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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患者是指由于疾病或其他原因导

致病情严重、 生命体征不稳定甚至濒临死

亡的患者。

这些患者常因病情严重、手术创伤、器

械操作等原因经历剧烈疼痛， 疼痛不仅影

响他们的生理健康，还对其心理健康、睡眠

质量和营养摄入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因

此， 重症患者的疼痛管理与心理疏导显得

尤为重要。

一、疼痛对重症患者的影响

1.

生理健康：

重症患者常常因病情严重和手术治疗

而经历剧烈疼痛。 长期疼痛不仅加重患者

痛苦，还可能导致应激反应增加、炎症反应

加重，影响免疫功能，延缓伤口愈合和器官

功能恢复，增加并发症风险。 疼痛还可能导

致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紊乱， 影响患者

的生命体征和病情稳定。

2.

心理健康：

疼痛会加剧患者的焦虑、 恐惧和绝望

情绪，影响其情绪稳定和心理健康，甚至可

能导致抑郁和焦虑症状加重， 影响康复进

程。 重症患者因病情不稳定和治疗过程中

的不适，容易过度评估自己的病情，产生较

强的焦虑感。

3.

睡眠与营养：

疼痛直接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和营养

摄入，进一步加重身体和心理负担，不利于

康复。

良好的睡眠和营养是患者康复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二、疼痛管理的重要性与措施

1.

个体化评估：

每位重症患者的疼痛感受和疼痛阈值

不同，需要进行个体化的疼痛评估。 医护人

员使用疼痛评估工具了解患者的疼痛程度

和特点，制定个性化的疼痛管理方案。

2.

多模式疼痛管理：

药物治疗：使用镇痛药物，根据患者的

具体情况和疼痛程度选择适当的药物和剂

量。

非药物治疗：包括冷热敷、按摩、音乐

疗法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及调

节情绪来减轻疼痛。

物理治疗：通过床位调整、体位转换等

方式缓解疼痛，预防压疮等并发症。

3.

防止疼痛加重：

一些操作和治疗可能引起疼痛加重，

医护人员需提前给予适当的镇痛药物，或

采用其他非药物治疗方法，如分散注意力、

提供情感支持等。

4.

定期评估和调整：

疼痛感受是动态变化的， 需定期评估

患者的疼痛程度和效果， 及时调整疼痛管

理方案，确保患者的疼痛得到有效控制。

三、心理疏导的重要性与措施

1.

了解患者心理特点：

重症患者常面临生命威胁， 担心病情

恶化、 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容易陷入恐

惧、焦虑和无助情绪。

2.

提供情感支持：

医护人员应倾听患者的抱怨和宣泄，

给予理解和鼓励， 让他们感受到关怀和支

持。家属和朋友也应提供情感支持，帮助患者树立积

极心态，增强战胜病魔的信心。

3.

