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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师、 医生和护士在麻醉过程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之间的密切配合和协作

对于手术患者的安全和恢复至关重要。 本文

将详细介绍麻醉环节中的配合要点， 并强调

护理工作的重要性。

一、麻醉前的准备工作

1.

麻醉师：麻醉师需要详细了解患者的

病史、过敏史、药物使用情况等，以便制定合

适的麻醉方案。在手术前，麻醉师需要与患者

进行沟通，解释麻醉过程和风险，以减轻患者

的紧张和焦虑。

2.

医生：医生在手术前会对患者进行全

面的检查，包括生命体征、心肺功能等，以确

保患者适合手术。 医生还需要与麻醉师进行

沟通，确认麻醉方案，为手术做好准备。

3.

护士：护士需要在手术前准备必要的

设备和药品，如麻醉器具、输液设备、急救

药品等。 同时，护士还需要协助医生完成术

前准备工作，如患者的体位安置、生命体征

监测等。

二、麻醉过程中的配合

1.

麻醉师：麻醉师需要密切监测患者的

生命体征，根据麻醉方案给予相应的药物。在

手术过程中，麻醉师需要随时调整麻醉深度，

以满足手术和患者的需要。

2.

医生：医生在手术过程中需要保持与

麻醉师的沟通，确认手术进展和患者的反应。

如果出现异常情况， 医生需要及时采取相应

的处理措施。

3.

护士：护士需要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

体征和手术部位的情况，及时报告异常变化。

护士还需要协助麻醉师和医生完成各项操

作，如静脉穿刺、输液等。

三、护理工作的重要性

在麻醉过程中， 护理工作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首先，护士需要协助麻醉师保证患者

生命体征稳定， 以确保患者安全渡过麻醉过

程。 其次，护士还需要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

帮助他们缓解紧张和焦虑情绪。此外，护士还

需要确保手术室的环境卫生和安全，为患者提

供舒适的环境。

综上所述，麻醉环节中的配合要点包括麻

醉前的准备工作、麻醉过程中的密切监测和配

合以及在整个麻醉过程中护理人员要保证液

路通畅，以便麻醉药物顺利输入。 在这三个环

节中，麻醉师、医生和护士需要密切协作，确保

患者的安全和恢复。 护理工作在麻醉过程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需要保持患者生命

体征的稳定，还需要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和环

境保障。 因此，提高医护人员之间的协作能力

和护理水平对于保障患者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医院）

麻醉环节中的配合要点

□

张婷婷

甲流，也称为

H1N1

型流感，是一种

由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

了解甲流的传播途径以及相应的防控措

施， 对于我们有效预防和控制甲流具有

重要的意义。

一、传播途径

1.

空气传播：甲流病毒主要通过空气

中的飞沫、 尘埃等媒介传播。 当患者咳

嗽、打喷嚏或者与他人近距离交谈时，病

毒会被排出，并被他人吸入而感染。

2.

接触传播：甲流病毒可以在物体表

面存活一段时间， 健康人群接触污染的

手、眼、鼻等部位，再触碰口腔黏膜时可

能被感染。

3.

母婴传播：孕妇感染甲流后可以通

过胎盘传染给胎儿， 或者产后通过乳汁

感染新生儿。

二、防控措施

1.

接种疫苗：接种甲型流感疫苗是预

防甲流的有效手段， 可以显著降低感染

风险和重症发生率。 建议每年接种一次，

特别是在季节性流感高发期前（如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

2.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勤洗

手，避免用手触摸口鼻眼等易感染部位；

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 如咳嗽时

用纸巾遮住口鼻。

3.

避免接触可能携带病毒的人员

或物品：尽量减少与患者接触，避免前

往人群密集的场所，如无法避免应佩戴

口罩。

4.

增强免疫力：合理饮食，保证充足

的睡眠和适当的运动， 有助于提高身体

免疫力，增强抵抗病毒的能力。

5.

及时就医：如出现流感症状（如发

热、咳嗽、乏力、喉咙疼痛等），应及时就

医并告知医生自己的患病史。

6.

社区防控：对于易感人群，如老年

人、儿童、孕妇等，应建立健康档案，定期

进行健康检查， 以便及时发现并治疗潜

在的感染者。对于疫情高发区域，应加强监

测和预警，及时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防

止疫情扩散。

7.

