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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就像是游走于血管内的幽灵， 一旦

堵塞血管，会使血液的运输系统瘫痪，其结果

是致命的，而且，血栓可发生在任何年龄、任

何时间，严重威胁着生命健康。

血栓形成的主要因素

手术、静脉壁损伤、肿瘤、血液高凝状态、

卧床、静脉血流缓慢、恶性肿瘤患者血栓的发

病率。

静脉血栓形成的病因

静脉血流滞缓、静脉瓣损伤、血液高凝状态

下肢静脉血栓的表现

下肢水肿、继发性静脉曲张、皮炎、色素

沉着、郁滞性溃疡等，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部位

以下肢髂、股静脉段最多见。

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病机制

1.

下肢髂、股静脉血栓以左侧多见，为右

侧

2～3

倍，可能与左髂静脉行径较长，右髂

动脉跨越其上， 使左髂静脉受到不同程度的

压迫有关。

2.

下肢静脉血栓，尤其是主干静脉血栓

形成后，患侧肢体血液回流受阻。 在急性期，

血液无法通过主干静脉回流， 使静脉内压力

迅速增高， 血液中的水分通过毛细血管渗入

组织中，造成组织肿胀。同时，静脉压增高，迫

使侧支静脉扩张、开放，淤积的血液通过侧支

静脉回流，使肿胀逐渐消退。

深静脉下肢血栓临床表现

1.

局部疼痛感，行走时加剧

2.

局部沉重感，站立时症状加重

3.

患肢肿胀，较健侧同一部位周径大于

1cm

以上，除外其它因素

4.

患肢轻度发绀，局部皮肤温度升高，可

出现红斑压痛

5.Homans

征阳性：将足尖向背侧急剧弯

曲时，可引起小腿肌肉深部疼痛。

6.Luke

’

s

征阳性： 前后位压迫腓肠肌时

疼痛增加

7.

浅静脉曲张

深静脉下肢血栓的检查化验

颈部及双下肢血管超声、

CT

、

MRI

、 血栓

弹力图、

D

二聚体（

D-D

）、查凝血功能

下肢静脉血栓的预防

1.

做好术前健康宣教

:

术前禁烟、多作深

呼吸、主动活动、多饮水避免用过紧的腰带、

吊袜和紧身衣裤。

2.

静脉血栓风险评估（

0~1

低危，

2

中危，

3~4

高危，

5~7

极高危）

3.

颈部及双下肢血管

B

超，“血栓弹力

图”来预测或评价血栓风险

4.

高危患者术后

48

小时以上，排除出血

风险后给予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

下列情况禁用：

1.

充血性心力衰竭，肺水肿和下肢严重

水肿。

2.

下肢深静脉血栓症，血栓性静脉炎或

肺栓塞。

3.

下肢局部情况异常

(

皮炎

,

坏疽

,

近期接

受皮肤移植术

),

下肢血管严重硬化或其他缺

血性血管病及下肢严重畸形等。

血栓的治疗原则

1.

非手术治疗 ：

①

使用抗凝血药物，阻

止血栓进一步发展

②

压缩治疗， 使用弹力袜

或绷带增加血液循环。

2.

手术治疗 ：

①

血管介入手术，通过导

管治疗或移除血栓

②

进行手术切除血栓或修

复血管。

预防静脉血栓的健康宣教

1.

长期久坐不动：最容易诱发血栓

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也已成为发病的主要

诱因，医学专家把这种病称作“电脑血栓”。坐

在电脑前

90

分钟以上，会导致膝部血液流动

减少

50%

，从而增加了血栓形成的概率。 所

以，使用电脑

1

时就应该休息立刻，起身运动，

伸伸胳膊踢踢腿，活动踝关节，拉伸腿部肌肉。

树立“久坐不动易患血栓”的观念，在生活中改

掉“久坐不动”的习惯，是预防血栓必备方法！

2.

