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术室中的骨科患者护理不仅仅是

技术操作的应用，更是一门艺术，涉及细

致的观察、专业的技术、无菌操作的严格

执行以及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本文将介

绍在手术室中进行骨科患者护理的技

巧，确保手术顺利进行和患者安全。

一、手术体位的调整

1、体位选择的重要性：骨科手术常

需要特定的体位来暴露手术区域， 如仰

卧位、侧卧位或俯卧位。 正确的体位不仅

有助于手术操作， 还能减少术中并发症

的发生。

2、体位调整技巧：调整患者体位时，

需确保患者舒适，并避免压迫重要部位。

使用软垫或支撑物固定体位， 确保患者

皮肤不受损，防止压疮的发生。

二、无菌技术的应用

1、手卫生与无菌操作：严格遵守手

卫生规范，包括手消毒和戴无菌手套，是

防止感染的第一步。 每次接触患者或无

菌区域前后，护理人员必须进行手消毒。

无菌操作不仅限于手术过程， 还包括手

术前的准备工作， 如无菌器械的消毒和

无菌手术区域的设置。 这些措施能有效

减少术中感染的风险，保障患者的安全。

2、无菌区域的管理：手术中，需保持

无菌区域的完整性。 护理人员应确保无

菌器械和用品的使用、 传递过程中无菌

状态不被破坏，并及时更换污染的物品。

例如，使用无菌覆盖布覆盖手术区域，确

保所有进入无菌区域的物品和人员都经

过严格消毒。 若发现无菌区域被污染，应

立即采取措施，避免感染扩散，保障手术

的无菌环境。

三、生命体征监测

1、实时监测的重要性：手术过程中，

患者的生命体征是反映其身体状况的重

要指标。 护理人员需持续监测心率、血压、

呼吸、体温和血氧饱和度，及时发现并处

理异常情况。 这些指标能提供患者生理状

态的实时信息，帮助医生做出及时的治疗

决策，防止术中意外情况的发生。

2、监测设备的使用：熟练使用各类

监测设备，如心电监护仪、血氧仪等 ，确

保设备正常运行，并能够迅速读懂数据，

做出准确判断。 护理人员需定期检查监

测设备的状态， 确保其在手术中能准确

可靠地提供数据。 若发现设备异常，应及

时进行调整或更换， 确保患者的生命体

征监测不受影响。

四、手术器械的管理

1、器械的准备与传递：在手术开始

前， 护理人员需准备好所有可能使用的

手术器械， 并确保其在无菌状态下整齐

摆放。 在手术过程中，准确迅速地传递所

需器械，避免延误手术进程。

2、器械清点与处理：手术结束后，护

理人员需及时清点手术器械， 确保无遗

漏。 对使用过的器械进行清洗和消毒，准

备下次使用。

五、术中患者的护理

1、维持患者的舒适：手术过程中，护

理人员需时刻关注患者的舒适度， 调整

体位、应用软垫，确保患者在长时间手术

中不产生不适。 对于清醒状态下的患者，

护理人员应及时提供心理安慰， 减轻其

紧张情绪。 对处于麻醉状态的患者，则需

定期检查体位和皮肤状态， 防止压疮和

其他并发症的发生。

2 、 观察患者反应 ： 在手 术 过 程

中 ， 护理人员应观察患者的面色 、肢

体反应等 ， 尤其是在局麻或清醒状态

下的患者， 及时反映异常情况， 协助

医生进行处理。 例如， 若发现患者出

现异常呼吸或心跳 ， 应立即通知医生

并采取相应措施 ， 保障患者的安全 。

护 理 人 员 的 细 致观察能帮助及时发现

潜在问题，避免术中意外。

六、术中药物管理

1、药物的准备：手术过程中常需要使

用多种药物，如麻醉药、镇痛药和抗生素。

护理人员需提前准备好所需药物， 并按照

医嘱正确配制。

2、药物的安全使用：在手术过程中，药

物的使用需严格按照医嘱执行， 护理人员

应确保药物的剂量和用法正确， 并及时记

录用药情况。

七、紧急情况的处理

1、突发状况的应对：手术过程中可能

发生各种突发状况， 如大出血、 心跳骤停

等。 护理人员需具备应急处理能力，能够迅

速做出反应，与医生配合采取有效措施。

2、应急设备的准备：在手术室内，常备

各类应急设备，如除颤器、急救药品等。 护

理人员应熟悉这些设备的使用方法， 确保

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应用。

综上所述， 在手术室中对骨科患者进

行护理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任务，要求护理

人员具备专业技能、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的

责任心。 通过正确的体位调整、严格的无菌

操作、细致的生命体征监测、精准的器械管

理以及及时的紧急情况处理，护理人员可以

有效保障手术的顺利进行和患者的安全。

（作者单位：柳州市人民医院麻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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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中的骨科患者护理技巧

