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讨紧急状况下实用的急诊处理方法
李 猛

在面对紧急状况时，保持冷静是至关
重要的。只有保持冷静，我们才能在压力
下做出正确的决策，有效地应对紧急情
况。本文将为您介绍一些实用的急诊处理
方法，帮助您在紧急状况下保持冷静正确
应对。

一、急诊处理方法
1. 快速评估
在遇到紧急状况时首先要快速评估

现场情况，了解患者的病情、伤势及危险
因素。评估的目的是确定优先级和制定
相应的急救措施。在评估过程中，要保持
冷静，不要惊慌失措，以便更好地应对紧
急状况。

2. 优先处理危及生命的急症
在紧急状况下可能存在多个伤病患

者，需要优先处理危及生命的急症。常见
的危及生命的急症包括心跳骤停、呼吸衰
竭、严重创伤出血等。对于这些急症，需
要迅速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如心肺复
苏、止血、稳定骨折等，以稳定患者的生
命体征。

3. 保持呼吸道通畅
在紧急状况下保持呼吸道通畅是至

关重要的。如果患者出现呼吸道梗阻或
呕吐，可能导致窒息。因此，在急救过程
中要时刻关注患者的呼吸道状况，及时清

除异物、呕吐物等，确保患者能够正常呼
吸。进行人工呼吸，如口对口吹气或口对
鼻吹气。如果患者没有恢复呼吸，需要立
即进行心肺复苏。

4. 建立静脉通道
对于需要输液治疗的患者，建立静脉

通道是必要的。在紧急状况下，建立静脉
通道可以确保药物的快速输入和患者的
液体治疗。在建立静脉通道时，要选择合
适的血管，进行严格的无菌操作，并注意
观察患者反应。

5. 正确使用急救药物
在紧急状况下，正确使用急救药物对

于稳定患者病情至关重要。了解常用急
救药物的适应症、剂量和使用方法是非
常重要的。在使用急救药物时，要严格遵
守医嘱，注意观察患者反应，及时调整用
药方案。

6. 转运与交接
在完成初步急救处理后，患者可能需

要转运至医疗机构进行进一步治疗。在
转运过程中，要保持患者的生命体征稳
定，做好交接工作。在交接时，要向医护
人员简要介绍患者的病情、伤势和急救
措施，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

二、保持冷静的建议
在紧急状况下保持冷静非常重要。正

确采取急救措施可以帮助你在紧急情况
下保护你和你身边的人。同时，也要定期
进行急救培训，提高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

1. 接受专业培训
接受专业培训是提高应对紧急状况

能力的关键。通过参加红十字会、急救培
训机构等组织举办的培训课程，学习急救
知识和技能，提高自己的应急处理能力。
在面对紧急状况时，专业培训的经验和技
能将帮助您保持冷静、正确应对。

2. 熟悉常见急症的急救措施
了解常见急症的急救措施是保持冷

静的重要基础。熟悉各种急症的症状、体
征以及相应的急救措施，可以在紧急状况
下迅速作出判断和处理。这有助于减轻
紧张情绪、保持冷静的心态。

3. 保持镇定与自信
在面对紧急状况时保持镇定与自信

是至关重要的。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行
动，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和所掌握的技
能。同时，要保持冷静的心态，不要过度
紧张或焦虑，以免影响判断和操作。

4. 学习观察与倾听技巧
在急救过程中观察和倾听是获取患

者信息的关键手段。通过观察患者的症
状、体征和反应，可以初步判断病情；通
过倾听患者的主诉和关注重点，可以了解

其病情变化和需求。良好的观察和倾听
技巧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患者情况，从而做
出正确的决策。

5. 不断学习和实践
急救知识和技能需要不断学习和实

践才能保持和提高。通过参加专业培训、
阅读相关书籍和资料、观看教学视频等方
式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同时要在日
常生活中积极实践，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
际操作能力。只有不断学习与实践才能
更好地应对紧急状况并保持冷静。

