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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内科患者常常面临多种心理压力和
焦虑，这些压力和焦虑可能来自于疾病本
身、治疗过程、经济负担、家庭和社会支持
等多个方面。这些心理问题不仅会影响患
者的身心健康，还会影响他们的治疗效果
和生活质量。因此，肾内科患者的心理护理
非常重要。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应对压力
与焦虑的策略，以帮助肾内科患者更好地
应对心理问题。

一、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心理护理的基础。医生

应该与患者建立信任和尊重的关系，倾听他们
的感受，了解他们的需求。医生应该向患者解
释疾病的相关知识，让他们了解治疗方案和预
期效果，从而增加患者的信心和安全感。

二、提供必要的治疗信息
肾内科患者需要了解自己的治疗方案

和注意事项，以便更好地配合治疗。医生
应该向患者解释治疗方案，包括药物治
疗、饮食调整、运动等方面，并提供必要的
健康指导，如如何正确使用药物、如何监
测病情等。

三、鼓励患者保持积极心态
肾内科患者需要面对长期的疾病和治

疗过程，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因此，心理护
理应该鼓励患者保持积极的心态，认识到
疾病是可以治疗的，增强战胜疾病的信
心。同时，患者也应该认识到情绪对病情
的影响，学会调节情绪的方法，如深呼吸、
放松训练、听音乐等。

四、给予适当的支持
家庭和社会支持对肾内科患者的心理护

理非常重要。患者应该得到家庭成员和社会
关系的支持和理解，以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

家庭成员可以通过提供情感支持、照顾患者
的生活需求、分担医疗费用等方式，帮助患者
应对心理压力。社会也应该给予肾内科患者
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如提供医疗援助、志愿者
服务、募捐等方式。

五、加强沟通与交流
沟通是心理护理的关键环节。医生应

该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
流，了解他们的顾虑和需求，制定个性化
的心理护理方案。同时，患者之间也应该
加强交流和沟通，分享治疗经验和应对策
略，相互支持和鼓励。

六、提供心理疏导和干预
对于一些严重的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

等，需要进行专业的心理疏导和干预。医生可
以建议患者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
疗师的帮助，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心理动力学

疗法等心理干预方法，帮助患者调整心态，减
轻心理压力和焦虑。

七、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心理状态的调节具

有重要作用。肾内科患者应该注意饮食健
康、适量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时间。
这些生活方式的变化有助于提高患者的身
体和心理健康水平，从而更好地应对心理压
力和焦虑。

总之，应对压力与焦虑是肾内科患者心理
护理的重要方面。通过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提供必要治疗信息、鼓励患者保持积极心态、
给予适当支持、加强沟通与交流、提供心理疏
导和干预以及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策略，可
以有效地帮助肾内科患者应对心理问题，提高
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人民医院）

急性心肌梗死（AMI）是一种因冠状动脉
急性阻塞导致心肌区域供血不足，进而引发
心肌坏死的严重疾病。在全球范围内，AMI 的
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高不下，对人们的生命
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了解 AMI 的早期
症状和识别方法对于预防和急救具有至关重
要的意义。本文将为您详细介绍 AMI 的早期
症状及识别方法，以期提高公众对 AMI 的认
知和应对能力。

一、急性心肌梗死的早期症状
1. 心前区疼痛：AMI 最常见的早期症状

是心前区疼痛，也称为心绞痛。这种疼痛通常
发生在胸部中央或左侧，可能伴随压迫感、紧
缩感或灼热感。疼痛可能会持续数分钟至数
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疼痛还可能放射至颈
部、下颌、左臂等部位。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患

