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发热门诊的感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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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全球人员高频流动的医疗环境

中，发热门诊作为应对发热和潜在传染性疾

病的重要场所，其感控措施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本文将详细介绍如何通过一系列有效的

感控措施，预防交叉感染，确保患者和医护

人员的安全。

一、环境清洁与消毒

1.

定期清洁和消毒门诊环境，包括诊室、

候诊区、卫生间等。

2.

使用有效的消毒剂，按照说明书正确

使用，确保消毒效果。

3.

合理安排清洁和消毒的频率，尤其是

在患者密度较高的时段。

二、合理布局医疗设备

1.

将高频接触的医疗设备（如听诊器、血

压计等）与可能接触病毒的设备（如输液器、

注射器等）分开。

2.

设备应放置在专用的设备柜中，避免

交叉污染。

3.

设备使用后必须及时清洗和消毒。

三、医护人员防护

1.

医护人员应穿戴适当的防护装备，包

括手套、隔离衣、护目镜、鞋套等。

2.

定期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确保他们

正确使用防护装备。

3.

定期检查医护人员的身体状况，如有

不适，应及时就医。

四、患者管理

1.

对所有进入发热门诊的患者进行体温

检测和健康状况评估。

2.

患者应佩戴口罩，遵循卫生部门推荐

的卫生行为，如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

3.

对患者的用品进行分类处理，避免交

叉感染。

五、加强沟通与教育

1.

加强与患者之间的沟通，解释感控措

施的重要性，提高患者的配合度。

2.

向患者及家属提供必要的健康宣传资

料，介绍发热和传染性疾病的预防知识。

3.

定期收集患者和家属的反馈意见，不

断优化感控措施。

六、建立应急预案

1.

制定针对不同传染性疾病的应急预

案，包括隔离、治疗和追踪等措施。

2.

定期进行应急演练，提高医护人员应

对突发状况的能力。

3.

确保应急物资（如隔离病房、防护装备

等）充足，以备不时之需。

七、技术应用与创新

1.

引入先进的感控技术，如空气净化设备、

智能消毒系统等，提高门诊的感控水平。

2.

关注新型病毒和细菌的传播特点，及时

更新感控措施。

3.

与科研机构合作，共同研发针对新型传

染性疾病的防控技术。

综上所述， 发热门诊的感控措施涉及多

个方面，需要全体医护人员共同努力。 通过环

境清洁与消毒、合理布局医疗设备、医护人员

防护、患者管理、加强沟通与教育、建立应急

预案以及技术应用与创新等措施， 我们可以

有效预防交叉感染， 保障患者和医护人员的

健康安全。

（作者单位：河北省魏县中医医院）

当你意识到自己的韧带撕裂时，那种

剧痛和无助的感觉可能会让你感到绝

望。你可能会想知道，是否还有希望能够

重新站起来，重返运动场。 我要告诉你，

即使经历了韧带撕裂的痛苦， 你也能够

走出伤痛，迈向康复之路。本文将为你提

供一个全面的指南， 帮助你从韧带撕裂

的伤痛中恢复过来， 并重新找到自己的

力量和信心。

一、了解韧带撕裂

韧带是连接骨骼之间的弹性组织，它

们在维持身体的稳定性和平衡方面起着

关键作用。 韧带撕裂是指韧带受到过度牵

拉或撕扯，导致其部分或完全断裂。

二、症状与诊断

韧带撕裂的症状包括疼痛、肿胀、关

节不稳定、运动受限等。 如果出现以上

症状，请及时就医，医生会通过体格检

查和影像学测试来确诊韧带撕裂的严重

程度。

三、康复过程

1.

休息：在韧带撕裂的早期阶段，最重

要的是休息和保护受伤的韧带， 避免进一

步损伤。

2.

冰敷：冰敷有助于减轻疼痛和肿胀，

每天

3-4

次，每次

15-20

分钟。

3.

压迫：使用弹性绷带或支具对受

伤的关节进行压迫， 以减轻关节不稳定

和疼痛。

4.

康复锻炼：在韧带撕裂的后期，可以

进行适当的康复锻炼，以促进血液循环、减

轻关节僵硬和预防肌肉萎缩。 合适的康复

锻炼包括关节周围肌肉的等长、等张练习。

5.