总结
面对紧急状况时保持冷静是至关重

要。通过掌握实用的急诊处理方法、接受
专业培训、熟悉常见急症的急救措施以及
不断学习和实践等方式，可以提高自己的
应对能力和心理素质。为了更好地应对
紧急状况并保持冷静的心态，我们建议：
1.积极参与专业培训课程和实践活动；2.
了解并熟悉常见急症的症状和急救措施；
3.在日常生活中，与家人、朋友或同事一
起模拟紧急状况进行演练；4.保持积极的
心态，相信自己具备应对紧急状况的能
力；5.在遇到紧急状况时不要慌张，按照
所学知识和技能冷静应对。

（作者单位：广西桂林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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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艾滋 病 仍 是 全 球 公 共 卫 生 的
重大威胁，而肺孢子菌肺 炎是 艾 滋病 感
染者中常见的机会性感染 ，具 有 快速 发
展和高死亡率的特点，是 一种 严 重的 机
会感染。在实施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之后，艾滋病的死亡率 有 所降 低 。但 是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艾滋 病合 并 肺孢 子
菌肺炎的死亡率并未出现 明 显下 降，其
数 值 仍 处 于 12 . 8-33 . 1% 之 间 。 下 面 就
来 了 解 一 下 艾 滋 病 与 肺 孢 子 菌 肺 炎 的
关联。

一、艾滋病和肺孢子菌肺炎
艾滋病是由免疫缺陷病毒破坏免疫

细胞为主的传染病，可能会致使人体产
生较为明显的临床免疫缺陷，出现各种
机会性病原体感染，比如当前在临床上
比较多见的肺孢子菌、念珠菌。其中肺部
感染最常见，有关数据表明，有超过 70%
的病人可能会经历肺孢子菌肺炎，除此
之外，还可以发现在 HIV 因机会性感染
致死病例中，就有一半以上的病人因出
现肺孢子菌肺炎而死亡。

肺孢子菌主要通过空气的宿主—宿
主传播，是针对人类的非典型真菌。宿主
特异性和这种传播方式， 属于临床上比
较特别的情况。在空气中暴露后，人体可

能会暂时存在肺孢子菌，这种现象不仅
会出现在免疫缺陷患者身上，还会出现
在正常群体中。即便并未有肺孢子菌肺
炎的明显表现，它们也会在呼吸道聚集
在一起。而在此基础上，按照宿主免疫状
态，肺孢子菌会面临被除掉的情况，或者
是 一 直 低 负 荷 存 在 并 引 起 肺 孢 子 菌 肺
炎，这是呼吸道肺孢子菌高负荷的疾病。
而肺泡内的肺孢子菌负荷量，会直接影
响到肺损伤和症状表现。根据相关资料
表明，肺孢子菌负荷增加会改变肺泡表
面张力，致使病人出现呼吸系统临床表
现，需要进行及时的诊治。其中比较典型
的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情况。近些
年，艾滋病发病数量呈现出不断上升的
趋势，而且有关数据显示，因合并肺孢子
菌肺炎死亡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所以，为
了有效延长生命及改善生存质量，必须
要能够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

二、艾滋病合并肺孢子菌肺炎的预防
措施

近年来，艾滋病病人数量增多，合并
肺孢子菌肺炎感染人数 也 在持 续 增加 ，
在这种背景下，必须要做好预防措施。对
于出现反复发热、呼吸困难等情况、反复
抗细菌治疗效果不够理想的病人，医生

应结合实际需要，询问其有无冶游史、吸
毒史等，对其进行免疫缺陷病毒抗体初筛
试验 HIV1/2-Ab 筛查。另外，对于提示肺
间质性、磨玻璃样出现变化的病人，也应
该尽早进行诊治，当前普遍采用的是方法
是使用复方磺胺甲恶唑药物，另外，对于
欢愉艾滋病的病人，不管 CD4+T 细胞计
数水平如何，都应该根据病人的身体情
况，尽早进行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让
其服用复方磺胺甲恶唑，还要对其家属做
好 HIV 感染筛查，以此来以此来改善生
存质量、减少机会性感染的概率和致死
率，同时还能够减少所需的费用。