者可能表现为无痛性心肌梗死，即无明显疼
痛，但可能出现其他症状如呼吸困难、恶心、
呕吐等。

2.呼吸困难：AMI 可能导致呼吸困难，尤
其是在休息或活动时。这是由于心脏功能受
损，导致肺部充血，进而引发呼吸困难。

3. 恶心和呕吐：AMI 可能导致恶心和
呕吐。这可能是由于心脏功能受损，导致
血液流向肺部和消化系统，进而引发恶心
和呕吐。

4.心律失常：AMI 可能导致心律失常，这
是一种常见的心脏问题。心律失常可能表现
为心悸、心慌等症状。心律失常可能加重心肌
缺血，甚至引发心力衰竭或猝死。

5.晕厥：AMI 可能导致晕厥，这是一种常
见的神经系统问题。晕厥可能是由于心脏功

能受损，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所致。晕厥可能发
生在疼痛发作期间或之后。

二、急性心肌梗死的识别方法
1.观察症状：当患者出现上述早期症状

时，应高度警惕 AMI 的可能性。特别是当疼
痛持续超过 30 分钟且无明显缓解时，应立即
就医。

2.监测生命体征：监测患者的生命体
征也是识别 AMI 的重要方法。患者应测量
血压、心率和呼吸频率等指标。若出现血
压下降、心率加快或呼吸困难等症状，应
尽快就医。

3.心电图检查：心电图是诊断 AMI 的重
要工具。心电图可以显示心脏的电活动情况，
有助于发现心肌缺血和心肌梗死的迹象。当
患者出现疑似 AMI 的症状时，应尽快进行心

电图检查。
4.心肌酶谱检查：心肌酶谱检查可以检测

心肌细胞损伤的程度。当心肌细胞受损时，会释
放特定的酶进入血液。通过检测这些酶的水平，
可以判断心肌梗死的程度和范围。心肌酶谱检
查通常在症状出现后数小时内进行。

5.影像学检查：影像学检查如超声心动图、
冠状动脉造影等也有助于诊断 AMI。这些检查
可以显示心脏的结构和功能情况，以及冠状动
脉的狭窄程度和阻塞情况。

总之，了解 AMI 的早期症状和识别方法对
于预防和急救具有重要意义。当患者出现疑似
AMI 的症状时，应尽快就医并接受专业治疗。
通过科学的方法识别和诊断 AMI，可以最大程
度地减少患者的痛苦和死亡率。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盐山阜德医院）

急性心肌梗死的早期症状和识别方法
阴 谢文莲

骨科疾病的护理与康复是患者和家属非
常关心的问题。以下是一些常见的骨科疾病
的护理与康复知识，希望能帮助您应对预防
骨科疾病的发生。

一、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常见的骨骼疾病，通

常表现为骨骼变薄、易骨折等症状。预防骨质
疏松症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饮食均衡：适量摄取富含钙质、蛋白质
和维生素 D 和蛋白质的食物，少饮用碳酸饮
料，有助于维持骨骼健康。

2.适量运动：适当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肌
肉力量，提高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3.戒烟戒酒：吸烟和过量饮酒都会对骨
骼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4.特殊人群定期检测骨密度。一旦出现
骨质疏松症状，护理要点包括：

1.保持合理饮食，戒烟戒酒。
2.适当进行户外运动，有助于提高骨密度。

3.避免过度负重，避免摔倒或剧烈运动
导致骨折。

骨质疏松症的康复训练在医生指导下进
行包括关节活动度训练、肌肉力量训练等。避
免冲击性强或骨骼活动大的运动。

二、颈椎病
颈椎病是一种常见的颈部疾病，通常表

现为颈部疼痛、僵硬、麻木等症状。预防颈椎
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保持良好的坐姿和站姿，以减少对关
节的压力和减少颈部疼痛及负担。

2.适当进行颈部肌肉锻炼，如颈部旋转、
低头抬头等动作，增强颈部肌肉力量和韧性。

3.注意保暖，注意休息，选择合适的枕
头，减轻精神压力。

一旦出现颈椎病症状，护理要点包括：
1.避免颈部受凉，注意温暖。适当按摩和

热敷颈部，有助于缓解颈部肌肉紧张。
2.调整饮食，多吃富含钙质，维生素和高

蛋白的食物，有助于恢复健康。
3.调整不良姿势，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

姿势。
颈椎病的康复训练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包

括颈部肌肉拉伸、颈肌力量训练等。同时，避
免长时间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适当休
息放松颈部。

三、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常见的腰部

疾病，通常表现为腰部疼痛、麻木、无力等
症状。预防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注意以下
几点：