□

李华

小儿营养不良的应对之策

□禤鹏远

营养不良是影响儿童健康的一个重

要问题， 它不仅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造

成不良影响， 还可能导致长期的健康问

题。 本文将介绍小儿营养不良的应对之

策， 帮助家长和护理人员更好地理解和

解决这一问题。

一、小儿营养不良的定义和分类

1、定义：营养不良是指由于营养摄入

不足或吸收不良导致机体出现营养素缺乏

或失衡的状态。对于儿童而言，营养不良可

能会影响其体格和智力的正常发育。

2、分类：营养不良可以分为不同类

型， 主要包括： 蛋白质 - 能量营养不良

（PEM）：包括消瘦、发育迟缓和消瘦发育

迟缓。 微量营养素缺乏：如缺铁性贫血、

维生素 A 缺乏、碘缺乏等。

二、小儿营养不良的原因

1、饮食因素：①营养摄入不足：由于

饮食结构单一或食物供给不足， 儿童可

能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素。 ②不合理的

喂养方式：如过早断奶、辅食添加不当等

都会导致营养不良。

2、健康因素 ：①疾病影响 ：慢性疾

病、 感染性疾病等会影响儿童的营养吸

收和代谢。 ②消化吸收障碍：某些消化系

统疾病可能导致营养素的吸收不良。

3、社会经济因素：①经济困难：家庭

经济状况差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营养食

物。 ②教育水平：家长的营养知识不足也

会导致不合理的饮食安排。

三、小儿营养不良的症状和诊断

1、主要症状：①体重不足：儿童体重

低于同龄正常水平。 ②生长迟缓：身高增

长缓慢或停滞。 ②精神状态差： 容易疲

倦、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 ③免疫力

低下：频繁感染疾病。

2、诊断方法：①体格检查：通过测量

身高、体重等指标评估儿童的营养状况。

②实验室检查：包括血液检测、尿液检测

等以评估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水平。 ③

膳食调查： 了解儿童的饮食习惯和食物

摄入情况。

四、小儿营养不良的应对策略

1、改善饮食结构：①均衡饮食：确保

饮食中含有足够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

脂肪以及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家长应

该为孩子提供多样化的食物， 保证每餐

都包含主食、蛋白质、蔬菜和水果。 合理

搭配食物，不仅可以提供充足的能量，还

能满足孩子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 ②增

加辅食：根据儿童的年龄和发育情况，适

时添加富含营养的辅食，如肉类、蔬菜 、

水果等。 辅食添加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

则，从易于消化的食物开始，逐渐增加食

物的种类和数量， 确保孩子摄入足够的

营养。

2、疾病管理：①及时治疗疾病：积极

治疗慢性病和感染性疾病， 避免因疾病

导致的营养不良。 对于患有慢性病的儿

童，应定期随访，调整治疗方案，确保疾

病得到有效控制。 同时，家长应重视儿童

的卫生习惯，预防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减

少因疾病引起的营养吸收障碍。 ②改善

消化吸收功能： 对于有消化吸收障碍的

儿童，应根据医生建议，采取相应的饮食

调整和治疗措施。 可以选择一些易于消

化的食物，如米糊、鱼泥等，减少对肠胃

的负担。 同时，必要时可以使用一些助消

化药物，促进营养的吸收。

3、营养教育：①提高家长的营养知

识：通过健康教育，提高家长对儿童营养

的认识，指导其合理安排儿童的饮食。 社

区、 学校和医疗机构可以定期举办营养

知识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帮助家长了解

平衡膳食的重要性和具体做法。 ②培养

健康饮食习惯： 从小培养儿童良好的饮食

习惯，鼓励其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高糖高脂

肪食品。 家长可以通过与孩子一起购物、烹

饪等方式， 让孩子了解食物的营养价值和

健康饮食的重要性， 逐步培养其健康的饮

食习惯。

4、社会支持：①提供经济援助：对于经

济困难的家庭， 政府和社会应提供一定的

经济支持，帮助其改善儿童的营养状况。 可

以通过发放营养补助、 提供免费或低价的

营养餐等方式， 确保每个儿童都能享有足

够的营养。 ②加强社区服务：社区应建立完

善的儿童保健服务体系， 定期开展儿童营

养状况监测， 及时发现和干预营养不良问

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免费或低

价的营养咨询、体检和治疗服务，帮助家长

科学管理儿童的健康。

总的来说， 小儿营养不良是一个需要

高度重视的问题， 家长和护理人员应从改

善饮食、加强健康教育、提供医疗支持和改

善生活环境等方面入手， 全面应对这一问

题。 通过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可以有效改

善儿童的营养状况， 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和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广西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聊聊传统运动养生