除此之外，要做好艾滋病的宣传工
作，尤其是针对一些高危职业人群。相关
部门以及医务人员应给予充分的关注，加
强艾滋病的健康教育宣传，在日常生活
中，也需要积极进行免费筛查工作，从而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对于艾滋病病人，
做好 HIV 感染的早期预防与诊治工作，
尽可能地减少对患者身体的伤害。对于
合并有机会性感染的患者，除了要强化服
药的依从性教育和监督，还要尽早进行个
体化抗病毒的治疗和随访，进一步增强社
会心理综合关怀。我们应把艾滋病看作
慢性病，并根据相关的方法来开展随访，

随访时注意评估和筛查，并且要结合所得
到的结果来采取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措
施，避免病人的病情进一步恶化。随着生
存期的延长，还需要注重判断病人心血管
疾病的发生率，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针对
性的预防方案 ，并创 建 慢性 病 的档 案，
严 格 遵 守 有 关 的 规 定 来 开 展 筛 查 和 预
防处理工作。此外，在这一环节中，还需
要 对 病 人 的 心 理 、肾 功 能 、心 功 能 等 进
行分析。

总而言之，为了能够有效地预防机会
性感染，应及时开展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
疗来恢复细胞免疫功能。针对艾滋病合并
肺孢子菌感染，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一
步加强对高危个体的预防与控制，避免病
情恶化。另外，对于可能患有肺孢子菌肺
炎的病人，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对
于感染 HIV 的晚期病人，存在着非常大
的概率发展为肺孢子菌肺炎。随着医疗领
域的快速发展，当前已经有治疗肺孢子菌
肺炎的药物，但是根据相关资料表明，其
副作用、依从性差等问题依旧比较突出，
所以，需要探讨出治疗肺孢子菌肺炎的新
方法。

（作者单位：广西桂林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
来越快，压力也越来越大，神经疾病和心
理健康问题逐渐成为人 们 关注 的 焦点。
神经疾病和心理健康相互影响，如何平
衡二者，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将
从神经疾病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如何平
衡二者以及如何预防和治疗神经疾病三
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神经疾病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神经疾病是指神经系统发生的疾病，

如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抑郁症等。
这些疾病会对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产
生影响，严重时甚至会影响人的生命。而
心理健康则 是 指人 的心 理 状态 ，包 括 情
绪、认知、行为等方面。心理健康问题如

焦虑、抑郁等也会 对 人的 生 活质 量产 生
影响。

神经疾病和心理健康是相互关联的。
一方面，神经疾病会影响人的心理状态，
如抑郁症和焦虑症等，而这些心理问题又
会加重神经疾病的病情。另一方面，心理
健康问题也会对神经系统的功能产生影
响，如焦虑症和抑郁症等心理问题会导致
人的情绪波动，进而影响神经系统的工
作。因此，平衡神经疾病和心理健康之间
的关系非常重要。

二、如何平衡神经疾病与心理健康
1.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健康

的生活方式是平衡神经疾病与心理健康
的基础。这包括保持充足的睡眠、合理的

饮食、适量的运动以及良好的社交关系
等。这些因素都对心理健康和神经系统的
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

2. 学会放松：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
学会放松自己的身心是非常重要的。这可
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如冥想、瑜伽、音
乐放松等。这些放松方式可以帮助人们缓
解压力，增强应对困难的能力。

3. 寻求专业帮助：当神经疾病或心
理健康问题影响到日常生活时，寻求专业
帮助是非常必要的。专业的医生或心理咨
询师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病情，制定
合适的治疗方案，同时也可以提供心理支
持和建议。

4. 保持积极的心态：保持积极的心

态是平衡神经疾病与心理健康的关键。人
们应该学会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
战，相信自己的能力，同时也应该学会关
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了解自己的情感需求。

三、神经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预防神经疾病的关键在于保持良好

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心态。此外，定期的
身体检查也是必要的，这样可以及早发现
并治疗潜在的疾病。在治疗神经疾病时，
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都是重要的手段。
总之，平衡神经疾病和心理健康需要我们
采取多种方法 ，建立 健 康的 生 活方 式，
保持积极的心 态 ，并 在必 要 时寻 求 专业
帮助。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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