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KET��INFORMATION

B08

健康知识

2024-9-25��星期三 责任编辑 赵蕾 制作 赵蕾 电话：0351-�4048890

医学检验技术作为现代医学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其在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及预后

评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项技术通

过运用先进的实验室方法和技术，对血液、尿

液、组织等生物样本进行精确分析，为医生提

供了关键的诊断依据和治疗参考。

早期诊断的利器

医学检验技术能够在疾病尚未出现明显

症状之前， 通过检测人体内的生化指标或肿

瘤标志物等，发现疾病的早期信号。 例如，通

过血液检测可以及早发现癌症标志物， 或通

过尿液分析检测肾脏功能异常， 这些都有助

于医生尽早干预，提高治疗效果，减少疾病的

发展和恶化。

精准诊断与鉴别诊断

在疾病诊断与鉴别诊断中， 医学检验技

术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许多内科疾病，

如糖尿病、白血病等，其诊断往往需要依赖医

学检验结果。通过检测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等

指标，可以准确诊断糖尿病；而白血病的分型

则依赖于骨髓象和免疫表型等复杂的医学检

验结果。 这些精确的检测数据为临床医生提

供了有力的诊断依据， 有助于疾病的准确诊

断和分型， 为后续治疗方案的制定奠定

了基础。

治疗效果的监测与评估

在治疗过程中， 医学检验技术还可以监

测患者的疾病进展和治疗效果， 为医生提供

反馈信息，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例如，在糖尿

病管理中， 定期检测血糖水平可以帮助医生

评估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 及时调整用药剂

量；在抗感染治疗中，通过检测血常规和炎性

指标，可以了解感染是否得到控制，抗生素使

用是否恰当，从而指导医生调整用药方案。

健康评估与疾病预防

此外， 医学检验技术在健康评估和疾病

预防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定期进行

血液生化、尿液分析、免疫功能检测等医学检

验项目，可以及时了解个体的身体状况，发现

潜在的健康问题。例如，血液生化检测可以评估

肝功能、肾功能、血脂水平等，从而及时发现肝

脏疾病、肾脏疾病、高血脂等健康问题。 这些信

息的及早获取，有助于个体及时调整生活方式，

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避免疾病的发生

或发展。

综上所述， 医学检验技术是现代医学的

重要支柱，它通过提供关键的实验室数据，支

持医生进行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无论是现在

还是未来， 医学检验技术都将在医疗领域发

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更

大的力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廊坊市妇幼保健院）

医学检验技术在现代医学中的作用

□

樊惠敏

急诊科作为医院的前线科室， 承担着救

治急危重症患者的重任，其工作具有高压力、

高风险的特点。 护理过程中的任何疏漏都可

能给患者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因此，急诊科

护理中的风险防范与应对显得尤为重要。

一、急诊科护理风险概述

急诊科护理风险主要包括医疗差错、医

疗事故、 护理并发症等， 这些风险具有高发

性、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风险的来源可分为

技术性风险、服务性风险和管理性风险。技术

性风险涉及医疗操作不当、设备故障等；服务

性风险则与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 沟通技巧

有关；管理性风险则涉及医院管理不善、制度

执行不严等问题。

二、急诊科护理常见风险及防范措施

1.

患者病情突变的风险

风险描述：急诊科患者多为病情危急、变

化迅速，如未能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措施，可

能加重患者病情，甚至危及生命。

防范措施：加强医护人员急救技能培训，

提高对病情变化的识别和判断能力， 严密观

察患者生命体征，及时汇报医生并协助处理。

2.

医疗设备故障的风险

风险描述： 急诊科医疗设备多， 如呼吸

机、心电监护仪等，设备故障可能影响患者的

治疗和护理效果。

防范措施： 定期对医疗设备进行检查和

维护，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设备故障

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调配备用设备。

3.

医疗差错与事故的风险

风险描述：急诊科工作强度大、节奏快，

医护人员易出现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

导致诊疗、护理等环节出现差错。

防范措施：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加强培

训，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责任心；发生

差错时，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4.

患者投诉与纠纷的风险

风险描述： 急诊科患者病情复杂、 变化

快，家属往往情绪激动，如处理不当易引发投

诉和纠纷。

防范措施： 加强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交

流，关注患者需求和感受，及时解答疑问

和解决问题；建立投诉处理机制，规范纠

纷处理流程。

三、急诊科护理风险防范措施的实施

1.

制定明确的护理工作流程和操作规

范：确保每个环节都得到规范操作，减少人为

失误。

2.

建立完善的护理质量评估体系：定期对

护理工作进行评估和监督，及时发现问题并改

进。

3.

加强医护人员培训和教育：提高医护人

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质量，增强风险意识。

4.

