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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患者常常会经历各种情绪波动，

如焦虑、恐惧、沮丧、无助等，这些情绪会对

他们的康复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安抚受伤

患者的情绪，促进康复，是一项重要的护理

任务。本文将介绍一些有效的方法，帮助医

护人员和家属更好地安抚受伤患者， 促进

其康复。

一、倾听和理解

倾听和理解是安抚受伤患者情绪的基

础。 医护人员和家属应尽可能多地倾听患者

的主诉，关注他们的感受，尊重他们的意见和

需求。在与患者交流时，应避免打断或批评他

们的情绪表达，而是给予积极的回应和安慰。

通过倾听和理解，患者会感到被关心和支持，

从而减轻焦虑和恐惧。

二、提供信息与支持

受伤患者往往对自身病情和康复过程存

在许多疑问。 医护人员和家属应主动向患者

提供相关信息，如病情诊断、治疗方案、康复

方法等，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状况。在提供信

息时，应尽量使用简单易懂的语言，避免使用

专业术语。 同时，应给予患者积极的支持，鼓

励他们面对困难，坚定康复信心。

三、创造舒适环境

受伤患者需要一个安静、舒适、安全的环

境来休养。 医护人员和家属应确保患者的病

房整洁、舒适、安静，光线适宜，空气新鲜。 此

外，病房内应避免强烈的气味刺激，如香水、

消毒液等。在患者需要时，可播放一些轻柔的

音乐来缓解紧张情绪。 创造舒适环境有助于

患者放松身心，减轻疼痛和不适感。

四、疼痛管理

疼痛是受伤患者最常见的困扰之一。

医护人员应给予患者及时、 有效的疼痛管

理，如药物镇痛、冷热敷、按摩等。 在疼痛管

理过程中，应尊重患者的感受和需求，根据

他们的疼痛程度调整药物剂量和治疗方

法。 同时，应向患者解释疼痛的原因和应对

方法，帮助他们了解疼痛的规律和特点，从

而更好地应对疼痛。

五、心理疏导与干预

受伤患者的情绪波动往往较为剧烈，

有时需要采取心理疏导与干预措施。 医护

人员和家属应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 及时

发现他们出现的心理问题，如焦虑症、抑郁

症等。 针对不同患者的心理问题，可采取不

同的干预措施，如心理辅导、家庭干预、社

交活动等。 通过心理疏导与干预，患者可以

更好地应对困难和挑战， 增强自信心和康

复动力。

总之，安抚受伤患者的情绪是促进康复的

重要一环。医护人员和家属应倾听和理解患者

的感受，提供信息与支持，创造舒适环境，做好

疼痛管理，同时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并采取相

应的心理疏导与干预措施。

（作者单位：大城县中医医院）

一、备孕准备

1.

健康饮食：确保夫妻双方在备孕前三

个月开始注重饮食健康，多吃富含蛋白质、维

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如瘦肉、蛋类、奶制品、

豆类等。夫妻双方应开始服用叶酸，以预防胎

儿神经管缺陷。

2.

锻炼身体：夫妻双方在备孕期间应适

当锻炼身体，如散步、游泳、瑜伽等，有助于提

高身体素质，增强免疫力。

3.

戒烟戒酒：备孕期间，夫妻双方应戒烟

戒酒， 避免烟酒中的有害物质和酒精对生殖

系统的损害。

4 .

心理准备：夫妻双方应了解怀孕

的过程， 做好心理准备， 减轻焦虑和紧

张情绪。

二、孕期营养

1.

胎儿发育：孕期胎儿需要大量的营养

支持，母亲应该摄入足够的营养素，确保胎儿

的正常发育。

2.

食物选择： 孕期应多吃富含蛋白质、

钙、铁、维生素

D

等营养素的食物、新鲜蔬菜

和水果等。

3.

饮食禁忌：孕期应避免摄入过多的高

糖、高盐、高脂肪食物，以免引起妊娠糖尿病

和高血压等妊娠并发症。

三、孕期检查

1.

定期产检：孕期应按照医生的要求定

期进行产检，了解胎儿的发育情况，监测母体

的身体状况。

2.

超声检查：孕期常见的超声检查可以

帮助医生观察胎儿的生长发育情况，如胎盘、

羊水、胎位、胎心率等。

3.

血液检查：孕期可能需要进行血常规、

尿常规、肝肾功能等血液检查，以评估母体的

健康状况。

4.

胎心监护：临近分娩期时，医生可能会

进行胎心监护，通过仪器监测胎儿的心跳，了

解胎儿的健康状况。

四、分娩方式

1.