教育公众：通过媒体和教育机构向

公众普及甲流的相关知识， 提高公众的自

我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 让人们了解如何

避免传播、如何在家中自我隔离、如何寻求

医疗帮助等。

8.

加强食品卫生和环境卫生：做好食

品卫生和环境卫生， 防止病毒通过食物和

水源传播。定期清洁和消毒公共场所（如电

梯、卫生间等）和家庭环境（如厨房、卧室

等），减少病毒的传播机会。

总之， 防控甲流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

同努力。通过采取上述防控措施，我们可以

有效地减少甲流的传播风险， 保护自己和

他人的健康。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保持良好

的心态，相信科学，相信我们的医护人员，

共同应对这场公共卫生挑战。

（作者单位：河北省中医院）

甲流的传播途径与防控措施

□

闫红倩

糖尿病， 这个在现代社会中愈发普遍

的疾病，如影随行地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

它不仅仅是一种病症，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的改变， 需要受病症影响的人们付出更多

的努力和关注来控制血糖水平， 维持身体

健康。而在这个过程中，综合护理的重要性

显得尤为突出。

一、饮食护理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 需要

合理的饮食护理来控制病情。 对于糖尿病

患者来说，饮食控制是至关重要的，需要合

理控制蛋白质、 碳水和脂肪摄入量， 以低

油、低盐、蔬菜和粗粮为主，不吃辛辣、刺

激、高糖和高脂食物。饮食护理应该遵循以

下原则：

1.

控制总热量摄入：根据患者的年龄、

性别、身高、体重、劳动强度等因素，制定合

理的饮食计划，控制总热量摄入。

2.

合理分配三餐：早餐要吃好，午餐要

适量，晚餐要少吃。同时，要避免暴饮暴食，

避免过度饥饿。

3.

多喝水：糖尿病患者需要保持充足

的水分摄入，以维持身体正常的代谢。

4.

饮食多样化：饮食应该多样化，包括

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低糖分奶制品等。

二、运动护理

运动是糖尿病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

分， 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身体对胰岛素的

敏感性，降低体重，减少脂肪比例，增强体

力。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选择适合的运动

方式非常重要，如慢跑、瑜伽或太极拳等，

每周进行

3-4

次的有氧运动， 每次不低于

40

分钟。

三、药物护理

药物治疗是糖尿病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按时服药并

定期复查是必不可少的。 在药物护理过程中，需要注意以

下几点：

1.

按医嘱定时服药，不要随意更改药物剂量或停药。

2.

注意观察药物效果和副作用 ，如有异常及时

就医。

3.

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不推荐口服降糖药，应选择皮下

脂肪较厚的部位注射胰岛素。

四、日常护理

1.

保持个人卫生，勤换衣物，预防感染。

2.

定期检查血糖、血压和血脂等指标，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

3.

避免过度劳累和精神紧张，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4.

戒烟限酒，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的作息时间。

综上所述，糖尿病病人的综合护理包括饮食护理、运

动护理、药物护理和日常护理等方面。 只有全面、科学地

进行综合护理，才能有效控制病情，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任丘市北汉乡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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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生理感

觉，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变得异常

强烈或持续。 对于疼痛的处理，不仅需

要医学专业知识，还需要患者的自我管

理技巧。 本文将为您详细解读疼痛管理

的理论和实践技巧，帮助您更好地应对

疼痛。

一、疼痛的类型与原因

疼痛可分为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

急性疼痛通常由外伤或手术等急性刺

激引起，而慢性疼痛则可能持续数月甚

至数年。 疼痛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神

经病理性疼痛、炎症性疼痛、肿瘤性疼

痛等。 了解疼痛的原因有助于选择适当

的治疗方法。

二、疼痛管理技巧

1.

心理调适：心理因素对疼痛的感

知具有重要影响。 保持积极的心态，增

强自我控制能力，有助于减轻疼痛的负

面影响。 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放松训

练等方式进行心理调适。

2.

睡眠管理：良好的睡眠对于缓解疼

痛至关重要。 建立规律的睡眠时间，避免

夜间过度使用镇痛药物，有助于减轻药物

依赖性和副作用。

3.