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与设备：确保医疗设

备和资源的充足和有效利用，提高应对突发事

件的能力。

四、总结与展望

急诊科护理风险防范与应对是一项系统

工程，需要医护人员、医院管理层及社会各界

的共同努力。 通过制定和执行科学的护理风险

管理计划，加强医护人员培训，优化工作流程，

可以显著降低护理风险，提高护理质量，保障

患者安全。

（作者单位：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护理中的风险防范与应对

□

高敏

心肌梗死是一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它

可以导致心肌的严重损伤和功能障碍， 甚至

可能导致猝死。 虽然心肌梗死的发病率相对

较低，但是它的潜在危害不容忽视。了解心肌

梗死的预防和急救知识， 对于保护我们的心

脏健康至关重要。 本文将从认知到行动的角

度，深入探讨心肌梗死的预防与急救。

一、认知阶段

首先， 我们需要了解心肌梗死的成因和

症状。 心肌梗死通常是由于冠状动脉严重狭

窄或阻塞引起的，主要症状包括胸痛、胸闷、

气短、恶心、出汗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

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如果出现上述症

状，应及时就医。

除了了解疾病的症状外， 我们还应该关注一

些生活习惯和健康习惯对心脏健康的影响。

比如控制饮食、保持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

作息时间等。通过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

可以有效降低心肌梗死的风险。

二、行动阶段

在了解了心肌梗死的基本知识和预

防方法后，我们需要付诸行动。 首先，我

们需要定期进行体检， 尤其是针对心脏

的检查。 这可以帮助我们及早发现潜在

的心血管问题。

其次，我们应学会识别心肌梗死的早

期症状，并在出现症状时及时就医。 在心

肌梗死的急救方面， 我们应该掌握一些

基本的急救措施， 如心肺复苏术和自动

体外除颤器（

AED

）的使用。 这些技能可

以在关键时刻挽救生命。

此外， 我们还应该学会关注身边的

人， 尤其是那些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或

生活习惯不良的人。 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 提醒他们定期进

行体检， 并在他们出现疑似心肌梗死症

状时及时就医。

三、总结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了解到预防心

肌梗死的重要性， 同时也掌握了基本的

急救措施。 然而，仅仅了解是不够的，我

们还需要将这些知识付诸行动。 建立健康的

生活习惯，定期进行体检，学习并掌握基本的

急救技能，关注身边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在日

常生活中可以做到的。

除了个人的努力， 我们还需要社会的支

持。 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公共卫生知识， 提供必要的培训和资源，以

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并实践这些知识。

最后，我们要认识到心肌梗死是一种可以

预防和控制的疾病。 通过提高公众对心肌梗死

的认识和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我们可以有效

地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让我们从

现在开始，从认知到行动，共同保护我们的心

脏健康。

（作者单位：华北医疗健康集团峰峰总医院）

心肌梗死的预防与急救：从认知到行动

□

郭华

中西医结合调理体质的原理和方法

□

贺佳

在现代医学体系中， 中西医结合已成为

一种重要的健康管理模式， 它通过综合运用

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西医的精准治疗， 为个体

提供更为全面和个性化的体质调理方案。 本

文将简要介绍中西医结合调理体质的原理与

方法。

原理

中医理论基础：中医强调“天人合一”，认

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通过阴阳平衡、五行

相生相克以及脏腑经络的协调来维持健康。

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辨证施治，

注重调整人体的内在环境， 达到预防和治疗

疾病的目的。

西医科学支持：西医则侧重于病因、病理

生理的研究，通过临床实验和药物治疗，对疾

病进行精准干预。 西医注重疾病的早期诊断

和治疗，通过科学手段评估个体的健康状况，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中西医结合的优势： 中西医结合能够综

合中医的整体调理和西医的精准治疗， 既关

注身体的整体平衡，又重视具体病症的治疗。

中医的针灸、推拿等非药物疗法与西医的

药物治疗相结合， 能够更有效地改善身

体状况，提高治疗效果。

方法

饮食调养：中医强调饮食调养的重要

性，认为食物具有治疗疾病的作用。 根据

中医的五行理论和食物的五味、五色、五

性， 合理搭配食物， 调节人体的阴阳平

衡。 西医则注重饮食的均衡，推荐摄入适

量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和矿物质，以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 中西

医结合的饮食调养方法， 既注重食物的

疗效，又关注营养的全面性。

运动锻炼：中医养生强调通过适当的

运动来调理身体，增强体质。 中西医结合

的运动养生方法结合了中医的阴阳五行

理论和西医的运动生理学原理， 形成了

独特的养生体系。 运动方式包括太极拳、

八段锦、五禽戏等传统中医运动，以及慢

跑、游泳、瑜伽等现代运动方式。 根据个

人体质和健康状况，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

动方式和强度，以达到最佳的养生效果。

情绪管理：中医和西医都认识到情绪

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中医强调情绪的稳

定和内心的平和，提倡通过冥想、音乐、阅

读等方式调节情绪。 西医则通过心理咨询和

疏导，帮助个体管理负面情绪，提升心理健康

水平。 中西医结合的情绪管理方法，旨在促进

身心的和谐统一，提高生活质量。

个性化治疗： 中西医结合注重个体差异，

根据个体的体质、健康状况和疾病情况，制定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通过综合运用中医的辨证

施治和西医的现代诊断技术，可以更准确地了

解患者的病情， 并为其提供精确的治疗方案。

这种个性化的治疗方法，能够更好地满足患者

的需求，提高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调理体质的原理在

于综合运用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西医的精准治

疗，通过饮食调养、运动锻炼、情绪管理和个性

化治疗等方法，达到改善体质、预防疾病和提

高生活质量的目的。

（作者单位： 河北省邢台市临城县鸭鸽营中心

卫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