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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对肿瘤的治疗
和护理也日益精细和科学化。肿瘤患者在日常
生活中不仅要面对疾病的挑战，还要应对各种
由疾病或治疗引起的并发症，如疼痛、恶心和呕
吐等。本文将详细介绍如何科学、有效地应对
这些问题，帮助肿瘤患者提高生活质量，更好地
面对治疗。

一、疼痛的护理
疼痛是肿瘤患者常见的症状之一，尤其是

进入中晚期的患者。疼痛不仅影响患者的日常
生活，还可能对其心理造成负面影响。因此，疼
痛的护理显得尤为重要。

1.评估疼痛：首先，医护人员需要对患者的
疼痛进行准确的评估，包括疼痛的部位、性质、
程度和持续时间等。这有助于医生为患者制定
个性化的疼痛治疗方案。

2.药物治疗：根据患者的疼痛程度，医生可

能会开具不同级别的止痛药物。患者需严格遵
医嘱服药，不可随意增减剂量或停药。

3.非药物治疗：除了药物治疗外，患者还可
以尝试一些非药物方法来缓解疼痛，如物理疗
法（如按摩、针灸等）、放松训练（如深呼吸、冥想
等）和心理干预等。

二、恶心的护理
恶心是肿瘤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常见的症

状之一，尤其在化疗期间更为突出。以下是一
些应对恶心的护理措施：

1.饮食调整：患者应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为主，避免辛辣、油腻和刺激性食物。同时，少食
多餐、细嚼慢咽有助于减轻恶心症状。偏酸性
的水果、硬糖和酸泡菜等食物可以缓解恶心感。

2.环境优化：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和舒适，
避免强烈的阳光、嘈杂的声音和强烈的气味等
刺激因素。家属可以陪伴患者，为其营造一个

温馨、宁静的氛围。
3.心理干预：恶心症状可能会给患者带来

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家属和医护人员应给予
患者足够的关心和支持，帮助其缓解心理压力。
同时，患者也可以通过放松训练、冥想等方法来
缓解焦虑情绪。

4.药物治疗：对于严重的恶心症状，医生可
能会开具抗恶心药物。患者需严格遵医嘱服
药，不可随意增减剂量或停药。

三、呕吐的护理
呕吐是恶心症状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肿瘤

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以下是一些应对呕吐
的护理措施：

1.饮食调整：与恶心症状的饮食调整类似，
患者应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避免辛辣、
油腻和刺激性食物。同时，注意保持饮食的温
度适中，避免过热或过冷的食物刺激胃肠道。

2.保持水分：呕吐后患者可能会出现脱水症
状，因此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家属可以为患者准备
温开水或淡盐水等饮品，帮助患者补充水分和电
解质。

3.药物治疗：对于严重的呕吐症状，医生可能
会开具止吐药物。患者需严格遵医嘱服药，并注意
观察药物的效果和不良反应。

4.休息与活动：呕吐后患者应适当休息，避免
过度劳累和紧张。同时，家属可以鼓励患者到室外
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等适宜的活动，有助于缓解呕
吐症状。

总之，对于肿瘤患者的日常护理而言，应
对疼痛、恶心和呕吐等问题需要综合多种措
施。通过科学的护理和患者的积极配合，可以
有效减轻这些症状对患者生活的影响，提高
其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人民医院）

肿瘤患者的日常护理方法
阴 王 曼

呼吸道感染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包括上
呼吸道感染和下呼吸道感染。它是一种由病
毒、细菌等病原体引起的感染，可以通过空
气、飞沫、尘埃等途径传播。呼吸道感染可以
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导致咳嗽、咳痰、发热
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可以危及生命。本文将
介绍呼吸道感染的病因、症状及治疗。

一、呼吸道感染的病因
呼吸道感染的病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病毒感染：病毒是最常见的病原体，如

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病毒感
染后，会引起上呼吸道黏膜充血、水肿，出现
咳嗽、咳痰等症状。

2.细菌感染：细菌感染也是呼吸道感染
的常见原因之一，如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

