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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领域中，手术室无疑是生与死交织
的前沿阵地，而手术室护理工作则是这一阵地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手术室护理不仅关乎
患者的生命安全，更与手术的成功与否息息相
关。本文将深入探讨手术室护理工作的重要性，
以及其在现代医学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一、手术室护理工作的基本职责
手术室护理工作的基本职责包括术前准

备、术中配合、术后护理等多个方面。在术前，
护士需要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确保患者
处于最佳手术状态；在术中，护士需要与医生
紧密配合，确保手术的顺利进行；在术后，护
士还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的监护，及时发现
并处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二、手术室护理工作的重要性
1.保障患者生命安全：手术室是一个高

度紧张、风险极大的工作环境。护士在手术室
中不仅需要具备丰富的医学知识，还需要具
备敏锐的观察力和迅速的反应能力。他们需
要在第一时间发现患者的异常情况，并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

2.提高手术成功率：手术室护理工作的质
量直接影响到手术的成功率。护士在术前、术中
和术后都需要与医生保持紧密的配合，确保手
术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得到精确的执行。这种
配合不仅能够减少手术中的误差，还能够提高
手术的效率，从而增加手术的成功率。

3.减轻患者痛苦：手术对于患者来说是

一种极大的身体和心理负担。护士在手术室
中不仅需要关注患者的身体状况，还需要关
注患者的心理状态。他们需要在手术过程中
给予患者充分的关心和支持，减轻患者的恐
惧和焦虑，降低患者的痛苦感。

4.促进医疗团队协作：手术室是一个多
学科的团队协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医生、
护士、麻醉师等多个角色需要相互协作，共同
完成手术任务。手术室护理工作是医疗团队
协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护士需要与医生、麻醉
师等团队成员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协作，确保
手术的顺利进行。

三、手术室护理工作的挑战与应对
尽管手术室护理工作在医学领域中具有

重要地位，但其在实践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例如，手术室工作强度大、压力大、风险高，对
护士的身体和心理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了
应对这些挑战，医院需要加强对手术室护士的
培训和管理，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心理素
质。同时，护士也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
质，增强自己的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

总之，手术室护理工作在医学领域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它不仅是保障患者生命安
全的关键力量，更是提高手术成功率、减轻患
者痛苦和促进医疗团队协作的重要支撑。我们
应该充分认识到手术室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并
为其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

（作者单位：河北省固安县人民医院）

坠积性肺炎是指长期卧床患者，由于重
力作用，肺底痰液难以排出，导致肺部感染发
炎。患者往往表现出咳嗽、咳痰、发热等症状，
病情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

一、坠积性肺炎的病因
1.卧床原因：如骨折、中风、术后康复期

等，导致患者行动不便，无法自主咳嗽排痰。
2.肺部基础疾病：部分患者本身存在慢

性阻塞性肺病、哮喘等肺部基础疾病，使得抵
抗力下降，易引发坠积性肺炎。

3.细菌感染：细菌感染是坠积性肺炎的
主要致病原因，常见的有肺炎链球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克雷伯杆菌等。

二、坠积性肺炎的症状
1.咳嗽：咳嗽是坠积性肺炎的主要症状

之一，表现为持续的咳嗽、咳痰。
2.发热：部分患者伴有发热症状，表现为

体温升高，可高达 38-39益。
3.呼吸困难：由于痰液阻塞导致呼吸困

难，患者呼吸急促、费力。
4.胸痛：部分患者伴有胸痛症状，疼痛部

位在肺部底部。
三、如何预防坠积性肺炎
1.定时翻身：每小时为患者翻身一次，以

促进痰液排出。
2.拍背辅助排痰：使用空心掌从下往上

轻拍患者背部，协助排痰。
3.保持口腔卫生：定期为患者清洁口腔，

预防口腔感染。
4.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保持室内空气流

通，避免空气干燥。
5.鼓励患者自主排痰：为患者提供适当

的活动，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排痰能力。
6.合理使用抗生素：遵医嘱使用抗生素