走路：动起来，从头到脚防血栓

在预防血栓形成，走路能保持有氧代谢、增

强心肺功能，促进全身从头到脚的血液循环，防

止血脂在血管壁堆积，防止血栓形成。 走路防

血栓，要注意“三五七”原则：“三”是指每天要步

行

3000

步以上，且保证

30

分钟，并坚持做到有

恒、有度，过分激烈的运动对身体不利。“五”是

指每星期要运动五次以上。

“七”是指运动后心率

+

年龄

=170

。 例如：

50

岁的人，运动后心率达到

120

次。（身体极好者

可达到

190

次；身体不好者不要超过

150

次，具

体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调节）

如果觉得“三五七”原则太难记，那就记住

一句话：每天至少快走

30

分钟，直到身体发热、

甚至微微发汗，就达到锻炼效果了。

栓是隐蔽杀手，

99%

的血栓没有任何征

兆！而且血栓可发生在任何年龄、任何时间，严

重威胁着生命健康。呼吁所有人都应具备防栓

意识！

（作者单位：广西玉林市中医医院）

静脉血栓的成因与预防方法

□

许秀珍

心脏血管超声检查是一种无创性的心脏

和大血管检查手段， 它已经成为心血管疾病

诊断和随访的重要工具。 本文将向大家介绍

心脏血管超声检查的相关知识， 帮助大家快

速了解这项检查的意义、原理、适应症、注意

事项等。

一、什么是心脏血管超声检查？

心脏血管超声检查是一种利用超声波技

术对心脏和大血管进行检测的方法。 通过该

方法，医生可以观察心脏和大血管的结构、运

动状态以及血液流动情况， 从而对心血管疾

病进行诊断和评估。

二、心脏血管超声检查的意义

1.

诊断心血管疾病： 通过心脏血管超

声检查， 医生可以观察到心脏和大血管的

结构异常、血流动力学改变等情况，从而对

各种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心肌病、高血压

等进行诊断。

2.

评估治疗效果：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

过程中， 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可以帮助医生评

估治疗效果， 如药物、 手术等治疗措施的效

果，以及康复过程中的恢复情况。

3.

随访监测：心脏血管超声检查是一种

无创性的检查手段， 可以方便快捷地进行随

访监测，为患者提供连续的医疗保健服务。

三、心脏血管超声检查的原理

心脏血管超声检查的原理是利用超声波

技术产生高频声波， 这些声波在心脏和大血

管中传播时，遇到不同物质会反射回超声仪，

形成回声图像。 医生根据这些回声图像可以

判断心脏和大血管的结构、 运动状态以及血

液流动情况。

四、心脏血管超声检查的适应症

1.

心血管疾病诊断：心脏血管超声检查

是心血管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之一， 适用于

各种心血管疾病的初步筛查和确诊。

2.

康复期监测：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康

复期， 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可以帮助医生监测

治疗效果和恢复情况。

3.

其他情况：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呼吸

困难、胸痛等症状的患者，医生可能会建议进

行心脏血管超声检查以排除心血管疾病的可

能性。

五、注意事项

1.

准备：在进行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前，请

务必告知医生您的病史和症状，以便医生更好

地评估您的病情。 同时，请穿着宽松舒适的衣

服，便于进行检查。

2.

配合：在进行心脏血管超声检查时，请保

持平静呼吸，不要过于紧张。 医生会指导您进

行必要的动作以获取最佳的超声图像。

3.

复查：如果您需要进行多次心脏血管

超声检查，请务必遵循医生的建议，按时进

行复查。

总之，心脏血管超声检查是一种重要的无

创性检查手段，可以帮助医生对心血管疾病进

行诊断和评估。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或其他相

关症状，请务必咨询医生以了解是否需要进行

该项检查。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妇产医院）

心脏血管超声检查的原理与注意事项

□

王 品

百草枯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农业化学品，

主要用于杀虫和除草。然而，如果不慎摄入或

误用，它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中毒反应。这篇文

章将介绍如何识别百草枯中毒， 以及关键的

急救步骤。

一、识别百草枯中毒

百草枯中毒的症状可能因摄入的量而

异，但通常会出现以下症状：口腔、喉咙和胃

部烧灼感，恶心、呕吐、腹泻，呼吸困难，疲劳，

头晕，甚至休克。 如果有人出现这些症状，尤

其是同时伴有暴露史（如使用百草枯或接触

过相关环境），应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可能的

中毒原因。

二、急救关键步骤

1.

催吐：如果可能，应尽快诱导中毒者吐

出有毒物质。 用干净的器具（如汤匙或压舌

板）刺激咽喉部催吐。之后，口服白陶土悬液，

或者就地取材用泥浆水

100-200ml

口服。 随

后采取阻止毒物继续吸收、加速毒物排泄、防

止肺纤维化和对症与支持疗法等处理。

2.

洗胃：如果呕吐物或大便仍含有有毒

物质，可能需要洗胃。 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使

用家用清洁剂（如温水稀释的醋或柠檬汁）进

行洗胃。但请注意，这些方法可能无法完全清

除百草枯， 而且频繁的呕吐和洗胃可能会加

重身体脱水。

3.