1.保持良好的坐姿和站姿，减少腰椎压力。
2.急性期绝对卧床休息，禁忌推拿按摩。非

急性期可以适当进行腰部肌肉锻炼，如仰卧起
坐、侧卧伸展等动作，注意腰部保暖。

3.保持清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保持大便
通畅。

一旦出现腰椎间盘突出症症状，护理要

点包括：
1.避免过度劳累和弯腰负重，以免加重

病情。
2.适当休息，保持腰部温暖，避免腰部受凉

合理饮食，避免烟酒及兴奋性饮料。
3.加强与患者的交流和沟通，解除紧张情

绪，可采用分散注意力等方法。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康复训练在医生指导下

进行包括腰背肌拉伸、腰部力量训练等。同时佩
戴护腰等护具有助于缓解症状并预防恶化。

综上所述，骨科疾病的护理与康复需要从
多个方面入手，包括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姿
势、均衡饮食、适量运动、避免吸烟和过量饮酒
等。在出现骨科疾病症状时，应及时就医并遵
循医生的建议，进行相应的康复训练和护理，
以促进康复并预防复发。同时，加强公众教育，
提高公众对骨科疾病的认知和预防意识，也有
助于减少骨科疾病的发生率。

（作者单位：河北省正定县人民医院）

胃食管反流病（GERD）是一种常见的消化
系统疾病，它指的是胃内容物反流至食管，甚至
咽喉部，引起一系列不适症状和并发症。这些
症状包括烧心、反酸、嗳气、上腹部疼痛等。

一、烧心和反酸背后的原因
1.抗反流机制减弱：胃食管反流病的发

病机制之一是抗反流机制减弱。正常状态下，
食管有一个向上的肌肉，可以防止胃内容物
反流。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如肥胖、腹内压升
高、年龄增长等，这种肌肉的抗反流作用减
弱，导致胃内容物更容易反流至食管。

2.食管蠕动功能下降：胃食管反流病患
者常常存在食管蠕动功能下降的问题。食管
的蠕动收缩可以推动食物向胃部移动，同时
也可以帮助清除食管内的滞留物。但是，如果
食管蠕动功能下降，就会导致胃内容物在食

管内停留时间过长，增加了反流的可能性。
3.胃酸分泌过多：胃酸是胃液的主要成

分，具有消化食物的作用。然而，过多的胃酸
也会对食管黏膜造成损害，引发胃食管反流
病。导致胃酸分泌过多的原因包括遗传、饮
食、生活习惯等。

二、如何预防和应对胃食管反流病
1.调整饮食：避免暴饮暴食、过度摄入高

脂肪食物、咖啡因和酒精等刺激性物质。选择
易消化、低酸性食物，如豆腐、蔬菜、水果等。
避免睡前过饱食，尽量在睡前保持上腹部舒
适，避免胃酸过多。

2.改善生活习惯：保持适当的体重，避免
腹内压升高的情况。避免长时间弯腰工作或
学习，适时休息和伸展。保持良好的睡眠姿
势，避免平卧位睡眠，尽量采用侧卧位或半卧

位。戒烟限酒，烟草和酒精都会对食管黏膜造
成损害。

3.药物治疗：对于症状较严重的患者，药
物治疗是必要的。常用的药物包括抑酸药（如
质子泵抑制剂 PPI）、促动力药等。这些药物
可以有效地抑制胃酸分泌，改善食管蠕动功
能，减少胃内容物反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
药，并遵循用药时间等要求。

4.调整姿势：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保持上半
身直立或稍微向前倾的姿势。当弯腰或坐下
时，尽量避免向前伸直手臂或过度前倾。这些
姿势会导致胃酸更容易流入食管，加重症状。

5.避免刺激性物质：尽量避免接触可能
刺激食管的物质，如过冷的食物、辛辣的食
物、酸性物质等。这些物质可能会刺激食管黏
膜，加重症状或诱发疾病发作。

三、其他注意事项
1.定期就医检查：定期就医检查是预防和

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重要步骤。医生可以通过
内镜检查和相关检查方法来确定疾病的严重程
度和进展情况，并提供相应的治疗建议。

2.保持积极心态：胃食管反流病虽然是一
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但通过合理的治疗和
管理，大多数患者可以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保
持积极的心态，配合医生的治疗建议，有助于更
好地应对疾病。

总之，胃食管反流病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
统疾病，其发病原因包括抗反流机制减弱、食管
蠕动功能下降和胃酸分泌过多等。通过调整饮
食、改善生活习惯、药物治疗和调整姿势等方
法，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应对胃食管反流病。

（作者单位：河北省正定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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