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0

MARKET��INFORMATION

健康常识

2024-5-29���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宁 制作 刘宁 电话：0351-�4048890

手术是一种常见的治疗方法， 但手术过

程中和手术后可能会产生疼痛。 手术室护理

中的疼痛管理是减轻患者痛苦的有效方法。

本文将介绍手术室护理中的疼痛管理的重要

性、常见方法以及注意事项。

一、手术室护理中的疼痛管理的重要性

手术过程中的疼痛和不适会影响患者的

身体和精神状态，甚至影响手术效果。 因此，

手术室护理中的疼痛管理至关重要。 有效的

疼痛管理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 提高患者的

舒适度，促进康复，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手术室

护理的质量和医院的声誉。

二、手术室护理中的常见疼痛管理方法

1.

术前沟通：在手术前，医生和护士应该与

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 了解患者的疼痛耐受程

度和心理状态，以便制定合适的疼痛管理方案。

2.

药物镇痛：根据患者的疼痛程度，医生

可以开具适当的镇痛药物。在手术室护理中，

护士应该按照医生的指示， 正确使用镇痛药

物，并观察患者的反应。

3.

非药物镇痛：非药物镇痛方法包括冷

热敷、音乐疗法、心理疏导等。在手术前，护士

可以为患者提供适当的冷热敷和心理疏导，

以减轻患者的疼痛和不适感。

4.

局部麻醉：对于一些小手术，可以采用

局部麻醉的方法，减少手术过程中的疼痛。在

手术过程中，护士应该密切关注患者的反应，

确保麻醉药物的剂量和注射方式正确。

5.

术后护理：手术后，护士应该密切关注患

者的疼痛情况， 及时给予适当的镇痛药物或非

药物镇痛方法。同时，护士还应该为患者提供适

当的康复指导，帮助患者尽快恢复健康。

6.

鼓励患者主动参与疼痛管理：患者的

主观意识和参与度对于疼痛管理效果至关重

要。 护士应该向患者介绍疼痛管理的相关知

识，鼓励患者主动参与疼痛管理，如深呼吸、

放松训练等。

三、注意事项

1.

确保药物安全：在使用镇痛药物时，护

士应该严格遵守药物使用规范和安全指南，

确保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2.

观察患者反应：护士应该密切关注患

者的疼痛情况、生命体征和反应，及时发现和

处理不良反应。

3.

避免过度镇痛：过度镇痛可能会影响患

者的呼吸和循环系统，甚至影响康复进程。 因

此，护士应该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

镇痛方案。

4.

做好消毒工作：手术室护理中的疼痛管

理还需要注意消毒工作。 护士应该按照医院消

毒规范和标准操作规程， 做好手术室消毒工

作，避免感染风险。

总之，手术室护理中的疼痛管理是减轻患

者痛苦的有效方法，有助于提高患者的舒适度

和康复速度。

（作者单位：山东省宁津县中医院）

急诊内科护理是一项重要的医疗任务，其

目标是快速、有效地处理急诊患者，确保他们的

生命安全和健康。 在急诊内科护理中，护士需要

遵循一系列基本原则，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

务。以下是一些急诊内科护理的基本原则及如何

为急诊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具体建议：

一、迅速评估和分类

1.

快速评估：在接到急诊患者时，护士应迅

速评估患者的病情，包括症状、生命体征等。

2.

正确分类：根据评估结果，将患者正确

分类到相应的科室或区域， 以便进行进一步

的诊断和治疗。

二、确保患者安全

1.

确保环境安全：保持急诊室环境整洁、

无障碍，以确保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安全。

2.

预防跌倒和坠床：为高风险患者设置

护栏或床档，并告知家属或监护人。

三、提供舒适护理

1.

保持环境适宜：根据季节和天气调整

急诊室温度，确保患者舒适。

2.

缓解疼痛：根据疼痛评估工具如数字疼

痛评分（

NRS

）为患者提供适当的镇痛药物。

四、确保液体平衡和电解质平衡

1.

监测液体和电解质状况：定期监测患

者的液体和电解质状况，如血钾、血钠等。

2.

及时补充或纠正异常：根据监测结果，

及时补充或纠正异常， 确保患者液体和电解

质平衡。

五、密切监测生命体征

1.

实时监测：为患者提供实时监测生命

体征的机会，如心率、血压、呼吸等。

2.

