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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晕是一种常见的症状，许多人都曾经
历过这种不适感。然而，大多数人可能对头晕
并不了解其成因和治疗方式。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介绍头晕的种类以及相应的治疗方
法，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一常
见症状。

一、头晕的种类
1. 眩晕：眩晕是一种运动错觉，表现为天

旋地转，让人感到站立不稳。这种症状通常由
前庭系统疾病引起，例如梅尼埃病、晕动病
等。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如抗组胺药、抗
胆碱能药物等）、中医理疗以及手术治疗（如

前庭神经切断术、手术治疗梅尼埃病等）。
2. 头昏：头昏是一种昏沉感，使人感到头

重脚轻，走路不稳。头昏通常由身体疲劳、睡
眠不足、精神紧张或焦虑等因素引起。治疗方
法包括充分休息、放松心情、适当锻炼等。对
于长期头昏的患者，可能需要调整生活方式
和寻求心理治疗。

3. 贫血性头晕：贫血是指血液中红细胞
数量或质量减少，导致血液携氧能力下降。贫
血可能导致头晕、乏力、面色苍白等症状。治
疗方法包括补充铁剂、叶酸、维生素 B12 等
营养物质，调整饮食结构（如增加富含铁质的

食品摄入），以及针对贫血的病因进行治疗
（如输血、手术等）。

二、治疗方法
1. 对于眩晕患者，药物治疗和中医理疗

是常见的治疗方法。药物治疗可根据病情选
择抗组胺药、抗胆碱能药物等，中医理疗则包
括推拿、针灸等。手术治疗则适用于严重的眩
晕患者，如前庭神经切断术、手术治疗梅尼埃
病等。

2. 对于头昏患者，调整作息、保证充足的
睡眠以及放松心情是关键。同时，保持良好的
心态，避免过度紧张和焦虑，也是减轻头昏的

重要措施。对于长期头昏的患者，建议寻求心理
治疗以帮助调整心态和情绪。

3. 对于贫血性头晕患者，补充营养物质、
调整饮食和针对病因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方法。
补充铁剂、叶酸、维生素 B12 等营养物质的同
时，调整饮食结构，增加富含铁质的食品摄入也
是必要的。

总之，头晕的种类多样，治疗方法也各不相
同。了解头晕的成因和对应的治疗方法，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应对这一常见症状。在出现头晕症
状时建议及时就医，以便得到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作者单位：河南省焦作市中医院）

头晕的种类与治疗方法探究
阴 梁更新

血液在全身持续循环可流经各个器官，
对维持身体代谢循环具有重要作用。血常规
检查是临床中最基础的检查之一，包含红细
胞、血红蛋白、白细胞、血小板等方面，血常规
检验中许多常用敏感指标可反映机体病理改
变，通过对血液中的各种指标进行检测，治疗
中通过血常规检验可以观察疗效，医生可以
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诊断疾病并制定治疗
方案。那么，血常规检查都包括哪些指标呢？
这些指标又反映了人体的哪些状况呢？接下
来，让我们一一解读。

一、血常规检查的主要指标
1. 红细胞计数（RBC)和血红蛋白(HGB)

浓度
红细胞是负责输送氧气的细胞，而血红

蛋白则是红细胞内的含铁蛋白质，主要功能
是携带氧气。红细胞计数和血红蛋白浓度反
映了血液的携氧能力。当这两项指标偏低时，
可能提示贫血等疾病。

2. 白细胞计数（WBC）和分类计数
白细胞是人体的防御细胞，可以抵御外

来病原体入侵。白细胞计数反映了人体的免
疫状态，而分类计数则可以进一步了解各种
类型白细胞的比例，从而帮助诊断疾病。白细
胞计数偏高可能提示感染或血液疾病等。

3. 血小板(PLT)计数
血小板具有维持血管内皮完整性以及黏

附、聚集、释放、促凝和血块收缩等功能，因此
血小板计数反映了血液的凝血功能。血小板
计数偏低可能导致出血倾向，偏高则可能提
示骨髓增生性疾病等。

4. 红细胞压积（HCT）
红细胞压积是指红细胞在血液中所占体

积的百分比。它可以反映红细胞的数量、平均
体积以及血浆的多少。红细胞压积偏低可能
提示贫血，偏高则可能由于失水等原因导致
血液浓缩。

5. 红细胞平均体积（MCV）

红细胞平均体积是指每个红细胞的平均
体积的大小，可以帮助判断贫血的类型。
MCV 偏低提示小红细胞贫血，如缺铁性贫
血；偏高则提示大红细胞贫血，如巨幼细胞性
贫血。