维持体液平衡：中毒者可能因大量出

汗、呕吐或腹泻而脱水。 因此，应尽快补充水

分（如饮用水、果汁等），并遵循医生的指导进

行适当的补液治疗。

4.

呼吸支持：如果中毒者出现呼吸困难，

应立即进行呼吸支持。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使

用手动或自动呼吸气囊， 并尽快将患者送往

医院接受更专业的治疗（如呼吸机支持）。

5.

避免使用某些药物：某些药物可能会

加重百草枯中毒的症状，如吗啉、环磷酰胺、

丙磺舒等。如果中毒者正在使用这些药物，应

告知医生并避免自行更改治疗方案。

6.

心理支持：中毒者在经历如此严重的

中毒事件后，可能会感到焦虑、恐惧或沮丧。

因此， 提供心理支持也是急救过程中的重要

一环。

三、预防与教育

预防百草枯中毒的最佳方法是教育公众

正确使用此类化学品， 并确保儿童和宠物远

离这些危险物质。此外，定期检查家庭和工作环

境中的百草枯使用情况， 确保没有泄漏或残留

的化学品。

总结，百草枯中毒是一种严重的健康威胁，

但通过识别中毒症状、 采取适当的急救措施和

预防教育，我们可以大大降低其影响。对于任何

疑似中毒的症状， 应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可能

的中毒原因。同时，公众应了解如何正确处理此

类化学品，以减少意外中毒的风险。

最后，我们也要强调急救的重要性。无论何

时，当有人需要急救时，快速、准确的反应都是

至关重要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和掌握基

本的急救技能， 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提供必

要的帮助。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中心医院）

百草枯中毒识别与急救的关键步骤

□

边 坤

急诊科是医院中最为忙碌和紧张的科室

之一， 这里的患者往往处于极度紧张和不安

的状态。作为急诊科护士，不仅需要具备高超

的护理技能， 还需要掌握与患者进行有效沟

通和安抚的技巧。 本文将探讨急诊科护士如

何与患者进行沟通和安抚， 以期帮助读者了

解这一重要职业领域。

一、了解患者需求

急诊科护士在接待患者时， 首先要了解

患者的病情、病史、症状等信息。 在与患者沟通

时，应保持耐心，倾听患者的描述，并适当提出

疑问，以获取更多信息。 同时，护士还应该关注

患者的情绪变化，注意观察他们的面色、表情和

动作，以便更好地理解患者的需求。

二、运用语言技巧

1.

简明扼要：在与患者沟通时，护士应该

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解释医学术语和概念，确

保患者能够理解。

2.

鼓励表达：鼓励患者表达自己的感受

和需求，让他们感到被尊重和理解。

3.

积极反馈：对患者的问题和需求给予

积极的反馈， 让他们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听到

和重视。

三、非语言沟通技巧

除了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同样重要。以

下是几个关键的非语言沟通技巧：

1.

眼神接触：与患者保持眼神接触，表示

关注和理解。

2.

身体姿势：保持身体微微前倾，表示倾

听的兴趣。

3.

面部表情：运用温和的面部表情，传达

关爱和支持。

4.

触摸：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患者轻柔

的触摸，如握手或拍拍肩膀，以示安慰和

支持。

四、提供心理支持

急诊科的患者往往面临巨大的心理压

力，因此，护士需要提供心理支持，帮助他们

缓解紧张情绪。 以下是一些提供心理支持的

方法：

1.

倾听：认真倾听患者的感受和需求，让

他们感到被关心和理解。

2.

鼓励积极态度：鼓励患者保持乐观和

积极的态度，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3.

分享成功案例：分享一些成功治愈的

案例，帮助患者树立信心。

五、建立信任关系

信任是良好沟通的基础。 急诊科护士

需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关心态度， 建立

与患者的信任关系。 以下是一些建立信任关

系的方法：

1.

尊重患者：尊重患者的隐私和权利，避免

泄露患者的个人信息。

2.

真诚对待：真诚对待每一位患者，让他们

感受到护士的关心和支持。

3.

持续改进：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护理

技能，以满足患者的需求。

总之， 急诊科护士在与患者进行沟通和安

抚时，需要具备高度的专业素养和关心态度。通

过了解患者需求、运用语言技巧、非语言沟通技

巧、提供心理支持、建立信任关系等方法，急诊

科护士能够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 帮助

他们度过生命中的艰难时刻。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护士与患者沟通和安抚的方法浅析

□

任敬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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