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临床上， 输血被视为疾病治疗和挽救

生命的关键。 随着医学发展和人们对血液认

识的不断提高， 输血在人类健康事业中发挥

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输血的操作过程是至关严谨的， 它直接

威胁到病人的生命安全， 稍有失误就可能导

致无法挽回的错误； 同时输血也会给医务人

员带来一定风险。

因此在输血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

程进行操作。 随着医院规模的不断扩张和临

床用血量的逐渐增加，如何科学地、合理地利

用这些珍贵的血液资源以确保临床用血的安

全性，成为了广大医务人员，尤其是各级医务

管理者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

护士在进行输血操作时， 如果没有严格

遵循核对制度和两人核对制度， 可能会导致

血液输错。 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同一病区有

多人输血、 工作压力大或床位频繁调整的科

室中。 因病人姓名不同或身份不符等原因造

成的错输， 冒用他人的医疗卡或因患者的医

疗 ID号不唯一导致的医疗信息混淆，都可能

对安全输血带来隐患。因此，应建立严格的输

血管理制度， 加强输血科工作人员和医护人

员之间相互沟通与交流。在安全输血系统中，

人被视为首要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由于

种种原因， 部分医务人员缺乏必要的法律意

识和法制观念。 部分医院医护人员队伍的形

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包括医护技术人

员自身的素质因素， 以及一些客观因素影响

共同导致了护理队伍出现不稳定、流动性大、

年轻化和护生不足的现象。

输血安全的核心是质量， 涉及成分血的

预订、接收、入库、储存、交叉配血、发放、输

血， 任何一个环节的质量都与患者安全息息

相关， 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应当明确工作管理

的制度化和操作的规范化， 持续加强对质量

管理的重视， 并严格遵守所有的规章和操作

程序。 输血科要做好血液预订、接收、入库、储

存、出库，严格规范化操作；医务人员应当认

真执行临床输血技术规范， 严格掌握临床输

血适应证，根据患者病情和实验室检测指标，

对输血指证进行综合评估， 制订输血治疗方

案。 为确保血液样本的准确采集，实施病房采

血护士与核对护士的双重签名制度。 采血护

士主要负责血液样本的采集， 并对其进行核

实，确认采集的准确性后进行签名确认。

对于那些没有双重签名的血液样本，坚

决不予接收。 同时，对每一份收到的血液样本

都进行详细记录，并由运输者签字确认，同时

明确标注接收的具体时间。

积极强化宣传和教育活动，深化各个职

能部门和临床科室的沟通交流， 确保信息

的及时反馈， 并强化行政管理的领导和监

督职能。

建立了临床用血管理委员会， 由分答副

院长担任主任委员，医务部主任（部长）、护理

部主任、输血科主任担任副主任委员，临床科

室主任担任委员， 相关职能科室的部分人员

担任监督员。 医务部、输血科共同负责临床合

理用血日常管理工作， 每年都会召集临床用

血管理委员会， 以加强临床输血的管理和监

督，确保临床输血工作的安全性、及时性和有

效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实践。

要想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体系， 经验告

诉我们， 输血管理体系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

行政部门的引导和领导的高度关注。 要构建

一个有序且可持续发展的输血管理体系，关

键在于进行全面的规划、 高层次的设计以及

整体的协调工作。 通过分析当前血液安全管

理现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提出了构建血液

保障体系的总体思路与对策建议。 在实际操

作中仅依赖储血点挂靠单位作为主导单位来

推进，许多任务难以实施，尤其是涉及到各用

血单位的权责、人员、物资、建筑设施以及仪

器设备的保障等方面， 实施上遇到了很大的

困难。 因此，强调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支持变得

尤其关键， 行政部门的奖励和评估机制等相

关措施是绝对必要的。