物理治疗：专业的物理治疗师可以

提供个性化的康复方案， 帮助你逐步恢复

关节的活动度和柔韧性，提高生活质量。

6.

逐渐恢复运动：在康复过程中，要逐

渐增加运动强度和难度， 以适应撕裂的韧

带。 不要急躁，遵循医生的建议，确保安全

有效地恢复运动能力。

四、注意事项

1.

保持积极的心态：面对韧带撕裂，保持

积极的心态非常重要。 接受并配合医生的治

疗方案，相信自己的康复能力。

2.

定期复查：遵医嘱定期进行复查，以确

保韧带愈合和关节稳定。

3.

避免剧烈运动：在韧带完全康复之前，

避免进行剧烈运动或对抗性强的运动，以防

止二次损伤。

4.

坚持正确的康复训练：正确的康复训

练是韧带撕裂恢复的关键。 请在医生的指导

下进行训练，不要随意更改训练计划。

5.

合理饮食与营养：保证充足的营养摄

入，有助于加速韧带修复和康复过程。

总结： 韧带撕裂是一种常见的运动伤

害， 通过正确的康复训练和注意以上事项，

你可以成功地从伤痛中恢复过来。 重要的是

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因为韧带修复

需要一定的时间。 祝你早日康复！

（作者单位：河北省隆尧县医院）

韧带撕裂的康复过程与注意事项

□

尹朝远

帕金森病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

病，主要影响中老年人群。 其特征性

表现包括手部震颤、 肌肉僵直和步

伐缓慢等。 这些症状是由大脑中的

多巴胺神经元逐渐死亡引起的，导

致神经信号传递障碍。 帕金森病不

仅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 还可

能影响他们的社交和情绪。

一、帕金森病的症状与影响

帕金森病的症状通常在患者

45

到

65

岁之间出现， 早期症状可

能包括手部震颤或肌肉僵直。 随着

病情的发展，患者可能会出现步伐

缓慢、平衡问题、语言困难以及情

绪波动等问题。 这些症状会影响患

者的日常生活，如饮食、睡眠、工作

以及人际关系等。

二、如何正确认识帕金森病？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帕金森

病是一种常见的疾病，虽然它可能

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但患者并非

无法独立生活。 许多患者在患病早

期仍能保持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

甚至能继续工作。 然而，我们也要

理解到这种疾病带来的身体和情

绪困扰。 我们需要以同情和理解的

心态对待这些患者，提供必要的支

持和帮助。

三、帕金森病的治疗

对于帕金森病的治疗，药物是

一个重要的部分。 一些药物能够增

加多巴胺的浓度，以减轻症状。 同

时，手术也可能是一个选项，尤其

是当药物无法有效缓解症状， 且影响了患者的生

活质量时。 另外，物理治疗、康复训练和心理治疗

等方法也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疾病的影响。

四、预防帕金森病的重要性

尽管我们不能预防所有类型的神经退行性疾

病， 但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降低

患帕金森病的风险。 比如保持适度的运动、均衡的

饮食、避免长期接触有害物质（如某些化学物质或

重金属）以及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等。

总的来说， 正确认识帕金森病需要我们理解

这是一种常见的疾病， 虽然它可能影响患者的日

常生活，但患者并非无法独立生活。 我们需要以同

情和理解的心态对待这些患者， 提供必要的支持

和帮助。 同时， 我们也需要了解如何预防这种疾

病，以及如何在出现症状时正确应对。 通过这样的

科普教育， 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正确认识帕金

森病， 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支持那些正在经历这种

挑战的人。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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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疑虑： 生活中

与他人接触频繁， 担心自己是否感染了

某种传染病？那么，这篇文章将为你解答

这个问题， 为你提供一些关于如何知道

是否有传染病， 以及应该进行哪些检查

的建议。

首先，我们应明确传染病的定义。 传

染病是由病原体引起，能在人与人之间或

动物与人类之间传播的疾病。它们具有传

染性、感染性和流行性等特点。那么，我们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可能感染传染病呢？一

