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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室器械的储存和管理制度是为了

确保器械的安全和有效， 确保患者的健康

和安全， 需要遵循一系列规范的操作和流

程。 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供应室器械的储

存和管理制度。

一、储存制度

1.

储存环境：供应室储存器械的环境应

保持清洁、干燥、无尘、通风良好，以避免器械

受到污染、锈蚀、变形等问题。

2.

储存设施： 应配备专门的器械柜、器

械车、器械架等设施，确保器械得到适当的储

存和保护。

3.

分类储存：器械应按照用途、种类、品

牌、生产厂家等进行分类储存，以便于查找和

管理。

4.

定期检查：应定期对储存的器械进行

检查，确保其状态良好，如有锈蚀、变形等问

题应及时处理。

5.

有效期管理：应建立器械有效期管理

制度，定期检查器械的有效期，及时处理过期

或不合格器械。

二、管理制度

1.

器械消毒：供应室应采用有效的消毒

方法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确保其无菌状态。

消毒后的器械应放置在无菌柜内， 并标明灭

菌日期和有效期。

2.

人员管理： 工作人员应定期进行健

康检查，并佩戴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 进

入供应室前，应更换清洁衣鞋，并进行洗手

和消毒。

3.

操作规范：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器械

处理的操作规范，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清洗、包

装、灭菌、储存等操作。

4.

记录管理：应建立器械处理记录管理

制度，对器械的来源、处理过程、去向等进行

详细记录，以备查验。

5.

定期培训：应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器

械储存和管理方面的培训， 提高其专业素养

和操作技能。

6.

质量控制：应建立供应室质量控制体

系，定期对供应室的工作进行检查和评估，发

现问题及时整改。

三、注意事项

1.

避免混放：不同种类的器械应分别放

置在不同的储藏区域内，避免混淆和误拿。

2.

避免潮湿：储存区域应保持干燥，避免

器械受潮变形或生锈。

3.

避免挤压：避免将不同大小的器械放置

在同一个储藏区域内，以免造成挤压损坏。

4.

定期维护：储存设施如器械柜、器械车

等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其功能正常。

5.

安全警示：在储存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

识，提醒工作人员注意安全和卫生。

通过以上介绍， 我们可以了解到供应室器械的

储存和管理制度的重要性， 这些规范的操

作和流程可以确保器械的安全、有效和卫生，从

而保障患者的健康和安全。同时，我们也需要注

意一些细节问题，如避免混放、保持干燥、避免

挤压等，以确保储存和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作者单位：河北省霸州市第三医院）

脑供血不足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症

状， 通常是由于血液供应不足而导致的脑部

功能障碍。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导致严重

的健康问题， 但是了解如何自我监测和应对

脑供血不足，可以在必要时采取适当的措施，

从而减轻症状。 以下将详细介绍如何自我监

测和应对脑供血不足。

一、自我监测

1.

症状：

脑供血不足最常见的症状包括头痛、头

晕、眩晕、视物模糊、睡眠障碍、肢体无力、言语

不清等。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并且持续时间较

长或者反复出现，可能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

2.

频率和程度：

记录症状出现的频率和程度可以帮助你

更好地了解病情。 如果症状逐渐加重或者频

繁出现，可能需要寻求医生的帮助。

3.

生活方式：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如充足的睡眠、均

衡的饮食、适量的运动等，有助于提高身体免

疫力，减少脑供血不足的发生。

二、应对措施

1.

饮食调整：

饮食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 建议保持健

康的饮食习惯，多摄入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

抗氧化剂的食物，如新鲜水果、蔬菜、全谷物、

坚果和豆类。

2.

适量运动：

适当的运动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 促进

血液循环，从而有助于改善脑供血不足。可以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如散步、慢跑、游

泳、瑜伽等。

3.

控制体重：

过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尤其是对心脏

和血管的压力。 保持适当的体重可以降低脑

供血不足的风险。

4.

戒烟限酒：

吸烟和酗酒是导致脑供血不足的风险因

素之一。戒烟限酒有助于改善身体状况，减少

血管损伤。

5.

保持心理平衡：

精神压力和焦虑可能会影响身体状况，

因此保持心理平衡对于预防脑供血不足非常

重要。 可以通过放松技巧、冥想、社交活动等

方式来缓解压力。

6.

药物治疗：

在医生的指导下， 可以选择适当的药物

来改善脑供血不足的症状。 常用的药物包括

抗血小板聚集药物、他汀类药物等。

7.

定期检查：

定期进行血液检查、心电图等检查，可以帮

助及早发现潜在的脑供血不足问题。

三、紧急情况处理

在出现脑供血不足的紧急情况时，如突然晕

倒、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应立即呼叫急救电话

或前往附近急诊室就诊。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注

意保持平卧休息，避免移动，以免加重症状。

总之， 了解如何自我监测和应对脑供血不

足非常重要。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调整饮

食、适量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保持心理平

衡等措施， 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改善脑供血不足

的症状。 同时， 在紧急情况下及时寻求医疗帮

助，可以确保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

（作者单位：河北省宁晋县医院）

肠梗阻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其

主要症状包括腹痛、腹胀、呕吐和停止排气排

便等。 了解肠梗阻的成因和应对方法对于维

护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一、成因分析

肠梗阻的成因较为复杂， 主要与肠道内

蠕动障碍、肠道狭窄、肿瘤等因素有关。 具体

来说，以下因素可能导致肠梗阻：

1.