□

赵海

当今社会多数人生活、工作、学习等

各方面节奏都非常快，压力非常大，许多

人会出现各种各样身体与心理问题 ，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些问题逐渐暴露出

来，不同程度地会影响自己，严重地会导

致自己无法进行正常的的生活、工作、学

习等。 而且自己的医学卫生常识缺乏，往

往会导致自己不堪其扰。 所以如果自己

能掌握一些有用的医学知识， 则一定会

使自己的人生道路顺心如意。

谈到养生，在《黄帝内经》中涉及养

生主要分四时养生、 情志养生、 饮食养

生、运动养生、房事养生、经络（针灸）养

生等几个方面论述 。 其理论基础包括：

“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的生态体育养生

观、“形神合一”的身心和谐健康观。 所以

先祖们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和人自身

的身心和谐统一； 强调养生分为养形和

养神两个方面，形神共养。 强调养生原则

有：天人合一，顺应四时；形与神俱，摄神

为先；动静结合，适度运动；循序渐进，持

之以恒。 今天我们选择传统运动养生方

面， 从传统医学的作用机理中找到真正

的养生之道。

生命在于运动，《黄帝内经》在总结、

汇聚先秦道家、 儒家等养生经验的基础

上，创立了一套独特的养生方法，包括通

过散步、导引、按跷、吐纳、冥想等运动方

式，以达到养生防病目的。 运动养生的作

用机理主要包括以下：

一、平衡阴阳 ：中医认为 ，疾病的发

生、发展、诊断、治疗、转归等，都是以阴

阳学说为理论依据，如《内经》指出“阴胜

则阳病，阳胜则阴病”。 所以，传统运动养

生的作用机理，也必然寓于阴阳变化中。

如对阴盛阳虚的病人， 应该选择练习动

功，以助阳盛阴；对阴虚阳亢的病人，应

该选择练习静功，以养阴制阳。 夏季练习

应以静功为主，以防耗阳；而冬季练习应

以动功为主，以防阴盛。 病势向上（如肝

阳上亢），则意念向下，而病势向下（如气

虚脱肛），则意念向上。 所有这些，均以平

衡阴阳为目的。

二、调和气血：气血是构成人体和维

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 气血之间

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的相辅相

成关系，而且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 气

具有推动 、防御 、温煦 、固摄 、气化的作

用，血具有营养和滋润等作用。

三、调理脏腑：中医藏象学说将人体

各器官分为两大类： 肝心脾肺肾称之为

脏，胆胃小肠大肠膀胱称之为腑。 脏腑功

能状态的正常与否， 决定着人体的健康

状况。 在传统运动锻炼中，大多数练习都

是以腰为主， 腰部命门是其主要锻炼之

处，把命门作为意守的重要部位，这样可

使命门相火旺盛，肾气充盈，肾阳相火是

其他各脏腑生理活动的原动力。 命门元

阳之火充足，则脾阳得资，脾气健运 ，后

天水谷精微物质得以运化， 从而为人体

各脏腑、 经络乃至四肢百骸的正常活动

提供物质基础。

四 、疏通经络 ：经络遍布全身，是人

体气血、津液运行的通道，是联络五脏六

腑的重要生理结构。 肢体的活动或按摩

拍打；触动气血循经络互流。 百脉皆通，

气血充盈 ， 在医疗 、 保健方面有着重

要作用。

祖国传统医学认为情志失调是人体

产生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情志舒畅则

可使气血顺畅条达，形充体健。 历来传统

运动疗法注重心理的调节， 通过动和静

来调节精神，达到悠然、轻松、宁静的心

境，使身心健康且消除不良症状。

例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广步

于庭”，是谓散步以怡情。 冬去春来，阳气

生发，万木峥嵘，为适应春季万物生发的

特点，开启自身阳气的活力，清晨起床宜

早，到户外空气清新的庭院，进行舒缓的

散步。 这是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下，没有

任何思想负担的运动， 所以这种运动可

以改善大脑皮层的机能状态， 提高大脑皮

层的功能， 进而增强大脑皮层对内脏功能

的调控，达到养生的目的。 散步时心境要舒

畅、呼吸要调匀、步履要和缓、四肢要自然

摆动、衣服要保暖且宽松。

再如练习五禽戏时要求意守、 调息和

动形协调配合。 意守可以使精神宁静，神静

可以培养真气；调息可以行气，通调经脉；

动形可以强筋骨，利关节。 模仿五种禽兽的

动作时，意守的部位也有所不同，所起的作

用也有所区别。 虎戏时要求意守命门，有益

肾强腰、壮骨生髓的作用；鹿戏时要意守尾

闾，通经络、行血脉 、舒展筋骨 ；熊戏时要

意守中宫 （肚脐）， 使头脑虚静、 意气相

合 、真气贯通 ，有健脾益胃之功效 ；猿戏

时要外练肢体的灵活性，内练抑制思想活

动 ，达到思想清静 、体轻身健的目的。 鸟

戏时要意守气海， 调达气血、 疏通经络 、

活动筋骨关节。

再以太极拳为例， 练习太极拳可吐纳

调气，形成形体和精神合而为一、松静自然

的状态，使情绪趋于稳定平衡。 太极拳正是

首选的缓慢、轻松的有氧运动。 太极拳等传

统运动养生的优秀项目， 经历了千百年的

发展和完善， 不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

极高的养生价值。

（作者单位：山西省浑源县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