6.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含量（MCH）和
浓度（MCHC）

这两项指标反映了红细胞内血红蛋白的
平均含量和浓度。它们可以帮助医生了解贫
血的类型和程度。例如，MCH 和 MCHC 偏
低可能提示缺铁性贫血。

二、血常规检查的意义
血液是维持人体正常活动的重要物质，

可以调节维护人体各处机能活动与内外环境
平衡，血常规检查是一项常规体检项目，血常
规检验中要关注红细胞、白细胞与血小板等
细胞检查结果。通过对以上指标的检测和分
析，医生可以了解患者的贫血、感染、炎症、凝
血功能等方面的状况，为疾病的诊断、治疗和

预后评估提供依据，有助于体检者早预防，及时
治疗疾病，提高身体素质。同时，血常规检查还
可以帮助医生监测患者的病情变化和治疗效
果，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大众要积极了解血常规
检查内容，定期进行体检，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血液不断流动于人体循环中，是参与人体
新陈代谢的重要部分，血液中有形成分发生病
理性变化会影响组织器官正常运行。血常规检
查是一项重要的临床检查项目，是辅助调整疾
病治疗的重要依据。血常规各项指标存在地区、
年龄、性别与体质指数等方面差异。通过对血液
中的各项指标进行检测和分析，医生可以了解
患者的身体状况并辅助诊断疾病。因此，定期进
行血常规检查对于保持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
义。了解血常规检查各项指标的含义和正常范
围，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身体状况，采取相应的保
健措施。

（作者单位：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童游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血常规的指标有哪些
阴 曾信君

冠心病，全称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是一种由于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导
致血管狭窄、阻塞，进而引发心肌缺血、缺氧
或坏死的心脏病。对于冠心病患者，自我管理
技巧在预防和缓解病情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以下为一些重要的自我管理技巧：

一、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1. 饮食调整：控制饮食对于冠心病患者

至关重要。应遵循低盐、低脂肪的饮食原
则，选择富含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
物，如水果、蔬菜、坚果和全谷物。避免过
多的糖分和高胆固醇食物，如油炸食品、

肥肉和甜点。适量饮水有助于保持身体正
常代谢。

2. 适量运动：定期运动有助于增强心血
管功能，降低血压，改善血脂水平。建议选择
有氧运动，如步行、慢跑、游泳等，每周至少进
行三次，每次持续 30 分钟至 1 小时。

3. 控制体重：肥胖会增加心脏负担，加速
动脉硬化的进程。应定期监测体重，保持适当
的体重范围。

4. 戒烟限酒：戒烟是预防冠心病的重要
措施，因为它会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限制酒
精摄入对于冠心病患者也十分重要。

二、定期监测和管理病情
1. 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定期进行心电图、

血压和血脂等检查，以便及时发现病情变化。
2. 自我监测：了解冠心病的常见症状，如

胸痛、胸闷、气短等，学会在症状出现时进行
自我监测。如有异常感觉或症状持续不减，应
及时就医。

3. 记录健康日记：记录每日的饮食、运
动、症状等，便于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三、应对心理压力
长期患有冠心病可能会带来心理压力，

影响身心健康。患者应学会合理调节情绪，减

轻心理压力。与家人、朋友保持沟通，寻求心理
支持；培养兴趣爱好，如绘画、写作、园艺等，以
转移注意力；尝试冥想或深呼吸等放松技巧。

四、遵循医生的建议
患者应遵循医生的建议，按时服药、定期复

查，如有病情变化及时就医。不要随意更改治疗
方案或停药，以免加重病情。

总的来说，冠心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技巧包
括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监测和管理病情、
应对心理压力以及遵循医生的建议。通过这些
技巧，患者可以更好地预防和缓解病情。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宣钢医院）

探讨冠心病患者自我管理的技巧
阴 崔文燕

羊水栓塞是分娩过程中一种严重的并发
症，它发生在羊水中的胎儿成分进入母体血
液循环时。羊水中的胎儿成分包括毳毛、胎
脂、胎粪等，这些物质进入母体血液循环后，
会引起母体的免疫反应，导致肺动脉高压、休
克、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严重后果。羊
水栓塞的发病率虽然很低，但死亡率却非常
高，是产科最严重的急症之一。

