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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护理是医疗工作中至关重要的环

节，而在这个环节中，准确识别患者病情的变

化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通过火眼金睛般的观

察和细致入微的护理， 才能及时发现患者的

异常症状，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处理，确保患

者在手术过程中的安全和舒适。 本文将就手

术室护理中如何准确识别患者的病情变化进

行探讨，并提供一些实用的方法和建议。

1.�

观察病情变化的重要性

1.1

提高患者安全性。 手术室环境的特

殊性使得患者在手术过程中面临着较高的

风险， 因此提高患者的安全性显得尤为重

要。在手术室护理中，通过准确识别患者病

情变化，可以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患

者发生意外并降低手术风险。例如，当监测

仪器显示患者的血压突然下降时， 可能意

味着出血或休克的风险， 及时采取止血和

输液等措施可以有效减少手术风险。 及时

发现患者的呼吸困难或心率异常也可以避

免因心肺功能失调而引发的手术并发症，

进一步提高患者的安全性。

1.2

提升治疗效果。 手术室护理中准确

识别患者病情变化不仅可以提高患者的安全

性，还可以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在手术过程

中， 患者的生理指标和症状变化往往能够反

映手术效果和治疗进展。 通过及时观察和分

析这些变化，医护人员可以调整治疗方案，优

化手术操作， 从而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和治疗

效果。例如，当患者术后出现持续性的疼痛和

恶心时， 可能提示手术并发症或药物不良反

应， 及时调整镇痛和抗恶心治疗方案可以减

轻患者痛苦，促进康复。

1.3

保障患者舒适度。 除了提高患者的

安全性和治疗效果外， 准确识别患者病情变

化还能够有效保障患者的舒适度。 在手术室

环境中，患者往往处于紧张和不适的状态，而

及时发现和处理患者的病情变化可以减少其

不适感，提升其手术体验。 例如，当患者出现

术中焦虑和呼吸困难时， 通过及时给予镇静

剂和辅助通气等措施可以有效缓解其焦虑情

绪，改善其呼吸状况，使其在手术过程中感受

到更多的舒适和安心。

2.�

如何准确识别患者的病情变化

2.1

借助监测设备。 监测设备在手术室

护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监护仪、

生命体征监测仪等设备， 医护人员可以实时

获取患者的生理参数数据，如心率、血压、呼

吸等，从而及时发现患者病情的变化。监测设

备具有高度的精确性和敏感性， 能够检测到

微小的生理变化， 为医护人员提供及时的警

示信息。 例如， 监护仪显示患者心率持续升

高， 可能提示患者处于应激状态或心血管功

能受损， 医护人员可以立即采取相应的处理

措施，如镇静剂或血管活性药物，以稳定患者

生命体征，确保手术的顺利进行。

2.2

注重细节观察。 除了借助监测设备，

医护人员还应该注重对患者的细节观察。 这

包括患者的面色、意识状态、疼痛程度等方面

的观察。 细节观察能够帮助医护人员捕捉到

一些监测设备无法检测到的信息， 如患者的

表情变化、体位调整等。 例如，当患者的面色

苍白、出现冷汗时，可能提示患者出现循环系

统功能不全或休克， 医护人员应该及时采取

相应的抢救措施。因此，细节观察是提高患者

安全性和治疗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

2.3

建立有效沟通。 建立有效的沟通是

手术室护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医护人员需要

与患者及其家属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 了解他

们的需求和意见，并及时传达医疗信息。有效的

沟通可以增强医患之间的信任和合作， 有助于

患者更好地配合治疗和手术。同时，患者和家属

也可以通过沟通向医护人员反映患者的主观感

受和变化，为医护人员提供更全面的信息，有利

于准确识别患者的病情变化， 进而采取相应的

护理措施。

结语：在手术室护理中，准确识别患者的病

情变化是确保患者安全、 提升治疗效果和保障

患者舒适度的关键所在。通过借助监测设备、注

重细节观察以及建立有效沟通， 医护人员可以

全面而准确地评估患者的病情状态， 并及时采

取相应的护理措施， 以确保患者在手术过程中

得到最佳的护理和治疗。 在未来的手术室护理

工作中，我们将继续秉持“火眼金睛”的精神，不

断提高观察和护理水平， 为患者的健康和安全

保驾护航，为医疗服务质量不懈努力。让我们携

手努力，共同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护理

环境，为医疗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作者单位：柳州市人民医院）

如何准确识别患者的病情变化

□

梁艳华

在医院的重症护理室， 每一分钟都承载

着生与死的交替。 医护人员在这里奋力抢救

每一个生命， 他们的手指间似乎握住了时间

的脉搏。 然而，在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许多

你所不知道的抢救细节， 这些细节或许会让

你大开眼界。 本文将为您介绍一些您可能不

知道的重症护理抢救细节。

1.