及时报告异常变化：如发现生命体征

异常变化， 应立即报告医生以便进行进一步

评估和处理。

六、协调与其他医护人员的沟通与合作

1.

与医生和其他护士密切沟通：与其他

医护人员保持密切沟通， 共同为患者提供最

佳的护理服务。

2.

遵循医嘱：按照医生的指示，为患者提

供适当的护理措施。

七、心理支持与健康教育

1.

关注患者的情绪变化：关注患者的情

绪变化，给予必要的心理支持，帮助患者缓解

焦虑和恐惧。

2.

提供健康教育：根据患者的病情，提供

适当的教育材料或现场讲解，帮助他们了解自

己的疾病和护理方法。

八、做好记录与报告

1.

记录护理过程：详细记录患者的病情变

化、护理措施和效果，为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提

供参考。

2.

报告紧急情况：如发生紧急情况，应及时

向上级医护人员或相关部门报告。

通过遵循上述急诊内科护理的基本原

则，并为患者提供上述优质护理服务，急诊

护士可以确保患者在紧急情况下得到及时、

有效的护理。 同时，护士还应该不断学习和

更新专业知识，以应对急诊医学领域的不断

变化和挑战。

（作者单位：山东省宁津县中医院）

浅谈急诊内科护理的基本原则

□

商芳芳

慢性肾脏疾病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其

特征是肾脏功能逐渐衰退。 它的病因可能

包括高血压、糖尿病、遗传、代谢异常、药

物副作用等多种因素。 慢性肾脏疾病的发

展通常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早期发现和正

确管理对于减缓病情进展、降低并发症的

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

一、治疗方式

1.

饮食管理：慢性肾脏疾病患者需要

遵循低盐、低蛋白、低磷、低钾的饮食原

则。 过多的盐摄入会增加肾脏负担，而蛋

白质和磷的过量摄入可能导致肾功能进

一步恶化。 适当控制水分和钾的摄入也有

助于减少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2.

药物治疗：对于慢性肾脏疾病的治

疗，药物的选择和应用需要特别谨慎。 常

用的药物包括降压药、降糖药、调脂药等，

这些药物可以控制患者的血压、血糖和血

脂，从而减轻肾脏负担。 此外，一些中药和

中成药也可以用于辅助治疗，但需要在医

生的指导下使用。

3.

透析治疗：当慢性肾脏疾病进展到

尿毒症阶段，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时，透析

治疗成为重要的替代治疗方法。 透析治疗

包括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两种方式，可以

帮助患者维持生命，并等待肾脏移植或自

然恢复。

二、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是慢性肾脏疾病患者的重要

一环。 患者需要了解自己的病情，定期到医

院进行检查和评估，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同

时，患者需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健康

饮食、适量运动、避免过度劳累、保持情绪稳

定等。 此外，患者还应该密切关注自己的身

体状况，如出现不适症状，应及时就医。

三、并发症管理

慢性肾脏疾病常常伴随着多种并发

症，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营养

不良等。患者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并发症的发

生和发展，及时就医并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

治疗。 此外，患者还需要了解并发症的预防

知识，如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控制体重、戒

烟限酒等，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

四、定期检查与随访

慢性肾脏疾病的早期发现和管理离不

开定期检查和随访。患者应按照医生的要求

定期到医院进行尿液、血液、影像学等检查，

以评估病情进展。 在随访过程中，医生可以

及时发现病情变化，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患

者得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慢性肾脏疾病是一种常见的疾病，早期

发现和正确管理对于减缓病情进展、降低并

发症的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患者需要在饮

食、药物、透析、自我管理、并发症管理和定

期检查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配合医生的治

疗方案，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慢性肾脏疾病的治疗和管理方法

□

李 莉

应对危重疾病的方法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1.

保持冷静：面对危重疾病，保

持冷静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惊慌失

措，要冷静地面对病情，积极配合医

生的治疗。

2.

及时就医：如果患有危重疾病，

应该尽快就医，寻求专业的治疗。不要

试图自行处理或拖延治疗， 以免加重

病情。

3.

配合医生：患者应该积极配合

医生的治疗，听从医生的建议，按时服

药、进行检查和接受治疗。

4.

关注病情：患者及其家属应该

密切关注病情的发展， 及时向医生

反馈病情变化。 如果有任何异常症

状、体征或病情恶化，应及时就医。

5.

心理支持：面对危重疾病，患者

及其家属可能会感到焦虑、 恐惧或沮

丧。 心理支持可以帮助他们应对这些

情绪，保持积极的态度，更好地配合

治疗。

6.