心理咨询服务：

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 帮助重症患者应对

并减轻疼痛感受，促进心理健康。 心理咨询师通

过倾听、理解和关怀，提供镇静、平复焦虑的技巧和

方法，如正念冥想或深呼吸等。

重症患者可以学习应对疼痛的技巧与策略，如

肌肉放松训练、注意力转移等，提高自我控制能力，

缓解身体上的不适。

四、疼痛管理与心理疏导的效果评估

效果评估： 定期沟通与观察了解患者在咨询后

是否出现改善， 结合客观指标如生理检测结果判断

治疗效果。

持续支持： 重症患者在心理咨询服务中需要持

续而长期的支持， 定期沟通与调整确保服务效果最

大化。

综上所述， 重症患者的疼痛管理与心理疏导是

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需要医护人员、家属和患者

的共同努力。

（作者单位： 河北省故城县医院）

司美格鲁肽（

Semaglutide

）是一款由诺和

诺德公司开发的降糖药物，自

2021

年

6

月被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作为减

肥药上市以来， 其在肥胖和

2

型糖尿病的治

疗中展现出了显著的效果。 本文将详细探讨

司美格鲁肽对肥胖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影

响，以及其在代谢指标和肠道菌群变化方面

的作用。

一、司美格鲁肽的降糖机制

司美格鲁肽是一种胰高血糖素样肽

-1

（

GLP-1

）受体激动剂，它通过刺激胰岛素分

泌和降低胰高血糖素分泌来降低血糖。 这一

机制使得司美格鲁肽在成人

2

型糖尿病患者

的血糖控制中表现出色。

此外，司美格鲁肽还能模拟

GLP-1

的作

用，减少饥饿感、控制饮食、减少热量摄入，从

而在减肥方面效果突出。

二、司美格鲁肽对肥胖的

2

型糖尿病患

者的影响

对于肥胖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司美格鲁

肽的治疗不仅有助于控制血糖， 还能显著减

轻体重。临床试验表明，在肥胖且伴有

2

型糖

尿病的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患者中，接

受司美格鲁肽一年治疗（每周一剂

2.4mg

，持

续

52

周）的患者，心力衰竭相关症状和身体

限制得到有效减轻，体重也显著下降。这一发

现为肥胖的

2

型糖尿病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

选择。

三、司美格鲁肽对代谢指标的影响

司美格鲁肽能够显著降低胰岛素抵抗，

改善代谢紊乱。 胰岛素抵抗是

2

型糖尿病的

重要致病因素， 与多种代谢异常和心血管疾

病相关。司美格鲁肽通过抑制食欲、减少能量

摄入、减少脂肪堆积、提高脂联素水平以及减

少游离脂肪酸和细胞因子， 对胰岛素抵抗的

各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这不仅有助于控制

血糖，还能降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

四、司美格鲁肽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肠道菌群与

2

型糖尿病之间存在密切联

系。 肠道菌群失衡可能导致肠道内气体积聚

和细菌过度生长， 从而引起胃胀气和屁多等

不适症状。

司美格鲁肽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延缓胃

排空，改变食物在肠道的通过时间，从而影响

肠道菌群的平衡。然而，一些患者通过肠道菌

群重建方案， 如使用水溶性膳食纤维素导泻

和复合益生菌干预剂，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肠道菌群的失衡状态，减轻不适症状。

五、使用司美格鲁肽的注意事项

尽管司美格鲁肽在肥胖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中表现出色，但其使用仍需谨慎。患者应在医生

指导下按照合适的剂量使用， 避免私自增减药

量。 同时，患者应注意观察药物副作用，如胃胀

气和屁多等不适症状， 及时就医并根据具体因

素进行针对性治疗。

六、结语

司美格鲁肽作为一种新型的降糖药物，在

肥胖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展现出了显著的治疗

效果。它不仅有助于控制血糖，还能显著减轻体

重，改善代谢紊乱，降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

同时，通过合理的肠道菌群重建方案，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肠道菌群失衡状态， 减轻不

