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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疾病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疾
病之一，而呼吸内科护理在疾病的预防、治疗
和康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确评估患
者的病情是呼吸内科护理的核心，本文将介
绍如何正确评估患者的病情，以帮助医护人
员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

一、评估患者的病史和症状
1.询问患者的病史，包括家族史、吸烟

史、职业史等，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患者的
病情。

2.详细了解患者的症状，如咳嗽、咳痰、
呼吸困难、胸痛、发热等，这些症状是诊断疾
病的关键。

3.注意患者的病程和病情变化，了解患
者是否出现新的症状或原有症状的加重。

二、评估患者的身体状况
1.观察患者的精神状态，判断患者是否

出现情绪波动、意识障碍等。
2.检查患者的呼吸频率、节律和深度，判

断是否存在呼吸困难的症状。
3.评估患者的皮肤颜色和温度，判断是

否存在缺氧或发热等症状。
4.检查患者的四肢肌力，判断是否存在

肌肉或神经损伤等。
三、评估患者的生命体征
1.监测患者的血压、心率、体温等生命体

征，了解患者的基本生命体征状况。
2.观察血压和心率的波动情况，判断是

否存在高血压、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
3.定期测量血氧饱和度，了解患者是否

存在缺氧症状，为治疗提供依据。
四、正确评估患者病情的注意事项
1.医护人员应具备扎实的医学知识和技

能，能够准确诊断和评估病情。
2. 医护人员应尊重患者的主观感受，不

应忽视或误导患者的症状描述。
3. 医护人员应保持客观和严谨的态度，

不应过度诊断或漏诊病情。
4.医护人员应与患者及其家属保持良好

的沟通，共同制定合理的护理计划。
五、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
在正确评估患者病情的基础上，医护人员应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
1.对于急性发作的患者，应给予及时的

治疗和护理，如吸氧、雾化、抗生素等。

2.对于慢性病患者，应给予长期的药物治
疗和康复训练，如使用药物控制病情、调整饮食
和生活习惯等。

3.对于呼吸困难的患者，应给予适当的呼
吸支持，如鼻导管吸氧、面罩吸氧、呼吸机等。

4. 对于存在心理问题或情绪波动的患者，
应给予心理疏导和情绪支持，帮助患者保持积
极的心态。

正确评估患者的病情是呼吸内科护理的关
键，医护人员应具备扎实的医学知识和技能，尊
重患者的主观感受，保持客观和严谨的态度，与
患者及其家属保持良好的沟通。在此基础上，根
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为
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

（作者单位：河北省隆化县医院）

如何正确评估患者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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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作为人体的核心器官，以其持续而
有力的跳动，为全身输送血液和氧气。然而，
心脏疾病如心血管疾病（CVD）的威胁却时刻
存在。这篇文章将引导我们深入了解心脏，以
及如何预防和应对心血管疾病。

一、心脏的结构与功能
心脏由心肌构成，其形状类似于一个倒

置的梨子。心肌细胞具有自律性和节律性，能
够按照一定的节律进行收缩和舒张，从而推
动血液流动。此外，心脏还包括冠状动脉、心
包、心瓣膜等结构。冠状动脉为心肌细胞提供
氧气和营养，而心瓣膜则控制着血液的流动
方向。

二、心血管疾病及其成因
心血管疾病是一类疾病的统称，包括

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这
些疾病的成因复杂，主要与年龄、家族史、
饮食、运动、吸烟、饮酒等因素有关。例如，
家族史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风险因
素，有家族史的人更易患病。饮食方面，高
脂肪、高盐、高糖的食物可能导致血压和血
脂升高，增加患病风险。

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方法
1.健康饮食：保持均衡的饮食，多摄入

蔬菜、水果、全谷物和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
物。减少饱和脂肪和盐的摄入，避免过多糖
分摄入。

2.规律运动：每周至少 150 分钟的中等
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骑车、游泳等。同时，
增加肌肉锻炼以保持身体力量。

3.控制体重：肥胖会增加心脏负担，增加
患病风险。应保持合适的体重，避免过度的脂
肪摄入。

4.戒烟限酒：戒烟是降低心血管风险的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限制酒精摄入也是重要
的，因为过量饮酒会提高患病风险。

5.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长期的压力和
焦虑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学会应对
压力、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对于预防心血管
疾病非常重要。

6.定期体检：定期进行血压、血脂、血糖
的检查，有助于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

7.定期体检还包括心脏的检查，如心电
图和超声心动图等，可以及时发现心脏结构
和功能的变化。

四、应对心血管疾病的方法
1.及时就医：一旦出现胸闷、胸痛、呼吸

困难等症状，应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可能是心
血管疾病的信号，需要尽快就医以防止病情
恶化。

2.遵循医生建议：医生通常会根据病情制
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包括药物治疗、生活方
式调整等。应遵循医生的建议，确保治疗的有
效性。

总结，了解心脏的结构与功能，以及如何
预防和应对心血管疾病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健
康的生活方式、定期的体检和及时就医，我们
可以有效地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守护我
们的健康。

（作者单位：山东省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心血管疾病的预防与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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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术室中，护理人员需要面对各种复
杂的医疗环境和高风险的医疗设备。因此，了
解并掌握正确的手术器械处理和个人防护知
识，对于保障医护人员自身健康和手术安全
至关重要。本文将向读者介绍一些关于手术
室护理的小知识，包括正确的手术器械处理
与个人防护。