保持呼吸道通畅： 在抢救危重病人

时，首先要确保呼吸道通畅，避免窒息。 如

果病人出现呼吸困难， 应及时清除呼吸道

内的分泌物，必要时进行吸氧、吸痰或气管

插管。

2.

建立静脉通道：尽快为病人建立静脉

通道，以便快速输入药物和液体。对于需要使

用升压药、血管活性药物的患者，应保持静脉

通道的通畅，以便随时调整药物剂量。

3.

迅速采集标本：在抢救危重病人时，需

要迅速采集各种标本，如血液、痰液、尿液等，

以便及时进行化验检查。 采集标本时要遵循

无菌原则，避免污染导致结果误差。

4.

监护生命体征：对危重病人进行持续

的生命体征监测至关重要。包括监测心率、呼

吸、血压、血氧饱和度等指标，以便及时发现

病情变化，调整治疗方案。

5.

精确记录出入量：精确记录病人的出

入量，有助于了解病人的液体平衡情况，为治

疗方案提供依据。同时，精确记录出入量也可

以避免因误差导致输液过量或不足。

6.

维持循环稳定：维持病人的循环稳定

是重症护理的重要任务之一。 根据病人的病

情，应适时调整输液速度和药物剂量，以保持

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在正常范围内。

7.

保持体温正常：体温过高或过低都会

对病人的身体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应采取适

当的措施维持体温正常，如使用退热药、保暖

或降温措施等。

8.

预防感染： 重症病人免疫力低下，容

易发生感染。应加强病房通风换气、严格执行

无菌操作等措施，以降低感染风险。

9.

营养支持：对于无法自主进食的危重病

人，应采取适当的营养支持措施，如鼻饲、肠外

营养等，以维持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10.

心理支持：重症病人容易产生焦虑、恐

惧等不良情绪。 应给予病人心理支持， 及时沟

通、解释病情，帮助病人缓解心理压力。

总的来说， 重症护理的抢救细节是如此繁

琐而又重要， 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影响病人的生

死。医护人员在这个看似平静的战场上，默默奋

战，他们的坚守和努力，为每一个生命带来了希

望。让我们向这些无名英雄致敬，同时也对生命

的脆弱和可贵有更深刻的体会。

（作者单位：唐山市工人医院）

浅谈重症护理的抢救细节

□

王悦华

妊娠期糖尿病是指在妊娠期间首次发现

或发生的糖尿病。 这是一种常见的妊娠并发

症，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有一定影响。以下是

一些妊娠期糖尿病的注意事项：

一、注意事项

1.

控制饮食：控制饮食是妊娠期糖尿病

最基本的治疗方法。应遵循均衡饮食的原则，

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尽量

避免食用高糖、高盐、高脂食物，增加膳食纤

维的摄入，以控制血糖。

2.

适量运动：适当的运动有助于控制血

糖，增强孕妇的体质和免疫力。建议进行有氧

运动，如散步、瑜伽等，每周至少进行三次，每

次持续

30

分钟。

3.

定期检查：孕妇应定期进行血糖监测，

包括空腹和餐后血糖值。根据检查结果，医生

会调整用药剂量或治疗方案。

4.

保持心情愉快：情绪波动会影响血

糖水平。 孕妇应保持心情愉快，避免情绪

紧张。

5.

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孕妇应保证充足

的睡眠，避免过度劳累。适当的休息有助于控

制血糖。

6.

遵循医生建议：孕妇应遵循医生的建

议，按时服药，定期检查，以确保母婴健康。

二、饮食建议

1.

早餐：建议食用燕麦片、全麦面包、鸡

蛋等低糖、高蛋白食物。

2.

午餐：建议食用瘦肉、豆腐、蔬菜等食

物，搭配杂粮米饭或荞麦面等主食。

3.