输血安全重于泰山， 各临床科室是医院

主要用血科室，工作直接与患者接触，关系着

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 随着现

代医院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各种新的问题和

现象层出不穷， 管理制度也在持续地进化和

完善。

无论是大规模的医院合作还是具体科室

和岗位的操作， 每一个新的措施和政策都需

要经历一个适应和完善的阶段。

因此，要想使整个医疗流程顺畅运行，就

要有一套完整有效的制度来约束和规范。 例

如， 实施的医疗服务都采用了 ID 号系统、无

纸化的真空试管标本传输、 在线检验结果传

输、 各科室之间的气动数据传输以及临床服

务中心的日常运营， 这些都涉及到科室人员

的具体操作，因此，管理制度的持续完善尤为

重要。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东人民医院）

健康知识

MARKET��INFORMATION

62

2024-12-18���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婕 制作 刘婕 电话：

0351-�4048890

完善输血管理制度，守护健康生命线

□

林树潮

浅谈肺部功能的重要性

□

邓梅毓

呼吸，这一看似简单的生命活动，实际上

是一个复杂而又精妙的过程，涉及多个器官和

系统的协同工作。 而肺部，作为这个过程中至

关重要的器官， 承载着我们生命延续的奥秘。

本文将带您深入探索肺部的奇妙世界，了解它

的结构、功能以及维护肺部健康的重要性。

一、肺部的结构与解剖

肺部是一对充满空气的器官， 位于胸腔

内，左右各一，被中央纵隔隔开。由于心脏并未

为对称结构，心脏向胸腔左侧延伸，对左肺的

影响明显大于右肺，因此两个肺的解剖结构并

不完全对称。 右肺比左肺更大、更重，但更短、

更宽，被横裂和斜裂分为上、中、下三叶；左肺

则有一个左斜裂，分为上叶和下叶。

每个肺都被一层称为胸膜的膜覆盖，胸膜

又分为紧密附着在肺上的脏层胸膜和排列在

肺胸腔内的壁层胸膜， 它们之间是胸膜腔，通

常充满一层薄薄的液体。肺具有轻、柔软、呈现

海绵状等特点，每个肺都有一个肺尖和一个基

底，以及三个表面（肋面、纵隔面和膈面）和三

个边界（前界、下界和后界）。

二、肺部的功能

肺部的主要功能是支持机体的气体交换。

这包括通气功能和换气功能。通气功能是指空

气进出肺部的能力，即我们呼吸的“量”，而换

气功能则侧重于气体在肺泡和血液之间的交

换效率，即呼吸的“质”。

当我们吸气时，空气通过气管、支气管进

入肺泡，氧气在这里穿过肺泡壁和周围的毛细

血管壁进入血液，同时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则扩

散进入肺泡。 当我们呼气时，含有二氧化碳的

气体被排出体外。这个过程确保了我们的身体

能够不断地获得氧气并排出二氧化碳，从而维

持生命活动。

三、肺功能的评估与维护

肺功能的评估通常通过一系列的检查来

完成，其中最常见的是肺活量测定。 肺活量是

指在尽力吸气后，再尽力呼气所能呼出的气体

总量。肺活量大的人，往往呼吸较顺畅，不容易

缺氧 。 一般来说 ， 成年人的肺活量在

3000-4000毫升。

然而，多种因素可以影响肺功能，包括年

龄、生活习惯、环境污染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

肺的弹性会逐渐下降， 肺功能也会随之减退。

吸烟是损害肺功能的“头号杀手”，烟草中的有

害物质会破坏肺泡壁，降低肺的弹性，导致通

气和换气功能障碍。 长期暴露在污染的环境

中，如雾霾、化学物质、粉尘等，也会对肺功能

造成损害。

为了维护肺部健康，我们应该定期进行肺

功能检查，特别是对于那些长期吸烟或患有呼

吸系统疾病的人来说。 此外，保持良好的生活

习惯也是至关重要的，包括戒烟、佩戴口罩以

减少空气污染物的吸入、均衡饮食以及适当的

体育锻炼等。

四、肺部健康的重要性

肺部健康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呼吸功能，还

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整体健康状况。肺功能好的

人，呼吸肌伸缩有力，呼吸就会比较缓慢和深

沉。 而肺功能不太好的人，则容易出现胸闷、气

短、喘憋等症状。

肺部如果出了问题，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

就是咳嗽、咳痰。 此外，肺部健康与否还会影响

我们的皮肤状态。肺部健康的人，皮肤光滑、红

润且有弹性；而肺部“垃圾”堆积过多，则会让

皮肤暗沉、无光泽、长痘，甚至呈现红锈色。

因此，我们应该珍惜并呵护我们的肺部健

