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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的广阔天地中，外科手术无疑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既是治疗多种疾病

的手段，也是患者康复旅程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从手术室到病房的这段旅程，不仅

仅是身体恢复的过程，更是一场深刻的心理

调适之旅。 对于外科患者而言，如何在这一

过程中保持积极心态，有效应对心理挑战，是

加速康复、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

手术前的心理准备：未雨绸缪

手术前的焦虑与恐惧，几乎是每位患者

难以避免的情绪反应。面对未知的手术结果、

可能的疼痛以及术后生活的不确定性，患者

的心理负担往往异常沉重。 因此，术前的心

理准备显得尤为重要。

信息获取：通过与医生充分沟通，了解手

术目的、过程、预期效果及潜在风险，有助于

减轻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安。

情绪管理：学习放松技巧，如深呼吸、冥

想或瑜伽，可以帮助缓解紧张情绪。家人和朋

友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

心理准备课程： 一些医院提供术前心理

准备课程， 通过专业指导帮助患者建立积极

的心态，增强应对能力。

手术后的心理调适：循序渐进

手术完成后， 患者面临的不仅是身体上

的恢复，还有心理上的重建。 这一阶段，心理

调适成为促进整体康复的重要因素。

接受现实： 术后身体的变化可能让患者

一时难以接受，但正视现实，理解恢复需要时

间，是迈向康复的第一步。

疼痛管理：虽然疼痛是术后常见的体验，

但通过合理使用止痛药、 物理治疗及心理暗

示等方法，可以有效减轻其影响。

情绪表达：鼓励患者表达自己的感受，无

论是喜悦、失望还是恐惧，都是正常的情感反

应。 与医护人员、家人分享，可以获得更多的

理解和支持。

积极心态培养：设定小目标，庆祝每一个

进步，无论是能够独立坐起，还是第一次下床

行走，都是值得庆祝的胜利。

病房中的心理支持：温暖相伴

病房不仅是身体恢复的场所， 也是心理

疗愈的港湾。

良好的病房环境、 专业的心理支持服务

以及积极的社交互动， 都能为患者提供强大

的心理支撑。

环境营造： 温馨舒适的病房环境有助于

缓解紧张情绪，促进身心放松。

专业心理干预：必要时，医院可提供心理咨

询或心理治疗服务， 帮助患者处理手术带来的

深层次心理问题。

社交互动：与其他患者或康复者的交流，分

享彼此的经历和心得， 能带来情感上的共鸣和

力量。

总之，从手术室到病房，外科患者的心理调

适之旅是一段充满挑战但又充满希望的过程。

通过科学的心理准备、有效的疼痛管理、积

极的情绪表达以及全面的心理支持， 患者不仅

能加速身体康复， 还能在这一过程中学会更加

坚强和乐观地面对生活。

医疗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 更是人文关怀

的体现，让我们携手患者，共同走过这段心灵与

身体的双重康复之旅。

（作者单位

:��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中医院

)