治疗，避免滥用抗生素。
7.注意饮食调理：多食用高蛋白、高维生

素的食物，增强抵抗力。
四、已经发生坠积性肺炎怎么办
一旦发生坠积性肺炎，应立即就医，接受

医生的治疗和护理。以下是一些应对措施：
1.吸氧：部分患者伴有缺氧症状，需要吸

氧来改善症状。
2.抗生素治疗：遵医嘱使用抗生素治疗

感染。
3.雾化吸入：使用雾化吸入装置将药物

送入肺部，帮助患者排痰。
4.保持呼吸道通畅：及时清除呼吸道分

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
5.营养支持：给予高蛋白、高维生素的饮

食，以增强患者的抵抗力。
6.观察病情：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

如有异常及时报告医生。
五、如何避免复发
1.积极治疗原发病：对于卧床患者，积极治

疗原发病，如康复期病人要尽早下床活动，避免
长期卧床。

2.保持良好生活习惯：戒烟限酒，保持健康
的生活习惯，有助于预防呼吸道感染。

3. 定期检查：对于有肺部基础疾病的患
者，应定期进行肺部检查，及早发现并治疗肺
部疾病。

4.加强护理：家属应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
变化，加强护理，避免病情反复。

总之，长期卧床患者需警惕坠积性肺炎的
发生。通过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和科学的护理
方法，可以有效避免坠积性肺炎的发生和复发，
让患者早日康复。

（作者单位：河北廊坊市安次区医院）

长期卧床患者需警惕坠积性肺炎
阴 黄莉莉

在医疗护理中，换药（也称敷料交换或敷
料更换）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操作。它不仅是更
换污染的敷料，更是观察伤口情况、预防和控
制感染、促进伤口愈合的重要手段。本文将从
换药前的准备、换药步骤及注意事项、换药的
频率与时机、换药后的观察与护理以及常见
的误区与纠正措施等方面，全面介绍敷料换
药的护理要点。

一、换药前的准备
1.了解伤口情况：换药前，医护人员需对

伤口进行全面评估，包括伤口的部位、大小、
深浅、有无感染、化脓等。这一步骤对于选择
合适的敷料和换药方法至关重要。了解伤口
情况有助于医护人员制定个性化的换药方
案，确保换药过程的安全和有效。

2.准备换药材料：根据伤口的实际情况，
准备必要的换药材料，如无菌纱布、棉球、消
毒液（如碘伏、75%乙醇）、胶带、剪刀、镊子
等。所有材料必须确保在有效期内，且包装完
好无损，以防止污染。

3.洗手和穿戴防护用品：换药前，医护
人员需严格按照手卫生要求进行洗手，并
穿戴好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这一步骤是
防止交叉感染的重要措施，确保换药过程

的无菌操作。
二、换药步骤及注意事项
1.揭下敷料：使用镊子轻轻揭下紧贴伤

口的敷料，确保不损伤伤口。如果敷料较紧或
与伤口粘连，可以先使用生理盐水或碘伏湿
润后再揭下。揭下的敷料应放在指定的医疗
废物容器中，避免交叉感染。

2.消毒伤口：双手各持一把镊子，从弯
盘中取出碘伏棉球或其他消毒液棉球，然
后用另一把镊子对伤口进行消毒。消毒时
应从伤口中心向外周擦拭，至少消毒两遍。
对于化脓伤口，应由外向内擦拭，以防止脓
液扩散。注意，两把镊子不能混合使用，以
避免交叉感染。

3.清除坏死组织和异物：如果伤口存在
坏死组织或异物，应使用剪刀或钳子将其清
除。清除过程中要注意无菌操作，避免加重感
染。对于疼痛敏感的患者，可以在清除前给予
适当的镇痛药物。

4.更换无菌纱布：用镊子从弯盘中取出
无菌纱布，轻轻覆盖在伤口上。注意无菌纱布
的大小要适中，既要完全覆盖伤口，又要避免
过大造成浪费。同时，要确保纱布与伤口之间
有一定的空隙，以利于伤口的通气和引流。

5.包扎固定：使用医用胶带等材料将无
菌纱布固定在伤口上，以避免移位。包扎时要
适度，既不能太紧影响血液循环，也不能太松
导致敷料脱落或移位。对于需要引流的伤口，
可在纱布下放置引流条。

注意事项：换药过程中，医护人员必须严
格遵守无菌操作原则，使用无菌器具和材料，
确保伤口无菌。轻柔操作以减少患者疼痛。对
于疼痛敏感的患者，可以在换药前给予适当
的镇痛药物。仔细观察伤口是否有感染、积液
等情况，如有异常应及时报告医生并处理。