康，让每一次呼吸都充满活力，为生命注入无

尽的能量。 通过了解肺部的奇妙世界，我们可

以更好地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并采取积极的

措施来维护肺部的健康与活力。

（作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女性从青春期到老年期的全面呵护

□

张倩

女性生殖健康是人类繁衍和社会稳定的重

要基石。从青春期到老年期，女性在不同阶段面

临不同的生理和心理变化， 需要全面的呵护和

管理。本文将从医学角度，分条介绍女性在不同

生命周期阶段的生殖健康要点。

一、青春期（

12-18

岁）

1.�营养与锻炼

青春期是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 需要充足

的营养支持，包括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 同

时，规律的锻炼有助于促进骨骼和肌肉发育，提

高身体素质。

2.�生理卫生

了解并正确应对月经初潮， 使用清洁柔软

的卫生用品，保持外阴清洁，避免盆浴和游泳，

注意经期保暖和休息。

3.�性教育

对青少年进行必要的性教育，包括性生理、

性心理、性道德和性法律等方面，以减少非意愿

妊娠和性传播疾病的风险。

4.�心理健康

培养健康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增强

自我保护和自我控制能力， 避免不良生活习惯

的影响。

二、生育期及孕早期

1.�计划妊娠

建议在受孕前 3-6 个月进行孕前健康检

查，评估自身健康状况，治疗可能影响妊娠的疾

病，如病毒性肝炎、心脏病等。

2.�孕早期保健

尽早确定妊娠，排除异位妊娠；预防出生缺

陷，避免接触有害物质；做好预防流产的宣教，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充足睡眠、适当活动

和心理健康。

3.�避孕与流产

选择适合的避孕方法， 减少非意愿妊娠和

重复流产的发生。 人工流产应作为避孕失败的

补救措施，避免多次流产带来的生殖健康风险。

三、围绝经期（

45-55

岁）

1.�生理变化

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月经

周期不规律，直至绝经。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更

年期症状，如情绪波动、骨质疏松、尿失禁等。

2.�生活方式调整

保持规律的运动，控制体重，均衡饮食，增

加优质蛋白和维生素的摄入。定期进行体检，及

时发现并治疗慢性疾病。

3.�心理调适

采用积极的生活方式，多沟通、多倾诉，寻

找兴趣爱好，丰富生活。对于生理和心理的变化

保持平常心，避免过度焦虑和抑郁。

四、老年期（

65

岁以上）

1.�健康管理

老年期女性容易患萎缩性阴道炎、 子宫脱

垂、 膀胱膨出等老年性疾病， 以及心脑血管疾

病。 定期体检，及时发现并治疗疾病，保持身体

健康。

2.�饮食与运动

少油少盐少糖的清淡饮食， 适量摄入优质

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

保持规律的运动，如散步、慢跑、爬楼梯等，

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功能。

3.�心理健康

多参加娱乐活动，保持心情舒畅，避免孤独

和抑郁。注意不饱餐后或饥饿时活动，不进行剧

烈活动，活动时间不宜过长。

五、综合建议

1.�定期体检

定期进行妇科检查，包括宫颈涂片、乳腺检

查等，及时发现并治疗生殖系统疾病。

2.�疫苗接种

接种HPV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建议青

春期女性进行常规接种。

3.�安全性行为

固定性伴侣，减少不安全性行为，预防性传

播疾病的发生。

4.�健康教育

加强性道德、性健康和性安全宣传教育，提

高女性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总之， 女性生殖健康需要从青春期到老年

期的全面呵护。 通过合理的营养、锻炼、卫生习

惯、心理健康管理以及定期体检等措施，可以有

效预防和减少生殖系统疾病的发生， 提高女性

生活质量，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单位：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中心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