浅谈从手术室到病房患者的心理过程调适

□

王竹

在我们的身体中， 有一场每天都在上演

的奇妙舞蹈———消化过程。 肠胃系统作为这

场舞蹈的主角，携手众多“小伙伴”，共同演绎

着一场精彩绝伦的消化护理之旅。今天，就让

我们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深入了解这场

神奇的舞蹈， 并学习如何更好地呵护我们的

肠胃小伙伴。

一、口腔：舞蹈的序曲

当食物进入口腔， 一场盛大的舞会便悄

然拉开序幕。小舌和软腭作为守门小将，默契

地阻挡食物进入鼻腔，确保舞会的顺利进行。

牙齿和唾液腺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们将

食物咀嚼成小块，混合唾液，为后续的消化工

作打下坚实基础。

二、咽喉与食道：顺畅的滑梯

经过口腔的初步处理，食物进入咽喉，这

里是食管和气管的岔道口。会厌这位“交通警

察”迅速遮挡住气管入口，确保食物顺利进入

食道，避免误入歧途。食道则是一条肌肉发达

的“滑梯”，通过肌肉的收缩和放松（蠕动），将

食物缓缓推送到胃部。

三、胃：消化乐章的高潮

胃部是整个消化系统的“重头戏”。 成年

人的胃可以容纳

1000-3000ml

的食物， 通过

分泌胃液（包括胃酸和胃蛋白酶）将食物进行

分解。胃酸不仅有助于杀菌，还为胃蛋白酶提

供酸性环境， 使其能够高效分解蛋白质。 然

而，胃酸如此强大，为什么胃不会被腐蚀呢？

这得益于胃粘液的保护， 它像一层坚固的盾

牌，保护着胃黏膜不受伤害。

四、小肠：营养的吸收站

经过胃部的初步消化，食物变成食糜，进

入小肠。 小肠不仅功能强大，而且位置居中，

是专门负责深加工和营养吸收的流水线。 小

肠绒毛作为小肠壁上的突出物， 增加了吸收

面积，帮助食物微粒进入小肠血管，最终被身

体吸收。 胰腺分泌的消化酶在这里也发挥着

重要作用，它们帮助分解碳水化合物、蛋白质

和脂肪。

五、大肠：废物的处理厂

小肠吸收完营养后， 剩余的食物残渣进

入大肠。 大肠的主要任务是吸收水分和电解

质，同时形成粪便。 盲肠、结肠和直肠各司其

职，确保废物顺利排出体外。益生菌在结肠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们帮助分解部分未被消

化的废物，维护肠道健康。

六、趣味消化护理小贴士

1.

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和粗粮，为肠

道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促进肠胃蠕动。

2.

多喝水：保持身体水分充足，有助于食

物的消化和吸收。

3.

适当运动： 运动可以促进肠胃蠕动，预

防便秘。

4.

定期排便：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避免

便秘带来的不适。

5.

维护肠道菌群平衡：多吃富含益生菌的

食物，如酸奶、泡菜等，有助于维护肠道健康。

每年的

5

月

29

日是世界消化健康日，这

个节日提醒我们关注胃肠消化道的健康。 通过

了解消化系统的神奇和重要性，并学会如何保

护和维护它的健康， 我们可以更好地享受美

食，同时保持身体健康。 让我们携手肠胃小伙

伴，共同跳好这场消化护理的舞蹈吧！

（作者单位

:

山东省威海市妇幼保健院）

肠胃的护理措施

□ 王艳

家庭护理的日常照护小技巧

□

王玲玲

孕期营养与体重管理

□

唐爱珍

孕期营养与体重管理是孕期保健的重要

内容，对于母婴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孕期营养的重要性、孕期体重

管理的意义和方法等方面进行阐述，帮助准

妈妈们更好地掌握孕期营养与体重管理的相

关知识。

一、孕期营养的重要性

孕期营养是胎儿生长发育的重要保障，

充足的营养摄入能够保证胎儿的健康发育，

同时也有助于孕妈妈的身体健康。 在孕期，

胎儿的生长发育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如蛋

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等。

如果孕妈妈营养不良，不仅会影响胎儿的生

长发育，还可能对孕妈妈的身体健康造成影

响。 因此，准妈妈们需要合理搭配饮食，保证

营养的摄入。

二、孕期体重管理的意义

孕期体重管理对于母婴健康至关重要。

孕期体重增长过快或增长过多， 容易导致妊

娠期糖尿病、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等并发症的

发生，同时也会增加胎儿生长过快、巨大儿出

生率增高等风险。此外，肥胖孕妇在分娩时容

易出现困难，增加剖宫产的风险。 因此，准妈

妈们需要重视孕期体重管理， 控制体重增长

速度和总量。

三、孕期营养与体重管理的具体方法

1.

合理搭配饮食：准妈妈们应该遵循均

衡饮食的原则，摄入足够的蛋白质、脂肪、碳

水化合物、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同

时，要控制食物的摄入量，避免过度进食或饥

饿。建议准妈妈们每天记录饮食情况，以便更

好地掌握自己的饮食状况。

2.

适量运动：孕期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控

制体重增长速度和总量， 同时也有助于分娩

时的体力储备。 准妈妈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

的运动方式，如散步、瑜伽等，但要注意运动

时的安全和舒适性。

3.

