 护士应注意观察患者的

呼吸频率、深度以及是否有异常的呼吸模式，

如快速浅表呼吸、呼吸困难或潮式呼吸等。 呼

吸监测的结果应及时记录， 并与患者的基准

值进行比较。

对于异常呼吸， 护士应保持室内空气新

鲜，调节体位，保持呼吸道通畅，并立即报告

医生，采取必要的护理措施。

4.�血压监测

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内流动时对血管壁

的侧压力， 是评估患者心血管系统功能的重

要 指 标 之 一 。 正 常 成 年 人 收 缩 压 为

90-140mmHg，舒张压为 60-90mmHg。

血压的监测通常使用血压计进行。 在测

量前，护士应确保患者适当休息，坐或卧位，

将袖带固定在患者的上臂上，通过充气和放

气来获取收缩压和舒张压的数值。测量完成

后，护士应及时记录结果，并观察是否存在

异常变化，如高血压或低血压。 对于异常血

压，护士应排除外界因素干扰，进行复测或

请他人检测，并立即报告医生，采取相应护

理措施。

5.�神经功能监测

对于静聊患者， 神经功能的监测尤为重

要。 护士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评估工具和技术

来监测患者的神经功能， 如使用瞳孔反应来

评估患者的神经系统状况，检查瞳孔的大小、

对光反应以及对近距离对象的调节反应。

此外， 护士还可以通过观察患者的肢体

活动、 感觉反应和协调能力来评估其神经功

能。

神经功能监测结果的记录对于评估患者

的病情变化和制定治疗计划来说至关重要。

护士应密切关注患者的神经功能变化， 及时

报告医生，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以促进患

者的神经功能恢复。

二、生命体征的护理

针对静聊患者的生命体征监测结果，护

士应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 以确保患者的安

全和舒适。

1.�异常体温的护理

对于发热患者， 护士应注意对体温的监

测，每 4 小时测体温一次，待体温恢复正常 3

日后，可减为每日测体温 2次。 采用物理降温

措施， 如用冰袋冷敷头部或置于腋下、 腹股

沟、颈部等大血管处，体温超过 39.5°C 时，

给予温水擦浴或酒精擦浴。

同时，补充营养和水分，供给高热能、高

蛋白的流质或半流饮食，鼓励患者多饮水，或

经静脉补充水分、营养物质及电解质。 预防并

发症，做好口腔和皮肤护理，防止在机体抵抗

力降低时并发其它感染。

2.�异常脉搏的护理

对于速脉或缓脉患者， 护士应密切监测

心率变化，记录脉搏频率，观察是否伴有其他

症状，如胸痛、呼吸困难等。 及时报告医生，遵

医嘱给予相应的药物治疗或采取其他护理措

施。

对于节律异常的患者，如间歇脉、脉搏短

细等，护士需两人同时测量，一人听心率，一

人测脉搏，以准确评估患者的心率情况。

3.�异常呼吸的护理

对于呼吸增快或徐缓的患者， 护士应保

持室内空气新鲜，调节体位，如抬高床头，以

利于胸部扩张。 保持呼吸道通畅，有分泌物时

应及时清除。 给予精神安慰，如守候在患者身

旁以增加患者心理上的安全感。

对于呼吸困难的患者，护士应给予氧疗，

必要时进行气管切开后呼吸器的应用。

4.�异常血压的护理

对于高血压患者， 护士应密切监测血压

变化，遵医嘱给予降压药物治疗，并观察药物

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对于低血压患者，护士应

迅速采取措施，如抬高下肢，增加回心血量，

必要时给予升压药物治疗。

三、结语

生命体征的监测与护理是静聊患者护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准确、及时地监测患者的体

温、脉搏、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护士能够及时

评估患者的健康状况， 及早发现并处理潜在的

危险情况。 同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确保患

者的安全和舒适，促进患者的康复。

（作者单位：河北省廊坊市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