菌等。细菌感染会引起下呼吸道感染，导致
肺部炎症。

3.支原体感染：支原体是介于细菌和病
毒之间的一种微生物，也是呼吸道感染的常
见原因之一。

4.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容易
感染病原体，如老年人、儿童、孕妇等。

5.空气质量差：空气质量差，空气中存在
大量的有害物质，如粉尘、尘螨、细菌等，也是
呼吸道感染的诱因之一。

二、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症状包括咳嗽、咳痰、

发热、鼻塞、流涕、喉咙痛等。严重时可能出
现呼吸困难、呼吸急促等症状。下呼吸道感
染的症状包括咳嗽、咳痰、胸闷、呼吸急促等。

治疗呼吸道感染需要根据症状的类型和程
度，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三、呼吸道感染的治疗方法
治疗呼吸道感染的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

非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主要是使用抗病毒药
物、抗生素等药物进行治疗，非药物治疗主要
是通过改善生活习惯和加强免疫力等方式进
行治疗。

1.药物治疗：针对不同的病原体和症状，
可以使用不同的药物进行治疗。对于病毒感
染，可以使用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等；对于
细菌感染，可以使用抗生素如阿莫西林等；对
于支原体感染，可以使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如阿奇霉素等。同时，可以根据症状的程度
和使用药物的效果，调整药物剂量和种类。

2.非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主要包括改善
生活习惯和加强免疫力两个方面。改善生活习
惯包括多喝水、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过度劳
累、加强营养等。加强免疫力可以通过锻炼身
体、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吸烟和酗酒等方式来
实现。此外，对于免疫力低下的患者，可以使用
免疫调节药物进行治疗。

总之，呼吸道感染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可以
通过多种途径传播。了解呼吸道感染的病因、症
状及治疗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治
疗这种疾病。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加强
免疫力，也是预防呼吸道感染的重要方式。如果
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应及时就医，以便医生根
据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

（作者单位：河北省霸州市南孟中心卫生院）

呼吸道感染的病因、症状及治疗方法
阴 任宇辉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儿童用药的
安全问题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
儿童的生理特点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儿童
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一直是医疗领域的重
要议题。本文将针对儿童用药安全，为广大家
长提供一些必要的医疗科普知识。

一、儿童用药的基本原则
儿童用药应遵循“安全、有效、经济、合

理”的原则。在选择药物时，首先要确保药
物的安全性，避免使用可能对儿童产生严
重不良反应的药物。其次，要确保药物的有
效性，选择针对儿童疾病特点的药物，以达
到最佳治疗效果。同时，还应考虑药物的经
济性和合理性，避免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和
药物滥用。

二、儿童用药的注意事项
1.遵循医嘱：家长在给孩子用药时，一定

要遵循医生的建议，按照医生开具的处方和
用药指导进行用药。如有疑问或不确定的地
方，应及时咨询医生或药师。

2.准确计算剂量：儿童用药的剂量应根
据孩子的年龄、体重、病情等因素进行准确计
算。家长在给孩子用药时，应严格按照药品说
明书或医生指导的剂量进行用药，避免过量
或不足量使用。

3.注意药物剂型：儿童用药的剂型应尽量
选择易于服用、便于吸收的剂型，如口服液、颗
粒剂等。对于泡腾片、胶囊等剂型，家长应特别
注意其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以免发生意外。

4.避免药物滥用：家长应避免给孩子滥

用药物，尤其是抗生素等处方药。抗生素的滥
用容易导致细菌耐药性的产生，给孩子的健
康带来潜在威胁。

5.注意药物保存：家长应妥善保存药物，避
免药物受潮、变质或过期。药物应存放在孩子无
法触及的地方，以免发生误食或误用的情况。

三、常见儿童用药误区
1.随意增减剂量：有些家长在给孩子用

药时，会根据自己的判断随意增减药物的剂
量。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药物剂量的
增减可能会影响到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2.盲目使用抗生素：许多家长在孩子出
现感冒、发烧等症状时，会自行给孩子使用抗
生素。然而，大部分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使
用抗生素不仅无效，还可能增加不良反应和