营养支持：对于危重疾病的患

者，营养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提供

易于消化、营养丰富的食物，如流质食

物、高蛋白食品等，以维持患者的身体

状况。

7.

预防并发症：危重疾病的患者容易发生并

发症，如感染、酸碱平衡失调等。 因此，预防并发

症非常重要，患者应该注意个人卫生、避免过度劳

累等。

8.

家庭和社会支持：家庭和社会支持对于危重

疾病的患者非常重要。 他们可以提供物质和精神上

的支持，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疾病。

此外，以下是一些应对危重疾病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

遵循医生的建议：患者应该遵循医生的建议，

按时服药、接受治疗、进行检查等。 不要自行更改治

疗方案或停止治疗。

*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患者应该保持健康的

生活方式，如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避免过度劳

累等，以促进身体的康复。

*

避免刺激因素：患者应该避免刺激因素，如吸

烟、酗酒、过度劳累等，以防止病情恶化。

*

及时沟通： 患者及其家属应该及时与医生沟

通，了解病情和治疗方案，以便更好地应对疾病。

总之，应对危重疾病需要保持冷静、及时就医、

配合医生、关注病情、心理支持等多方面的措施。 同

时，遵循医生的建议、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刺

激因素和及时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全面、

系统的应对措施，才能更好地应对危重疾病，提高患

者的生存质量和预后效果。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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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难免会遇到

一些突发的急症状况， 这时急救知识就

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为您介绍一些常

见的家庭急症急救方法， 帮助您在遇到

突发情况时能够正确应对， 为患者争取

宝贵的救治时间。

一、家庭急症急救基本原则

1.

冷静应对：遇到突发状况时，首先

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

2.

迅速判断：根据患者症状，迅速判

断病情，确定急救措施。

3.

及时呼救：发现患者出现病情变化

时，及时拨打

120

。

4.

保存证据：在急救过程中，要注意

保留现场证据，包括照片、视频等，以便

后续处理。

二、常见家庭急症及急救方法

1.

割伤与刺伤：对于小而浅的割伤和

刺伤， 应立即用生理盐水或碘伏清洗伤

口，以减少感染风险。

2.

烧伤与烫伤：对于小面积的烧伤或烫

伤，应立即用冷水冲洗伤口，降低皮肤温度。

不要随意剥脱伤口上的皮肤或涂擦不明药

物，应及时就医。

3.

抽搐与痉挛：抽搐与痉挛通常是由神

经系统短暂性过度兴奋引起的。 此时，应将

患者平卧在地上或硬床上，身体周围不要放

置桌椅等物品，以避免患者受伤。 在痉挛缓

解后，可适量喂服温水或葡萄糖水。

4.

鼻出血：鼻出血是常见的急症之一。

首先让患者头部保持低位，用拇指和食指紧

捏鼻翼两侧，以压迫出血部位。 同时可用冷

毛巾敷头部，以减缓出血速度。

三、特殊人群急救要点

1.

小儿：对于小儿意外伤害，如摔伤、撞伤

等，应及时检查受伤部位，如有异常症状，如红

肿、疼痛、出血等，应立即就医。 对于小儿误食药

品或异物等紧急情况，应立即呼叫

120

急救。

2.

宠物咬伤：被宠物咬伤后，应立即用流

动水冲洗伤口， 并使用碘伏等消毒剂消毒伤

口，应尽快就医并告知医生宠物咬伤史。

3.

孕妇：对于孕妇意外伤害，如摔跤、撞

击等，应首先检查身体有无异常症状，如腹

痛、阴道流血等，需尽快就医。

四、急救设备准备

为了应对突发状况，家庭中应准备一些

基本的急救设备，如：

1.

消毒洗手液

/

肥皂：保持手部卫生。

2.

医用纱布、绷带：用于包扎伤口。

3.

医用胶带：固定纱布、夹板等物品。

4.

止血带：用于四肢止血。

5.

急救箱：内含消毒剂、创可贴、纱布、

棉签等基本急救用品。

6.

报警器：用于紧急呼叫求助。

总结：家庭急症急救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技

能， 了解和掌握一些基本的急救方法对于保护

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至关重要， 在遇到突发

状况时灵活运用，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

作者单位：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人民医

院（承德市精神病医院）

常见家庭急症的急救方法

□

李静海

手术室护理中的疼痛管理方法

□

付晓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