适症状。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司美格鲁肽对糖尿病的影响及肠道菌群的变化

□

佟小伟

高血压是一种长期性疾病， 对心脑血

管系统构成严重威胁。 家庭护理在高血压

管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可以有效

控制病情、降低并发症风险。以下是家庭护

理高血压患者的要点与方法：

1.�

监测血压

定期测量：家庭护理中，定期监测血压

是必不可少的。高血压患者应遵循医嘱，定

时测量血压，及时了解病情变化。

记录结果：每次测量后，应将血压值记

录下来，以便观察血压变化趋势，并在需要

时向医生提供数据支持。

2.�

合理用药

遵医嘱用药： 严格按照医生的处方用

药，不得随意更改药物剂量或停药。

观察副作用：使用降压药物时，要注意

观察身体是否出现不良反应，如头晕、乏力

等，并及时与医生沟通。

3.�

饮食管理

低盐低脂：保持低盐、低脂、高纤维的

饮食习惯，每日盐摄入量不应超过

5

克，减

少油腻和高热量食物的摄入。

增加蔬果： 增加新鲜蔬菜和水果的摄

入， 保证足够的维生素与矿物质摄入，如

钙、钾、镁等。

优质蛋白质：适量摄入优质蛋白质，如

鱼、鸡肉、牛奶等，避免过量摄入动物内脏

和肥肉等高胆固醇食物。

4.�

适量运动

选择运动： 适合高血压患者的运动包

括散步、慢跑、游泳、太极拳等有氧运动。

控制强度：运动强度不宜过大，时间控

制在每周至少

5

天，每次

30-60

分钟。

注意安全：避免剧烈运动和受伤，运动前

后应做好热身和放松。

5.�

戒烟限酒

戒烟： 烟草中的尼古丁会导致血压升高，

家庭护理中应劝说患者戒烟。

限酒：酒精过量也会加重心脏负担，高血

压患者应限制酒精摄入。

6.�

心理调适

保持良好心态： 情绪波动会导致血压升

高， 护理人员应帮助患者树立积极的生活态

度，避免过度的情绪波动。

寻求支持：必要时，患者可咨询心理医生，

学习放松技巧，如深呼吸、冥想、听音乐等。

7.�

生活习惯

充足睡眠： 每天睡眠时间不少于

7

小时，

保证合理的休息及睡眠。

避免寒冷：冬季注意保暖，避免寒冷刺激。

预防便秘：多吃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养成良好的

排便习惯。

8.�

家庭支持

情感支持：家庭成员应关心患者，提供情感

支持和生活照顾。

监督护理：协助患者进行日常护理，如监测

血压、提醒服药等。

良好氛围：减少家庭矛盾，保持家庭和谐，为

患者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通过家庭护理，高血压患者可以更好地管理

疾病，降低并发症的风险，提高生活质量。家庭成

员的积极参与和耐心支持至关重要，共同为患者

的健康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

分娩是女性生命中一项重大且自然的

生理过程， 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宫

颈扩张期（第一产程）、胎儿娩出期（第二产

程）和胎盘娩出期（第三产程）。 每个阶段都

有其特定的护理技巧，科学合理的护理能够

确保母婴安全，提升分娩体验。

以下是对这三个阶段护理技巧的详细

解析。

一、宫颈扩张期（第一产程）护理技巧

1.

监测宫缩与胎心率

在第一产程中，宫缩是推动宫颈扩张的

主要力量。 医护人员需持续监测宫缩的频

率、持续时间和强度，同时定期监听胎心率，

确保胎儿在宫缩过程中的安全。

2.

心理护理

产妇在这一阶段可能会感到紧张和焦

虑，医护人员应提供情绪支持，解释分娩的

生理过程， 增强产妇对自然分娩的信心，帮

助她们保持放松状态。

3.

鼓励活动与体位改变

除非有特定禁忌， 如破水或高血压，鼓

励产妇下床活动，以促进宫颈扩张。

随着产程进展，产妇可能需要改变体位，

如左侧卧位，以减少子宫对下腔静脉的压迫，

增加舒适度。

4.

定期排空膀胱

鼓励产妇每

2-3

小时排尿一次，防止膀

胱过度充盈影响胎头下降，延长产程。

5.

补充液体与能量

待产过程中，产妇大量排汗，需要补充水

分和能量。鼓励产妇摄入易消化、高营养的食

物和多饮水，保持体力。

6.

呼吸控制与疼痛缓解

指导产妇使用正确的呼吸方法， 如鼻吸

气、嘴呼气，帮助她们在宫缩时放松，提高疼

痛阈值。 第一产程末期，避免产妇过早用力，

以免造成宫颈水肿。

二、胎儿娩出期（第二产程）护理技巧

1.

持续监测胎心率

在胎儿娩出期，胎心率监测尤为重要，以

评估胎儿状况，确保其在推进过程中安全。

2.

正确用力指导

鼓励产妇在宫缩时屏气用力， 推动胎儿

通过产道。 医护人员应指导产妇双足蹬在产

床上，两手握产床把手，正确运用腹压。

3.

准备接生设备

提前准备好接生所需的设备，包括产床、

接生器具等，并确保有足够的医护人员在场，

随时准备处理突发情况。

4.

迅速评估新生儿状况

胎儿娩出后， 医护人员应迅速评估新生

儿的生命体征，包括呼吸、心率、肌张力等，并

进行必要的护理，如吸引口鼻分泌物、结扎脐

带等。

5.

与产妇建立紧密联系

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与产妇建立紧

密联系，给予她们情感上的支持，有助于她们

更好地适应这一时刻。

三、胎盘娩出期（第三产程）护理技巧

1.

持续监测生命体征

胎盘娩出期仍需密切监测产妇的生命体

征，包括血压、脉搏、呼吸等，确保母婴安全。

2.

协助胎盘娩出

医护人员应轻柔子宫，促进胎盘娩出。残留

胎盘可能导致感染和出血等并发症， 因此胎盘

完整性至关重要。

3.

观察和记录产后出血

胎盘娩出后，密切观察产后出血情况，检查

宫颈及软产道有无损伤， 并采取必要的护理措

施，如按摩子宫、使用加强宫缩药物等，防止出

血过多。

4.

维持产妇的舒适感

确保产妇在这一阶段感到舒适， 提供温暖

的毯子、舒适的环境和轻松的氛围，有助于降低

产妇的紧张情绪。

结语

分娩过程中的科学护理是确保母婴安全的

关键。

医护人员应密切合作，提供全方位的护理，

确保产妇在分娩过程中获得最佳的支持。

同时，产妇及家庭成员也应理解分娩过程，

积极参与并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 以确保整个

过程的顺利进行。

（作者单位：河北省盐山县人民医院）

分娩过程中的护理技巧

□

王彩平

重症患者疼痛管理与心理疏导

□

吴曲杰

家庭护理高血压患者的要点与方法

□

张凌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