肠道内蠕动障碍：肠道内壁肌肉收缩

频率降低或节律紊乱， 可能导致肠道蠕动障

碍，进而引发肠梗阻。

2.

肠道狭窄：肠道内息肉、狭窄、憩室等

结构异常，可能导致肠道狭窄，进而引发肠梗

阻。这种类型的肠梗阻多见于年轻人，可能与

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等有关。

3.

肿瘤：肿瘤的膨胀性生长可能阻塞肠

道， 引发肠梗阻。 这种情况多见于中老年人

群，可能与慢性炎症、遗传等因素有关。

4.

其他原因：如腹内压增高等因素也可

能导致肠梗阻的发生。

除了上述常见的成因， 还有一些特殊类

型的肠梗阻， 如炎症性肠病、 放射性肠梗阻

等，这些疾病的发病原因各不相同，需要针对

个体情况加以判断。

二、应对方法

面对肠梗阻， 我们需要掌握正确的应对

方法，以减轻症状、防止病情加重，甚至及时

就医。

1.

保守治疗：在病情较轻时，可以采取禁

食、胃肠减压等保守治疗方式。通过鼻胃管将

胃肠内的积气积液引流出来， 有助于减轻胃

肠负担，为病情的缓解争取时间。

2.

药物治疗：根据病情需要，可以遵医嘱

使用一些药物来缓解症状。例如，抗生素可以

预防感染。

3.

手术治疗：对于严重的肠梗阻或病因

不明的肠梗阻，可能需要手术治疗。手术方式

包括肠切除吻合术、肠粘连松解术等，具体手

术方式需要根据个体情况和病情来确定。

4.

调整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预防肠梗

阻的发生同样重要。 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适

量运动、避免过度劳累和精神压力、积极治疗相

关基础疾病等，都有助于预防肠梗阻的发生。

5.

及时就医：如果出现疑似肠梗阻的症状，

应及时就医。

6.

预防复发：有些肠梗阻可能复发，因此患

者应在医生的指导下，积极预防复发。 例如调

整饮食结构、改善生活习惯等。

总之，肠梗阻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

其成因较为复杂。 了解其症状和应对方法对于

维护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在出现疑似肠梗

阻的症状时，应及时就医。 同时，保持良好的生

活习惯和合理的饮食结构也是预防肠梗阻的关

键。 如果出现相关症状，请及时就医，在医生的

指导下进行治疗。

（作者单位：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肠梗阻的成因与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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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息性支气管炎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疾

病，通常表现为喘息、气促等症状。 呼吸功能

锻炼对于喘息性支气管炎患者来说非常重

要， 可以提高患者的呼吸功能， 增强心肺功

能，缓解喘息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以下是一

些喘息性支气管炎患者进行呼吸功能锻炼的

方法和注意事项：

一、呼吸操

1.

深吸气至不能再吸气，然后缓慢呼气，

每次

10-15

分钟，每天

2-3

次。 这样可以增

加肺活量，提高呼吸功能。

2.

吹气球或吹气球机训练，从较小的

气球开始， 逐渐增加气球的大小和吹气的

难度。这样可以锻炼肺部的肌肉，增强呼吸

功能。

3.

腹部肌肉训练，如深蹲运动和仰卧起

坐等，可以提高呼吸功能和肺活量。

二、唱歌

唱歌有助于锻炼肺部的肌肉， 增强呼吸

功能，同时可以缓解焦虑和抑郁情绪。患者可

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歌曲进行练习， 逐渐增加

难度。

三、步行或慢跑

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 改善

喘息症状。在开始步行或慢跑前，可以先进

行适当的热身运动和拉伸运动。 患者可以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逐渐增加运动强

度和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呼吸功能锻炼时，

患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避免剧烈运动，以免加重喘息症状。

2.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空气干燥。

3.

避免接触过敏原，如花粉、尘螨等。

4.

定期进行肺功能检查，了解病情进展。

5.

坚持规律服药，不要随意更改药物剂

量或停药。

喘息性支气管炎的呼吸功能锻炼可以提

高患者的呼吸功能，增强心肺功能，缓解喘息

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患者还需要注意

饮食调理、避免感染、保持情绪稳定等，以促

进康复。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应该遵循医生的

建议。

在家庭护理中，家长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家长要密切关注患儿的病情变化，及

时就医并遵循医生的建议。

2.

保持室内环境清洁卫生，定期消毒。

3.

鼓励患儿多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和精神

紧张。

4.

合理安排饮食，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

主，多吃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

5.

与医生保持密切沟通，及时了解病情和

治疗方案的变化。

总之， 喘息性支气管炎的呼吸功能锻炼非

常重要。 患者可以通过呼吸操、唱歌、步行或慢

跑等运动方式进行呼吸功能锻炼，以减轻症状、

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要注意饮食调理、 避免感

染、保持情绪稳定等措施来促进康复。在家庭护

理过程中，家长要与医生保持密切沟通，帮助患

儿树立治疗的信心，共同促进康复。

（作者单位：沧州市妇幼保健院）

喘息性支气管炎的呼吸功能锻炼方法

□

樊红霞

浅谈供应室器械的储存和管理制度

□

朱 青

脑供血不足的自我监测与应对措施

□

石会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