细菌耐药性的风险。
3.忽视药物副作用：有些家长在给孩子用

药时，只关注药物的疗效，而忽视了药物的副作
用。药物的副作用可能会对孩子的健康造成不
良影响，因此家长在给孩子用药时，应关注药物
的副作用情况，并及时咨询医生。

四、结语
儿童用药安全是保障儿童健康的重要一

环。家长在给孩子用药时，应遵循医嘱、准确计
算剂量、注意药物剂型、避免药物滥用和注意药
物保存等原则。同时，家长还应避免常见的儿童
用药误区，关注药物的副作用情况，并及时咨询
医生。通过科学合理地使用药物，我们可以为孩
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中医医院）

儿童用药的注意事项与常见误区
阴 张 慧

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每一个细微的变化
都牵动着家长的心。为了更科学地了解孩子的
发育状况，及时发现并干预潜在问题，“儿心量
表”（全称“0-6 岁儿童行为发育评估量表”）应
运而生。这是一场关于儿童生长发育的“大冒
险”，让我们跟随量表一起揭开其中的奥秘。

一、儿心量表的诞生与意义
“儿心量表”是由首都儿科研究所和中科

院心理所联合研发的，历时三年半精心打造，
是我国首套儿童神经心理发育评估工具。它
不仅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更为广大
家长和专业人士提供了一个科学、系统的评
估平台。通过这一量表，我们可以全面评估
0-6 岁儿童的发育状况，包括身体协调性、语
言能力、社会行为等多个方面。

二、儿心量表的核心能区
1. 大运动能区：主要测查孩子身体的协

调性和平衡感，以及坐、爬、站、走、跑、跳等基
本运动技能。这些基本技能的掌握，是孩子身
体发育的重要里程碑。

2.精细动作能区：关注孩子手指的灵活
性和操作能力，如抓握、拼图、绘画等。精细
动作的发展对于孩子日后的学习和生活至
关重要。

3.语言能区：评估孩子对语言的理解和
表达能力。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良好的语言能
力是孩子融入社会、与人交往的基础。

4.适应能力能区：测查孩子对周围环境
的适应力以及社会需求的反应能力。这包括
对新环境的接受度、对新事物的探索欲等。

5.社会行为能区：关注孩子与他人的交
往技巧以及生活自理能力。良好的社会行为
是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标志。

在儿心量表-II 中，新增的交流警示行

为部分是对自闭症早期筛查的重要补充。
这一部分由 33 条项目组成，主要通过询问
被测儿童的主要带养人来进行评分。这些
项目涵盖了儿童在交流互动中的异常行
为，如缺乏眼神交流、对呼名无反应、语言
表达障碍等。若被测患儿存在该条目的异
常行为，即计分。交流警示行为分数低于 7
分视为正常，7-11 分建议随访，12-30 分存
在交流互动障碍风险，大于 30 分则高度疑
似自闭症。

三、儿心量表的应用与指导
通过“儿心量表”的评估，我们可以及早

发现孩子是否发育异常，有无心理行为问题。
对于疑似发育迟缓的孩子，家长应及时带孩
子前往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复筛检
查。一旦发现问题，应尽早干预，为孩子的语
言、社交、生活、心理等各方面发展提供积极

的指导。
此外，“儿心量表”还能帮助家长和专业人

士了解孩子的智力年龄和发育商。智力年龄反
映儿童智力水平的高低，而发育商则是衡量儿
童心智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通过这些数
据，我们可以更科学地制定孩子的成长计划，
促进其全面发展。

四、结语
“儿心量表”不仅是一场关于儿童生长发

育的“大冒险”，更是我们了解孩子、关爱孩子
的有力工具。让我们携手合作，用科学的方法
评估孩子的成长状况，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加健
康、快乐的成长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
要关注孩子的身体发育，更要关注他们的心理
健康和社会行为发展，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河北省邢台市人民医院）

“儿心量表”的核心能区、应用与指导
阴 孔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