自然分娩：如果孕妇和胎儿没有异常

情况，通常可以选择自然分娩。

2.

剖宫产：如果自然分娩的条件不足，医

生可能会建议进行剖宫产。 剖宫产是通过手

术方法将胎儿从子宫中取出， 对孕妇和胎儿

有一定的风险， 需要充分考虑孕妇和胎儿的

健康状况。

五、分娩过程

1.

分娩征兆：孕妇在分娩前会出现一系列

征兆，如子宫收缩、宫颈扩张、羊水流出等。了解

这些征兆有助于做好分娩准备。

2.

心理准备：分娩过程对孕妇来说是一段非常

艰难的时期，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积极配合医生。

3.

分娩疼痛管理：分娩过程中会出现疼痛，

孕妇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采取各种疼痛管理方

法，如呼吸练习、放松技巧、药物镇痛等。

总之，孕期是一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时期，了

解和准备对于孕妇和胎儿的健康至关重要。 根据

医生的建议和指导，积极应对各种问题，相信你和

你的宝宝都将度过一段美好的孕期旅程。

（作者单位：聊城市人民医院）

在医学领域， 颅脑损伤一直是一个备受

关注的话题。其高发病率、高致死致残率以及

复杂的损伤类型， 使得颅脑损伤成为医学界

的一个难题。 本文将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和事

实，深入剖析颅脑损伤的严重性，帮助大家更

好地了解这一疾病。

一、颅脑损伤的发病率与致死致残率

颅脑损伤是一种常见的外伤， 其发病率

占全身各部位损伤的

10%-20%

，仅次于四肢

伤，居第二位。 然而，颅脑损伤的致死致残率

却居首位， 这主要与其复杂的损伤类型和严

重程度有关。一旦发生颅脑损伤，多数患者会

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等严重后果，甚至可

能导致广泛性的脑挫裂伤、 弥漫性脑组织水

肿、颅内压增高等严重并发症，严重威胁患者

的生命。

二、颅脑损伤的分类与严重程度

颅脑损伤可根据解剖部位分为头皮损

伤、颅骨损伤与脑损伤，三者可合并存在。 头

皮损伤包括头皮血肿、头皮裂伤、头皮撕脱伤

等；颅骨骨折则包括颅盖骨线状骨折、颅底骨

折、凹陷性骨折等；脑损伤则包括脑震荡、弥

漫性轴索损伤、脑挫裂伤、脑干损伤等。此外，

根据损伤发生的时间和类型， 颅脑损伤又可

分为原发性颅脑损伤和继发性颅脑损伤；根

据颅腔内容物是否与外界交通， 可分为闭合

性颅脑损伤和开放性颅脑损伤。

颅脑损伤的严重程度与分级密切相

关。 一般来说，颅脑损伤可分为轻、中、重、

特重四型。 一级属于轻型损伤， 通常不严

重；二级属于中型损伤，等同于轻度脑挫裂

伤，相对较严重；三级属于重型损伤，等同

于广泛脑挫裂伤， 患者可能昏迷或深度昏

迷超过

12

个小时，病情非常严重；四级则

是极为严重的损伤，病情发展迅速，容易导

致休克甚至危及生命。

三、颅脑损伤的临床表现与诊断

颅脑损伤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主要包括

意识障碍、头痛、呕吐、瞳孔改变以及生命体征

紊乱等。 意识障碍是颅脑损伤最常见的表现之

一，患者可能出现嗜睡、朦胧、浅昏迷、昏迷和深

昏迷等不同程度的意识丧失。 头痛和呕吐也是

常见的症状，如果这些症状不断加剧，应警惕颅

内血肿的可能性。 此外，瞳孔的改变也可以反

映颅脑损伤的严重程度和部位。

在诊断颅脑损伤时， 医生通常会结合患

者的外伤史、 临床表现以及影像学检查结果

进行综合判断。 头颅

CT

和头颅核磁检查是

常用的影像学检查手段， 它们可以快速反映

损伤范围及病理， 有助于医生判断颅脑损伤

的部位、类型和严重程度。

四、颅脑损伤的治疗与预后

颅脑损伤的治疗方案因患者的具体情

况而异。对于轻度和中度颅脑损伤，通常采

取非手术治疗， 包括药物治疗、 观察病情

等；而对于重度和特重度颅脑损伤，往往需

要在急诊进行手术治疗，以清除颅内血肿、

修复颅骨损伤等。在治疗过程中，医生还会

根据患者的病情进行对症治疗， 如控制颅

内压、预防感染等。

然而， 颅脑损伤的预后往往与伤情轻重

有密切关系。 轻度颅脑损伤的患者经过及时

治疗，多数可以恢复良好；而重度和特重度颅

脑损伤的患者，即使经过积极治疗，也可能留

下严重的后遗症，甚至危及生命。 因此，对于

颅脑损伤的患者来说，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至

关重要。

五、预防颅脑损伤的措施

鉴于颅脑损伤的严重性和高致残率，预

防颅脑损伤显得尤为重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预防颅脑损伤：

1.