一、羊水栓塞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在分娩过程中胎儿生活在羊水中，这些

羊水通过胎盘与母体进行交换。有时羊水及
其内容物可能会进入母体的血液循环，这被
称为“羊水栓塞”。当羊水及其内容物进入母
体的血液循环时，母体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
反应，包括呼吸困难、低血压、心率失常、甚至
死亡。羊水栓塞的发生通常与分娩有关，尤其
是剖腹产、子宫破裂、胎盘早剥等情况下更容
易发生。此外，一些因素可能增加羊水栓塞的
风险，例如高龄分娩、多胎妊娠、胎位不正、产
程过长或过短等。

二、如何预防羊水栓塞
虽然羊水栓塞的发生率相对较低，但预

防羊水栓塞仍然非常重要。以下是一些预防

羊水栓塞的方法：
1. 定期产检：通过定期产检可以及时发

现和处理各种可能导致羊水栓塞的高危因素。
2. 合理选择分娩方式：在选择分娩方式

时，应充分考虑产妇和胎儿的情况，避免不必
要的剖腹产。

3. 避免急产和滞产：在产程中应保持稳
定的心态和情绪，避免急产和滞产，以减少羊
水栓塞的风险。

4. 注意产后护理：产后应密切观察产妇
的生命体征和症状，如出现异常情况应及时
处理。

三、如何处理羊水栓塞
如果发生羊水栓塞，应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1. 保持呼吸道通畅：确保患者能够正常

呼吸，必要时需要气管插管或呼吸机辅助呼吸。
2. 维持循环血量：通过输液和输血等措

施，保持患者的血压稳定。
3. 药物治疗：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使用

相应的药物治疗，如抗过敏药物、强心药等。
4. 产科处理：在羊水栓塞发生后，应迅速

进行产科处理，包括剖宫产、阴道助产等，以
尽快结束分娩。

5. 严密监测：对患者的生命体征、症状等
进行严密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理任何异常情况。

6. 心理支持：在处理过程中，应对患者和
家属进行心理支持，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

四、羊水栓塞预防处理注意事项
羊水栓塞的预后因个体差异而异，其预

后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大多数及
时诊断并接受治疗的羊水栓塞患者可以完全
康复。然而，如果羊水栓塞严重且未得到及时
治疗，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包括多器官功
能衰竭、休克甚至死亡。因此，对于羊水栓塞
的预防和处理，及时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

1. 产前检查：定期进行产前检查可以帮
助识别和纠正可能导致羊水栓塞的高危因
素。例如，如果存在前置胎盘、胎盘早剥等问
题，可以提前采取干预措施。此外，通过超声
检查可以了解胎盘的位置和状态，有助于预
测和预防羊水栓塞的发生。

2. 改善产程处理：在分娩过程中，密切监
测产妇的生命体征和症状变化可以帮助早期
发现羊水栓塞的迹象。如果发生羊水栓塞，立
即采取措施改善产妇的呼吸和循环功能，包
括面罩给氧、气管插管、抗过敏治疗等。同时

需要快速结束分娩，以减少对产妇的进一步损
伤。在产程中应避免使用缩宫素等药物，以降低
羊水栓塞的风险。

3. 培训医护人员：提高医护人员对羊水栓
塞的认识和诊断能力是预防和处理羊水栓塞的
重要环节。对医护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和教育，使
其了解羊水栓塞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和治疗
方法，以便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这种紧急情况。
此外，医护人员在处理高风险产妇时应该更加
警惕，并做好充分的应急准备。

4. 心理支持：在处理羊水栓塞的过程中，
对产妇和家属进行心理支持同样重要。这可以
帮助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增强信心和配合度。
医护人员应该耐心地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并
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以帮助产妇和家属度过
这个难关。

5. 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已经发生的羊水栓
塞病例，应该进行深入的病例分析和总结经验
教训。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导致羊水栓塞的具
体原因和改进措施，以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此
外，分享这些经验教训也有助于提高医护人员
对羊水栓塞的认识和处理能力。

（作者单位：广西钦州市妇幼保健院）

如何预防和处理羊水栓塞
阴 陈雅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