般来说， 如果一个人接触了传染病患者，

就有可能被感染。 但是，有些传染病早期

可能没有症状，因此难以自我察觉。因此，

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和必要的传染病筛查

是预防传染病的关键。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应该进行哪些检

查以确定是否有传染病。 一般来说，体检

是必要的， 可以检查出一些潜在的健康问

题。 此外，对于可能存在传染病的地区或人

群，需要进行的检查包括：

HIV

抗体检测、乙

肝表面抗原检测、丙肝抗体检测、梅毒检测、

流感病毒检测等。这些检查可以帮助我们了

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以及是否存在传染病的

可能性。 其中，

HIV

抗体检测和乙肝表面抗

原检测是针对血液传播疾病的筛查，而丙肝

和梅毒则需要定期进行检测。 此外，流感病

毒检测对于预防季节性流感的传播也十分

重要。

在进行这些检查时，我们需要了解一些

注意事项。 例如，在进行

HIV

抗体检测时，

需要保证充足的时间间隔以确保准确性；对

于需要进行血液检查的项目，我们需要注意

个人卫生， 避免在检测过程中交叉感染；对

于年龄较小或免疫力较低的人群，应特别注

意预防接种和健康保护。 同时，我们应该遵

守卫生部门的公告和规定，积极配合医疗机

构进行各项检查和防控工作。

最后，我们应当明确的是，传染病并非

不可预防和控制的疾病。通过定期的体检和

必要的传染病筛查，我们可以及时发现并治

疗疾病，减少传染病的传播风险。此外，我们

还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如

保持个人卫生、避免与病人接触等，以降低

感染传染病的可能性。

总之， 了解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可能感

染传染病以及进行必要的检查是预防和控

制传染病的关键。 我们应该定期进行体检

和必要的传染病筛查， 同时注意遵守卫生

部门的公告和规定， 积极配合医疗机构进

行各项检查和防控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健康， 减少传染病的

传播风险。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第三人民医院）

判断是否感染传染病须做哪些检查

□

周 杰

在我们生活中，猝死这个词经常被提及。

它代表着生命的突然离场， 常常让我们感到

震惊和无助。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猝死

的定义、原因、了解和预防之道，以期帮助大

家更好地认识这一现象。

一、猝死的定义

猝死是指突发的、意料之外的死亡，通常

发生在短时间内，如几小时或几天内。它是由

于某种潜在的疾病或健康问题导致身体机能

突然崩溃所致。

二、猝死的原因

1.

心脏问题：心脏疾病是导致猝死的主

要原因之一，如心律失常、心肌梗死等。 心脏

疾病会导致心脏无法正常泵血， 身体各部位

因缺氧而死亡。

2.

血管问题：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

血管疾病也是猝死的重要原因。 这些疾病会

导致血管硬化、狭窄，进而影响血液供应。

3.

药物副作用：某些药物可能会引起不

良反应，导致猝死。 在使用药物前，应咨询医

生并仔细阅读说明书。

4.

情绪压力：长期处于紧张、焦虑、抑郁

等情绪压力状态下，可能会引发心血管疾病，

增加猝死的风险。

三、了解猝死的方法

1.

家族病史：家族中有猝死史的人，应特

别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体检，及早

发现并治疗潜在疾病。

2.

生活习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如饮食

健康、适量运动、充足睡眠等，有助于预防猝死。

3.

定期检查：定期体检有助于及早发现

潜在疾病，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

4.

了解急救知识：了解心肺复苏术（

CPR

）

等急救知识， 在遇到猝死事件时能够提供必

要的帮助。

四、预防猝死之道

1.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饮食、适量

运动、充足睡眠是预防猝死的基石。

2.

定期体检：定期进行体检，及早发现潜

在疾病。 如有异常，及时就医。

3.

合理使用药物：遵医嘱使用药物，避免滥

用药物导致不良反应。

4.

学会应对压力：学会调节情绪，避免长期

处于紧张、焦虑、抑郁等情绪压力状态中。

5.

紧急救援措施：掌握心肺复苏术（

CPR

）

等紧急救援措施，在遇到猝死事件时能够提供

必要的帮助。

总之，猝死是一种令人痛心的现象。 通过

了解和预防之道， 我们可以降低猝死的风险，

让生命更加美好和健康。 让我们珍爱生命，关

注健康，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密市中医院）

猝死的原因与预防方法

□

吕彩霞

健康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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