合理饮食：饮食对疼痛的影响不可

忽视。 选择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饮食，

有助于提高身体抵抗力，缓解疼痛。 避免

过度饮酒和吸烟，它们可能会加重疼痛。

4.

合理使用镇痛药物：在医生的指导

下， 合理使用镇痛药物有助于减轻疼痛。

了解药物的副作用和正确的服药方法，有

助于提高药物治疗的效果。

5.

借助科技手段：现代科技为疼痛管

理提供了更多手段，如远程医疗、虚拟现

实技术等。 这些技术可以帮助患者在家中

得到专业的疼痛管理服务。

6.

寻求专业帮助：对于严重的疼痛，及

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至关重要。 医生可

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

疗方案，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心理干

预等。

7.

制定疼痛日记：通过记录疼痛的频

率、程度、诱发因素等，可以帮助患者更好

地了解自己的疼痛状况，从而调整自己的

生活方式和应对策略。

8.

参与社区和支持群体：与有相似经

历的人交流，分享经验和应对策略，有助

于减轻心理压力，提高应对疼痛的信心。

总之， 疼痛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的过

程，需要患者自身的努力和技巧，同时也

离不开医生的专业指导。 了解疼痛的类型

和原因，合理使用镇痛药物，借助科技手

段，制定疼痛日记，参与社区和支持群体，

都是有效应对疼痛的方法。 在处理疼痛的

过程中，保持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生活习

惯至关重要。 只有全面地应用这些技巧和

方法，才能实现最佳的疼痛管理效果。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

医院青县院区骨一科）

浅谈疼痛管理的技巧

□

赵 娜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脑血管病已

成为影响人们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 本文将

向大家介绍脑血管病的防治知识， 包括了解

风险因素与早期预警信号， 以期帮助大家更

好地预防和治疗脑血管病。

一、脑血管病的风险因素

1.

遗传因素：家族中有脑血管病史的人，

患脑血管病的几率相对较高。

2.

饮食不健康：高脂肪、高盐、高糖饮食，

缺乏足够的蔬菜、水果和膳食纤维，可能导致

血脂异常、高血压、糖尿病等，从而增加脑血

管病的风险。

3.

吸烟、饮酒：吸烟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

脑血管病的风险，尤其是与高血压、糖尿病等

合并存在时。

4.

缺乏运动：长期缺乏运动，身体机能下

降，血管弹性变差，易导致脑血管病。

5.

心理压力：长期紧张、焦虑、抑郁等情

绪，可能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增加脑血

管病的风险。

二、早期预警信号

1.

头痛：脑血管病通常伴随着头痛，特别

是突然且剧烈的头痛。但要注意与偏头痛、鼻

窦炎等其他疾病相区分。

2.

眩晕：眩晕可能是脑血管病的早期预

警信号，尤其是在活动时。但要注意与耳部疾

病、颈椎病等其他疾病相区分。

3.

视觉变化：视力模糊、视野缺损等视觉

变化可能是脑血管病的征兆。 但要注意与眼

部疾病、高血压等其他疾病相区分。

4.

言语不清：突然出现言语不清或口齿

不清，可能是脑血管病的症状之一。

5.

肢体无力或麻木：突然出现的肢体无力

或麻木，可能是脑血管病的表现，需及时就医。

三、预防措施

1.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饮食，适量

运动，戒烟限酒，保持心理平衡。

2.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定期进行血压、血

糖、血脂等检查，及早发现并控制潜在的健康

问题。

3.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保证充足的睡

眠，避免熬夜，规律作息。

四、治疗与康复

一旦确诊为脑血管病，应尽早开始治疗和

康复。 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和康

复训练。 药物治疗通常针对已有的健康问题，

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 手术治疗则针对

严重的脑血管病、脑出血、脑栓塞等。 康复训练

包括物理治疗、语言训练和心理辅导等，有助

于患者恢复身体机能和心理健康。

总之，脑血管病的防治需要我们了解并控制

各种危险因素， 及早发现并处理早期预警信号。

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检查、预防危险因素

和及时的治疗与康复，我们可以有效降低脑血管

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大城县中医医院）

脑血管病的早期预警信号与治疗方法

□

马国强

保健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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