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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性疼痛的日常管理和护理技巧

□

周桂益

神经性疼痛是一种由于神经系统损伤

或功能异常引起的慢性疼痛，给患者带来了

极大的身心痛苦。 了解和掌握神经性疼痛的

日常管理和护理技巧，可以有效减轻患者的

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本文将介绍神经性疼

痛的基本概念、常见护理方法及日常管理技

巧，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这一困扰。

一、神经性疼痛的基本概念

1、定义和类型：神经性疼痛是由神经系

统损伤或功能异常引起的疼痛，通常表现为

烧灼感、刺痛、电击样痛等。 根据损伤部位的

不同，神经性疼痛可以分为外周神经痛和中

枢神经痛。

2、常见原因：引起神经性疼痛的原因多

种多样，包括糖尿病、带状疱疹、脊髓损伤、

中风、截肢后幻肢痛等。 了解这些原因有助

于更好地进行预防和治疗。

二、神经性疼痛的常见护理方法

1、药物治疗：①抗抑郁药：抗抑郁药不

仅用于治疗抑郁症，也在神经性疼痛的治疗

中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三环类抗抑郁药如

阿米替林，可以通过增加大脑中的神经递质

水平，缓解疼痛感。 度洛西汀等选择性 5-羟

色胺再摄取抑制剂通过类似的机制，同样能

有效减轻神经性疼痛。 ②抗癫痫药：抗癫痫

药如加巴喷丁和普瑞巴林被广泛用于神经

性疼痛的治疗。 这些药物可以稳定过度活跃

的神经元，减少疼痛信号的传递，从而减轻

疼痛感。 ③局部麻醉剂：局部麻醉剂如利多

卡因贴片，可以直接作用于疼痛部位，提供

快速而有效的疼痛缓解。 这类药物通过阻断

神经信号的传导，减少疼痛的感觉。

2、物理治疗：①热敷和冷敷：热敷和冷

敷是最常见的物理治疗方法。 热敷可以通过

增加局部血流，缓解肌肉紧张和痉挛，从而

减轻疼痛。 冷敷则有助于减轻急性疼痛和炎

症，通过降低局部温度，减少神经传导速度

和疼痛感受。 ②物理疗法：物理疗法如超声

波疗法和低频电刺激等，可以通过刺激神经

和肌肉，促进神经再生，减轻疼痛。 超声波疗

法利用声波的热效应和机械效应，改善局部

血液循环，促进组织修复。 低频电刺激则通

过电流刺激神经，减轻疼痛和肌肉痉挛。

3、心理支持：慢性疼痛常伴随焦虑、抑

郁等情绪问题，通过心理干预，可以帮助患

者更好地应对疼痛，提高生活质量。 ①心理

咨询：心理咨询可以帮助患者理解和接受疼

痛，学会有效的应对策略。 咨询师可以通过

倾听和引导，帮助患者调整心态，缓解心理

压力，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 ②放松训练：放

松训练如深呼吸、 冥想和渐进性肌肉放松

等，可以有效缓解紧张情绪，改善疼痛感受。

这些方法通过放松身心，降低焦虑和应激反

应，从而减轻疼痛的主观体验。

三、神经性疼痛的日常管理技巧

1、生活方式调整：合理的生活方式调整

可以有效减轻神经性疼痛，改善整体健康状

况。 ①规律作息：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保证

充足的睡眠，有助于缓解疼痛和疲劳。 ②健

康饮食：均衡的饮食有助于增强体质，减轻

疼痛。 多摄入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如蔬菜、

水果等，可以减少神经炎症。

2、适度运动：适度的有氧运动如散步、

游泳等可以增强体力，改善疼痛感受。 需要

注意的是， 运动量应根据个人情况适当调

整，避免过度运动导致疼痛加重。

3、自我护理技巧：自我护理技巧可以帮

助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管理疼痛。 ①记

录疼痛日记：记录疼痛的频率、强度、持续时

间等，有助于了解疼痛的变化规律，调整治

疗方案。 ②使用辅助工具：使用辅助工具如

支具、护具等可以减轻疼痛，保护受损部位。

4、社交支持：社交支持网络可以帮助患

者更好地应对疼痛。 ①家庭支持：家庭成员

的理解和支持是患者应对疼痛的重要力量。

与家人分享疼痛感受，寻求他们的帮助和支

持，可以减轻心理压力。 ②参与社交活动：参

与社交活动有助于转移注意力，缓解疼痛带

来的负面情绪。 参加志愿者活动、兴趣小组

等可以增强社会互动，提升自我价值感。

总的来说， 神经性疼痛虽然难以根治，

但通过科学的日常管理和护理，可以有效减

轻患者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药物治疗、物

理治疗、心理支持、生活方式调整、自我护理

技巧以及社交支持都是管理神经性疼痛的

重要手段。 每个患者的情况不同，应根据个

人的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管理和护理方案，

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改进。 相信通过科学

合理的管理和护理，神经性疼痛患者一定能

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单位：广西南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神经科二病区）