定期产检：产检是孕期保健的重要环

节，准妈妈们应该定期参加产检，了解自己的

身体状况和胎儿的生长发育情况。 医生可以

根据产检结果， 为孕妈妈们提供个性化的营

养和体重管理建议。

4.

心理调适：孕期心理状态对营养吸收

和体重管理也有一定影响。 准妈妈们应该保

持良好的心态，放松心情，避免过度紧张和焦

虑。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助于控制体重，促进母婴

健康。

四、结语

孕期营养与体重管理对于母婴健康至关重

要。准妈妈们应该重视孕期营养的重要性，合理

搭配饮食，控制体重增长速度和总量。通过适量

运动、定期产检、心理调适等措施，共同促进母

婴健康。在孕期保健中，孕妈妈们还需要关注其

他方面，如定期产前检查、预防感染、避免药物

滥用等，以确保母婴安全和健康。

总之， 孕期营养与体重管理是孕期保健的

重要组成部分， 准妈妈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其重

要性，积极采取措施，为自己和胎儿的健康保驾

护航。

（作者单位

:

山东省郯城县第一人民医院

)

家庭护理是指在家庭环境中为患者提供

的医疗护理服务，涵盖日常照顾、病情监测、

康复训练等多方面内容。 有效的家庭护理不

仅能够减轻家庭负担， 还能提升患者的生活

质量，促进康复进程。

以下是一些日常照护小技巧， 帮助您更

好地进行家庭护理。

一、基本生活照顾

1.

合理饮食：根据患者的营养需求和口

味偏好，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

老年病患者消化功能较弱， 应选择营养

丰富、易于消化的食物，如水果、蔬菜、豆类、

谷类等，并适量使用橄榄油进行烹调。

避免乳类产品及禽畜肉过多， 适量进食

鱼类。对于痴呆患者，可以辅以芝麻、黑豆、山

药等补肾益智之品，但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2.

定时定量进食：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

饮食习惯，定时提醒进食，并控制进食量，避

免暴饮暴食或过度饥饿。

3.

关注饮食安全：老年病患者可能存在

吞咽困难、 牙齿脱落等问题， 应选择易于咀

嚼、吞咽的食物，避免意外伤害。

二、病情监测与药物管理

1.

定期监测病情：定期观察和记录患者

的病情变化， 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采取相应

措施。对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

老年患者，要协助其按时服药，监测血压、血

糖等指标，并及时向医生反馈病情变化。

2.

药物管理：家庭成员应了解患者所服

药物的名称、剂量、用法、作用及不良反应等

基本知识。

监督患者按时服药，确保药物剂量准确、

用法正确，并密切关注患者的药物反应。对于

痴呆患者， 需要看护其将药物服下， 避免漏

服、误服。

三、身体护理与康复训练

1.

皮肤与口腔护理：定期为患者清洁皮

肤和口腔，保持干燥、清洁，预防皮肤感染和

口腔感染。

2.

辅助工具使用：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

患者，提供必要的辅助工具，如拐杖、助听器

等，帮助其更好地生活。同时，安装扶手、使用

防滑垫等，确保患者的生活安全。

3.

康复训练：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为

其提供康复训练指导，帮助其恢复身体功能。

如太极拳、八段锦等适量运动，可以推迟或减

缓疾病的发生。

对于痴呆患者， 可以通过纸牌游戏、阅

读、做家务等活动，进行认知与感官上的刺激，

延缓认知功能下降。

四、心理支持与社交活动

1.

陪伴与沟通：经常陪伴患者聊天、散步

等，了解患者的需求和感受，给予关心和支持。

对于痴呆患者，要保持耐心，给予足够的陪伴与

宽容，避免与患者争执。

2.

鼓励社交活动： 鼓励患者参与社交活

动，如参加老年俱乐部、志愿者活动等，增强社

交能力和生活乐趣。

家庭护理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需要

家庭成员的耐心、细心与爱心。

通过掌握这些日常照护小技巧， 我们可以

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提升其生活质量，

共同创造一个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

（作者单位

:

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医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