遵守交通规则，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2.

注意个人安全，避免从高处坠落或跌倒；

3.

在进行高风险活动时， 佩戴好安全头盔

等防护装备；

4.

对于婴幼儿和老年人等易受伤人群，要

加强看护和照顾，避免发生意外伤害。

六、结语

颅脑损伤是一种严重的外伤， 其高发病率

和高致死致残率给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带来了巨

大威胁。 通过了解颅脑损伤的分类、严重程度、

临床表现、 诊断方法以及治疗方案等方面的知

识，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一疾病，并在日常生

活中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来降低其发生风险。

同时， 对于已经发生颅脑损伤的患者， 及时就

医、 科学治疗也是保障其生命安全和恢复健康

的关键。

总之， 脑外伤背后的数字揭示了颅脑损伤

的严重性。 我们应该加强对颅脑损伤的认识和

了解，提高预防意识，为减少颅脑损伤的发生和

降低其危害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贵港市人民医院）

浅谈颅脑损伤的严重性

□

李国平

月经不调是女性常见的妇科疾病， 包括

月经周期不规则、经量过多或过少、痛经等症

状。 中医认为月经不调与人体内部脏腑功能

失调有关，可以通过调理脏腑功能、平衡气血

来治疗。 本文将介绍中医妇科调理月经不调

的奥秘， 帮助女性朋友更好地了解和应对月

经不调问题。

一、病因分析

中医认为月经不调的主要病因包括肝气

郁结、脾虚湿困、肾气不足等。 这些因素会影响

人体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导致月经不调。具体

来说，肝气郁结常见于情绪波动、压力过大、抑

郁等情况下，导致气血不畅、月经周期紊乱；脾

虚湿困常见于饮食不节、过度劳累等情况下，导

致脾失健运、湿气内停，进而影响月经；肾气不

足则与先天禀赋不足、房事不节、久病体虚等因

素有关，导致肾气亏虚、冲任失调。

二、调理方法

1.

饮食调理：中医认为月经不调与饮食

密切相关，因此调理月经需要注重饮食。饮食

应以清淡为主， 多吃富含营养的食物， 如红

枣、枸杞、红糖等。 同时，避免过度食用辛辣、

油腻的食物，以免加重病情。

2.

运动调理：适当的运动有助于促进气

血运行，改善脏腑功能。中医妇科常用的运动

方法包括太极拳、 八段锦等， 有助于调和气

血、调理脏腑。

3.

药物调理：中医根据不同病因，采用不

同的中药方剂进行调理。 常用的药物有柴胡

疏肝散、逍遥散、归脾汤等，可根据病情加减

用药。

4.

针灸调理：针灸具有疏通经络、调和气

血的作用，对于月经不调也有较好的疗效。常

用的针灸穴位包括关元、三阴交、血海等。

5.

按摩调理：按摩有助于促进气血运行，

改善脏腑功能。 常用的按摩方法包括推拿腹

部、按摩足底等，可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月经

不调症状。

三、注意事项

1.

保持心情舒畅：情绪波动是导致月经

不调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女性朋友应学会

调节情绪，保持心情舒畅。

2.

合理饮食：饮食应注重营养均衡，避免过

度节食或暴饮暴食。

3.

定期体检：定期进行妇科检查，及时发现

并治疗月经不调问题。

4.

遵循医嘱：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按

时服药，定期复诊。

总之，中医妇科调理月经不调的奥秘在于

调理脏腑功能、平衡气血。 通过饮食调理、运动

调理、药物调理、针灸调理和按摩调理等多种

方法综合运用， 可以有效地治疗月经不调问

题。女性朋友应了解月经不调的病因和调理方

法，学会自我保健，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

态，以预防和治疗月经不调。

（作者单位：定州市妇幼保健院）

中医妇科调理月经不调的方法

□

张 敏

如何安抚受伤患者的情绪

□

王 曼

从备孕到分娩的注意事项

□

孙璐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