孕期药物使用的禁忌与注意事项

□

蒙倩倩

在孕期，药物使用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药物对胎儿的影响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宝

宝的健康。孕妇在药物使用上需要特别谨慎，

以确保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以下是对孕

期药物使用的禁忌与注意事项的详细介绍：

一、孕期药物使用的基本原则

1、遵循医生建议：在孕期，药物使用的首

要原则是遵循医生的建议。 医生会基于孕妇

的整体健康状况、 怀孕的具体阶段以及药物

的安全性，从而综合评估药物的风险与效益。

未经医生许可， 不应自行选择或改变药物的

使用， 这样做可能导致药物的不良反应或对

胎儿产生不利影响。 自我药疗可能引发意外

的健康问题， 因此， 孕妇在使用任何药物之

前， 都必须通过专业的医疗评估和指导来确

保安全。

2、最小化药物使用：在孕期，药物的使用

应尽可能减少，仅在必要时使用，并优先选择

那些安全性较高的药物。 医生会在考虑药物

的疗效与副作用之间做出平衡， 以选择对孕

妇和胎儿风险最小的药物。在许多情况下，非

药物治疗方法如调整饮食、增加休息、进行物

理疗法等，可能是更安全的选择。通过减少药

物的使用，能够有效降低对胎儿的潜在风险。

3、避免使用未经验证的药物：孕妇在药

物使用上应避免使用那些未经充分验证其安

全性的药物，包括一些非处方药和草药。虽然

这些药物可能在普通情况下看似安全， 但由

于缺乏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数据， 其对胎儿的

长期影响尚不明确。 使用未经验证的药物可

能会带来未知的风险，因此，孕妇应选择那些

经过严格验证并被认定为安全的药物， 以保

护胎儿的健康。

二、孕期药物使用的禁忌

1、禁忌药物的分类：①一类禁忌药物：包

括那些对胎儿具有明确致畸作用的药物，如

某些抗癫痫药物（如丙戊酸钠）和某些抗生素

（如四环素）。 这些药物已知会导致胎儿的发

育异常或其他严重健康问题， 因此在孕期应

严格避免使用。 使用这些药物可能会对胎儿

的器官发育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影响胎儿的

正常发育和出生后的健康。②二类禁忌药物：

这些药物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出可能的风险，

但缺乏充分的人体临床数据来确认其安全

性。 例如，某些抗抑郁药（如选择性 5- 羟色

胺再摄取抑制剂 SSRI）和降压药（如 ACE 抑

制剂）。 这些药物在孕期的使用应谨慎，只有

在必要的情况下，在医生的严格监控下使用，

以避免对胎儿造成潜在风险或健康问题。

2、草药和保健品：草药和保健品虽然被

普遍认为是天然的，但它们并不总是安全的。

许多草药可能对胎儿产生未知的副作用。 例

如， 人参和茯苓等草药在孕期可能会对胎儿

产生潜在风险。 草药的成分和剂量可能会对

孕妇和胎儿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此在孕

期使用草药和保健品时应特别谨慎， 最好咨

询医生的意见，确保安全。 另外，一些保健品

声称对孕妇有益， 但它们也可能含有对胎儿

有害的成分。 孕妇在选择保健品时应确保这

些产品经过严格的安全性测试， 并在医生的

建议下使用。

三、药物使用的注意事项

1、药物剂量的控制：药物的使用应严格

按照医生推荐的剂量和用药时间进行， 避免

药物过量或不足。 药物过量可能导致中毒或

其他严重的不良反应， 而剂量不足则可能导

致药物效果不佳，无法有效治疗疾病。孕妇应

定期跟踪和调整药物的使用方案， 以保证治

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2、药物与食物的相互作用：某些药物与

特定食物或饮料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影响药物

的效果或增加副作用。例如，某些药物在与乳

制品、 果汁等食物同服时可能会影响药物的

吸收，从而改变药物的效果。 因此，孕妇应遵

循医生的饮食建议， 以避免不必要的药物 -

食物相互作用， 确保药物的有效性和减少潜

在的副作用。

3、监测和随访：在使用药物期间，医生通

常会定期监测孕妇的健康状况及胎儿的发育

情况，以及时发现任何不良反应或副作用，并

根据需要调整药物使用方案。 孕妇应定期进

行产前检查，并与医生保持良好的沟通，及时

反馈药物使用中的问题和自身的健康变化。

这种持续的监测和随访可以帮助确保孕期的

健康安全，并提供必要的调整和支持。

总之， 孕期药物的使用必须在专业医生

的指导下进行， 避免自行用药和随意选择药

物。 遵循基本原则、了解禁忌药物、谨慎使用

草药和保健品，能够有效减少对胎儿的风险，

确保母婴健康。

�（作者单位：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柳州医院）