三、换药的频率与时机
换药的频率应根据伤口情况和医生的建

议来确定。一般来说，对于清洁伤口，每隔 2-
3 天更换一次敷料即可；而对于感染或化脓
的伤口，则需要每天更换敷料，甚至一天需要
更换多次。此外，在遇到以下情况时也需要及
时换药：敷料被污染或浸湿时；伤口出现红
肿、疼痛等感染迹象时；伤口有出血、渗液等
异常情况时。

四、换药后的观察与护理
换药后，医护人员需要密切观察伤口的

恢复情况，包括伤口的大小、颜色、有无渗液
等。如果发现异常情况，如伤口感染、出血等，

应及时报告医生并处理。同时，医护人员还需
要向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健康教育，指导他们如
何保护伤口、避免感染等。

五、常见的误区与纠正措施
误区一：频繁换药能促进伤口愈合
实际上，过于频繁的换药可能会干扰伤口

的正常愈合过程，甚至增加感染的风险。因此，
应根据医生的建议合理确定换药频率。

误区二：使用抗生素药膏能预防感染
虽然抗生素药膏具有一定的抗菌作用，但

长期使用可能导致耐药菌的产生。因此，在没
有明确感染指征的情况下，不建议常规使用抗
生素药膏。

六、结语
换药作为医疗护理中的一项重要操作，对

于预防和控制感染、促进伤口愈合具有重要意
义。换药虽然看似简单，但其中却蕴含着丰富
的医学知识和护理技巧。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换
药方法和注意事项，才能更好地促进伤口的愈
合和患者的康复。医护人员应不断学习和实
践，提高自己的换药技能和服务水平，为患者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护理服务。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

敷料换药的护理要点
阴 蒙家英

精神疾病是一类复杂的疾病，涵盖了如
抑郁症、焦虑症、人格分裂症、癔症等多种类
型，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功能。
针对精神疾病的护理，从症状识别到日常照
护，需要家属和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以促进
患者的康复。

一、症状识别：早期发现，及时干预
精神疾病的早期识别对于治疗至关重

要。常见的症状包括言谈异常，如无法正常交
谈、语言无逻辑、自言自语等；行为异常，如情
绪激动时的异常举动、社交障碍或攻击性行
为；以及服装穿着不合时宜，如穿不符合季节
或性别的衣物。此外，患者还可能出现幻觉、
妄想、多疑、敏感等感知和思维障碍。家属和
医护人员应密切关注患者的言谈举止，一旦

发现异常，应及时就医，通过专科检查和量表
测试进行确诊。

二、日常照护：全面细致，科学管理
1.提供安全和稳定的环境：为精神疾病

患者提供一个安全、舒适、无刺激的环境至关
重要。确保环境干净整洁，减少噪音和刺激
物，移除潜在的危险物品，如刀具、尖锐物等，
以防止意外发生。

2.建立良好的沟通：与患者建立正面的
沟通关系，使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耐心倾听患
者的意见和问题，避免冲突和争论，以增强患
者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饮食管理：提供均衡、营养丰富的饮
食，根据患者的饮食偏好和医生的建议合理
安排饮食。对于拒食者要耐心劝导，食欲旺

盛者要适当限制，确保饮食合理定量。同时，
注意食品应以质软易消化为主，防止患者误
咽或呃逆。

4.个人卫生护理：协助患者保持个人卫
生，定期洗澡、更衣、理发，帮助患者洗脸、漱
口、梳头等。对于女患者，特别要管理好月经
期卫生。注意防止患者受凉，适时加减衣物，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5.规律生活习惯：建立稳定的起居时
间、作息时间和日常活动安排，有助于稳
定患者的情绪和促进身心健康。家属应
监督患者按时服药，防止患者私自停药
或减药。

6.心理支持与鼓励：精神疾病患者常常
伴随焦虑、恐惧等情绪，家属应给予充分的

心理支持，鼓励患者树立治疗信心，积极参与
家庭活动和社交活动，以促进其早日康复。同
时，避免对患者提出过高要求，以免增加其心
理负担。

7.适当运动和休闲活动：鼓励患者参与适
量的体育运动和休闲活动，如散步、做操、听音
乐等，有助于减轻焦虑、促进血液循环和增强身
体素质。选择适合患者的活动，并提供必要的支
持和监督。

精神疾病的护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
程，需要家属、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共同努力。通
过早期症状识别以及日常照料可以有效促进精
神疾病患者的康复，提高其生活质量，减轻对家
庭和社会的负担。

（作者单位：河北省第三荣军优抚医院）

浅谈精神疾病的护理要点
阴 安 然

手术室护理工作的重要性
阴 孙紫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