一、手术器械处理
1.清洁与消毒：手术器械在每次手术后

必须进行清洁和消毒。使用高压水枪和刷子
彻底清洗器械上的血液和其他体液，去除细
菌和病毒。消毒剂如含氯或过氧化物的浸泡
液对大多数病原体具有杀灭作用。

2.干燥：消毒完毕后，应确保所有器械干
燥。潮湿的环境有利于细菌滋生，可能导致术

后感染风险增加。
3.储存：干燥后的手术器械应储存在适

当的容器中，以避免再次污染。容器应密封良
好，并标记为“手术器械专用”。

4.分类处理：根据手术器械的不同材质
和用途，进行分类处理。锐利器械应特别小心
处理，避免刺伤或划伤。

5.特殊器械处理：对于锐利器械（如刀
片），应使用防刺设备进行操作，并在使用后
立即丢弃。对于植入物，应遵循制造商的指导
进行适当的储存和处理。

二、个人防护
1.正确佩戴手套：在进行手术时，应佩戴

高质量的手套，并确保它们完全覆盖手部。手
套应定期更换，并在更换前对双手进行消毒。

2.佩戴眼罩和口罩：除了手套外，还应佩
戴眼罩和符合标准的口罩，以减少吸入有害
物质和病菌的风险。

3.定期消毒：在进行手术期间，应定期对
接触过患者的区域进行消毒，尤其是在处理
血液、体液和分泌物之后。可以使用含有酒精
或过氧化物的消毒液进行擦拭。

4.避免接触患者血液：在手术过程中，应
尽量避免直接接触患者的血液和体液。如有
必要，可使用吸水材料或纱布来吸收液体，并
尽量避免皮肤直接接触。

5.卫生习惯：保持个人卫生至关重要。手
术室护理人员在工作中应遵循洗手和消毒的
基本规则，尤其是在接触患者前后。此外，应
避免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处理患者的呕吐物

或排泄物。
三、结语
正确的手术器械处理和个人防护对于手

术室护理至关重要，能够降低患者感染的风
险，同时保障医护人员的健康。通过了解并遵
循这些小知识，护理人员可以更好地应对手
术室中的各种挑战，为患者提供更安全、更有
效的医疗服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医学技术的不
断进步，新的挑战和问题也在不断出现。因
此，作为手术室护理人员，持续学习和更新相
关知识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不断努力，我们能
够为患者和医护人员创造一个更安全、更健
康的手术环境。

（作者单位：河北省玉田县医院）

手术室的手术器械处理与个人防护
阴 张亚伟

急重症患者的多学科协作与救治策略对
于患者的康复非常重要。多学科协作的救治
策略能够充分利用各学科的专业知识和资
源，为患者提供全面、系统、有效的治疗。以下
是一些科普知识：

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在急重症患者的救治过程中，不同学科

的专业人员需要密切协作，共同为患者提供
最佳的治疗方案。这包括医生、护士、急救人
员、心理医生、营养师、康复专家等。每个学科
都有其独特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为患者
提供不同的支持和帮助。

早期评估与诊断
在多学科协作中，早期评估和诊断是至

关重要的。医生需要迅速对患者的病情进行

评估，确定病因和可能的风险，以便制定适当
的治疗计划。多学科团队的成员可以提供不
同的视角和专业知识，帮助医生做出准确的
诊断。

制定综合治疗方案
多学科协作的治疗策略要求各学科的

专家共同制定综合治疗方案。这包括药物
治疗、手术、心理支持、营养管理、康复训练
等多个方面。通过综合分析患者的病情和
需求，各学科的专家可以提供个性化的治
疗方案，确保患者在各个方面的需求得到
满足。

持续监测与调整
在急重症患者的救治过程中，持续的监

测和调整是必不可少的。多学科团队需要密

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根据需要及时调整

治疗方案。这包括监测生命体征、药物反应、

营养状况、心理状态等方面。通过持续的监测

和调整，团队可以确保患者得到最佳的治疗

效果，并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与其他医疗机构的合作
在救治急重症患者时，与其他医疗机构

的合作也非常重要。多学科团队可以与邻近

的医疗机构建立联系，以便在需要时能够迅

速提供支援。这种合作可以确保患者得到及

时、有效的治疗，并减少资源浪费。

心理支持与健康教育
急重症患者的救治过程中，心理支持与

健康教育同样重要。患者及其家属可能会面

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焦虑，这可能会影响他们
的康复过程。多学科团队可以提供心理支持，
包括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帮助患者及其家
属应对心理压力。此外，团队还可以提供健康
教育，向患者及其家属介绍疾病相关知识、治
疗过程和康复方法，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疾
病，促进康复。

总之，急重症患者的多学科协作与救治
策略对于患者的康复非常重要。通过团队协
作、早期评估与诊断、制定综合治疗方案、持
续监测与调整、与其他医疗机构的合作以及
心理支持和健康教育等措施，多学科团队可
以为患者提供全面、系统、有效的治疗，促进
患者的康复。

（作者单位：河北省黄骅开发区博爱医院）

急重症患者的多学科协作与救治策略
阴 崔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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