关于输血的小知识

□ 陈宇

输血是现代医学中的一项重要技术，广

泛应用于治疗贫血、手术中失血、创伤急救

等多种情境。 它可以在危急时刻挽救生命，

但也不乏风险。 在血液的运送和使用过程

中，可能出现各种不良反应。 本文将为大家

介绍输血的风险、相关的防护措施以及如何

减少潜在风险， 助力公众提高对输血的认

知，更好地保障安全。

一、输血的基本概念和应用

1、输血的定义和类型：输血是将血液或

其成分从献血者体内输送到患者体内的过

程，包括全血和血液成分两大类。 全血是指

将人体一定量的血液采集入含有抗凝保存

液的血袋中， 不做任何加工的一种血液制

品，随着输血观念的转变，全血输注已越来

越少，逐步被输成分血取代。 而成分输血则

指将全血中的各种有效成分分离出来，制成

高浓度制剂，根据患者的需要输注相应的血

液制品，如红细胞、血小板或血浆等，这样可

以一血多用、节约血源、针对性强、减少输血

不良反应。

2、输血通常用于以下几种情况：严重创

伤或手术中大量失血的患者、患有慢性贫血

的病人、接受放疗或化疗的癌症患者、以及

其他需要补充血液成分的情况。 通过输血，

医生可以迅速补充患者体内缺失的血液成

分，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机会和生活质量。

二、输血的风险与可能的反应

1、输血反应的分类：输血的风险可以分

为输血过程中和输血后两大类反应。 输血过

程中的反应包括过敏反应、发热反应以及溶

血反应，而输血后的反应则包括感染性疾病

传播、循环超负荷等。

2、常见的输血反应：①过敏反应：过敏

反应是最常见的输血不良反应之一。 症状通

常包括皮肤瘙痒、荨麻疹、红斑等。 过敏反应

通常由血液中的某些蛋白质引发， 虽不常

见，但对部分患者会造成较大困扰。 大多数

情况下，过敏反应能够通过药物治疗得到缓

解。 ②发热反应：发热反应是另一种较为常

见的输血反应，表现为体温升高。 其发生通

常在多次输血者体内产生了白细胞抗体，当

再次接受输血时发生了抗原抗体免疫反应。

虽然这种反应一般对患者危害不大，但可能

影响输血治疗的效果，导致需要重新更换血

液制剂输注。 ③溶血反应：溶血反应是一种

比较严重的输血反应，由于免疫的或非免疫

的原因，使输入的红细胞或患者自身红细胞

在体内发生了异常破坏， 进而引发贫血、黄

疸、甚至肾功能衰竭等问题。 溶血反应需要

立即处理， 并可能对患者造成长期健康影

响。 ④感染性疾病传播：虽然现代血液筛查

技术已大大降低了通过输血传播疾病的风

险，但仍有一定概率发生。 例如，艾滋病毒

（HIV）、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丙型肝炎病

毒（HCV）等感染性疾病可能通过输血传播。

为了降低这些风险，血液在使用前会经过严

格的筛查和检测，以确保其安全性。 ⑤循环

超负荷：循环超负荷是指在短时间内输注大

量血液，导致患者心脏和血管系统超负荷运

作，可能引发心力衰竭、肺水肿等严重问题。

对此，医生通常会根据患者的健康状况控制

输血速度和血量，避免过快的输注。

三、保障输血安全的措施

1、血液的检测与筛查：为了最大限度地

降低输血风险，现代医学已经建立了一套严

格的血液检测和筛查系统。 其包括血型鉴

定、不规则抗体筛查、交叉配血等程序，确保

输血过程中供血者的血液与患者的血液相

容。 传染病筛查也是必不可少的步骤，用于

检测供血者血液中是否含有可能传染的病

原体。

2、严格的输血操作规范：输血过程中，

医院和血站都会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确

保输血的安全性。 这包括血站对献血者的招

募、血液采集及检测、血液运输，医院在输血

过程的细致监控、 使用无菌设备和材料、以

及对输血反应的及时处理等。 通过这些措

施，能够有效降低输血过程中的各种风险。

3、患者的个体化管理：在进行输血前，

医生会对每位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包括患

者的健康状况、病史和输血需求等。 根据评

估结果， 医生会制定个性化的输血方案，确

保输血治疗的安全和效果。

总的来说，输血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在

现代医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其潜

在的风险依然不可忽视。 了解输血的潜在风

险和相关的安全措施，对于保护患者的健康

十分关键。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输血

的安全性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我们仍需保持

谨慎。 医疗机构必须严格遵循操作规范，确

保每一位接受输血的患者都能获得安全有

效的治疗。 同时，患者和公众也应主动了解

输血背后的科学原理和必要性，共同维护医

疗安全和健康福祉。

（作者单位：广西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