晚餐：建议食用瘦肉、蔬菜、豆腐或

鱼类等低糖、高蛋白食物，搭配荞麦米饭

等主食。

4.

加餐：可食用低糖水果或无糖酸奶等

食物，避免食用高糖、高盐、高脂零食。

此外， 孕妇还应多饮水， 控制甜食和

水果的摄入量，避免食用含糖分高的饮品

和甜点等食物。 同时，孕妇应保持适量运

动，以促进新陈代谢和减少孕期体重增长

过快的风险。

三、其他建议

1.

定期产检：孕妇应定期进行产检，以便

医生及时了解孕妇和胎儿的健康状况， 及时

发现和处理异常情况。

2.

自我监测：孕妇可购买血糖仪自行监

测血糖值，掌握血糖变化情况，以便更好地配合

医生的治疗和护理。

3.

合理安排饮食和运动：孕妇应根据自身

情况，合理安排饮食和运动，以控制血糖水平。

4.

避免过度劳累：孕妇应避免过度劳累，注

意休息和睡眠， 保持充足的精力去照顾好自己

和宝宝。

四、疾病认知

妊娠期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妊娠期并发

症，但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对胎儿造成严重影响。

只有少数情况下， 妊娠期糖尿病可能会导致胎

儿窘迫、早产、巨大儿等问题。因此，孕妇应正确

认识妊娠期糖尿病， 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和护

理，确保母婴健康。

（作者单位：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妊娠期糖尿病的注意事项

□

余琪玲

冠心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对患者的

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产生严重影响。 除了在医

疗机构接受治疗外，家庭护理和关怀对于冠心

病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 本文将介绍冠心病患

者的家庭护理及关怀的各个方面，包括健康生

活方式、心理支持、家庭成员的角色等。

一、健康生活方式

1.

饮食调整：冠心病患者应遵循低盐、低

脂肪的饮食，多吃水果、蔬菜、富含纤维的食

物，控制食量，避免过度饱食。 适量饮用茶水

有助于降低血压和血脂。

2.

运动： 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提高心血管功

能，降低血压。 冠心病患者应选择适合自己的运

动方式，如散步、太极拳、瑜伽等，避免剧烈运动。

3.

控制烟酒：戒烟和限制酒精摄入是冠

心病患者必须遵守的生活准则。 烟草中的有

害物质会损害血管， 酒精则会影响血压和血

脂水平。

二、心理支持

冠心病患者的心理状态对其康复具有重

要影响。 家庭成员应给予患者充分的关爱和

支持， 帮助其树立信心， 克服焦虑和抑郁情

绪。 以下是一些心理支持的建议：

1.

倾听：家庭成员应倾听患者的感受，给

予关心和理解。

2.

鼓励交流：鼓励患者与家人和朋友保

持联系，分享生活经历和感受。

3.

正面引导：家庭成员应给予患者积极

的反馈和鼓励，帮助其树立信心。

4.

寻求专业帮助：如果冠心病患者出现

严重的心理问题， 家庭成员应寻求专业心理

医生的帮助。

三、家庭成员的角色

家庭成员在冠心病患者的康复过程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不仅是患者的支持者，也

是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桥梁。 以下是一些

家庭成员应承担的角色：

1.

照顾者：家庭成员应照顾患者的日常

生活，包括饮食、运动、服药等。

2.

沟通者：家庭成员应与医疗机构保持

密切联系，及时传达患者的病情和需求。

3.

心理咨询支持：在患者需要时，家庭成

员应提供心理支持和安慰， 帮助患者应对心理

压力。

4.

健康教育的传播者：家庭成员应学习有

关冠心病的健康知识， 成为患者身边的健康教

育传播者。

总之， 冠心病患者的家庭护理及关怀是患

者康复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的生活方式、心理

支持和家庭成员的角色扮演都对患者的康复起

到关键作用。在照顾冠心病患者的过程中，家庭

成员应注重与医疗机构的沟通， 以便及时获取

专业的医疗建议。同时，家庭成员也应该注重自

身的学习和提高，应保持耐心和关爱，给予患者

温暖和支持。 更有利于患者的康复。

（作者单位：沧州和平医院）

浅谈冠心病患者的家庭护理及关怀

□

牛保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