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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下， 肺部结

节的发现率逐年上升， 这既体现了医疗诊断

技术的敏感性提高， 也带来了许多人的担忧

与焦虑。

本文将深入探讨肺部结节的相关知识，

包括其定义、成因、诊断方法以及科学应对策

略，旨在帮助读者理性面对这一健康问题。

一、肺部结节的定义与性质

肺部结节，顾名思义，是指肺部组织中出

现的小肿块或阴影， 其大小通常在

3

厘米以

下。这些结节可能是良性的，如由感染、炎症、

良性肿瘤等引起；也可能是恶性的，即肺癌的

早期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肺部结节

（约

80%-90%

）是良性的，无需特殊治疗，只

有少数会发展为肺癌。

二、肺部结节的成因

肺部结节的成因复杂多样， 主要包括以

下几类：

1.

感染因素：如结核、肺曲霉菌、隐球菌

等感染，这些病原体在肺部引起炎症反应，进

而形成结节。

2.

环境因素：长期暴露于石棉、粉尘、灰

尘等有害物质中，会导致肺部组织受损，产生

免疫炎症反应，形成结节。

3.

自身免疫性疾病： 如类风湿性结节、

肉芽肿性结节等， 这些结节是自身免疫反应

的结果。

4.

良性肿瘤：如纤维瘤、错构瘤、血管瘤

等，这些肿瘤在肺部形成结节，但生长缓慢，

通常不会对人体造成严重影响。

5.

恶性肿瘤：即肺癌，尤其是早期肺癌，

常表现为肺部小结节。

三、发现肺部结节后的焦虑情绪

面对肺部结节的诊断结果， 许多人会感

到极度焦虑和恐慌，担心自己患上了肺癌。这

种情绪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过度的焦

虑并不利于健康管理和疾病治疗。因此，科学

应对和心理调适显得尤为重要。

1.

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行为疗法通过帮助患者识别并改变

不合理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 从而减轻焦

虑症状。对于肺结节患者而言，认识到大多数

结节是良性的，并且即使是恶性的，早期发现

和治疗也能取得良好的预后， 是缓解焦虑的

关键。

2.

心理疏导

心理疏导通过倾听、沟通等方式，帮助患

者释放压力，改善情绪状态。与亲朋好友分享

担忧和恐惧，寻求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可以有

效缓解心理压力。

3.

药物治疗

对于焦虑症状严重的患者， 医生可能会

开具抗抑郁药或抗焦虑药进行治疗。 这些药

物通过调节大脑神经递质平衡， 缓解情绪障

碍，提供即时的心理支持。

四、科学应对肺部结节的策略

1.

专业诊断

发现肺部结节后， 第一步是寻求专业医

生的诊断。 医生会根据结节的大小、形状、生

长速度等因素，结合患者的年龄、家族史、吸

烟史等信息，综合评估结节的性质。专业的诊

断是制定合理治疗方案的基础。

2.

合理检查与随访

不是所有的肺结节都需要立即治疗。 对

于小且稳定的结节， 医生可能会建议定期复

查，观察其变化。复查的时间间隔根据结节的

大小和性质而定， 一般为每

3

个月至每年一

次不等。 合理的检查与随访有助于及时发现

结节的变化，为治疗提供依据。

3.

生活方式调整

对于良性肺结节患者而言， 生活方式的

调整也是治疗的重要一环。 保持良好的作息

习惯、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都有

助于增强免疫力，促进肺结节的稳定和恢复。

4.

手术治疗

对于高度怀疑为恶性的肺结节，或经过观

察发现结节有增大趋势的，医生可能会建议进

行手术治疗。 手术切除是肺癌早期治疗的重要

手段之一，通过及时切除病变组织，可以有效提

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五、关注高危人群与长期随访

肺部结节的高危人群包括年龄较大、有慢

性肺部疾病史和家族史、长期吸烟或暴露于有

害环境中的人群。

这些人群应定期进行肺部检查，以便早期

发现和治疗肺结节。 同时，对于已经发现肺部

结节的患者，长期的随访也是必不可少的。 通

过定期复查和监测，可以及时发现结节的变化，

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六、结语

肺部结节的发现可能带来一定的焦虑和恐

慌，但科学应对和理性面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通过专业诊断、合理检查与随访、生活方式调整

以及必要的手术治疗等措施，大多数肺结节患

者都能获得良好的预后。

同时，关注高危人群、加强健康教育、提高

公众对肺部结节的认识水平也是预防和控制肺

部结节的重要措施。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健康

加油！

（作者单位：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肺部结节的成因与科学应对

□

欧阳暾

小儿发热是儿科常见的症状之一， 通常

表现为体温超过正常范围。 发热不仅是身体

对抗病原体的一种自然反应， 也是疾病的一

种表现。

了解小儿发热的常见原因和科学的家庭

护理方法，对于家长来说至关重要。

小儿发热的常见原因

1.�

感染性因素：

感染性因素是小儿发热的主要原因，包

括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病原体感染。

这些病原体侵入孩子体内后， 机体会产生免

疫反应，释放炎症介质，导致体温升高。 常见

的感染性疾病有上呼吸道感染、 中耳炎、肺

炎、支气管炎以及肠胃炎等。

此外，一些传染性疾病如流感、水痘、麻

疹等也可能引起发热。

2.�

非感染性因素：

非感染性因素引起的发热通常较为复

杂，多与体温调节中枢功能障碍、散热障碍等

因素有关。 例如， 儿童穿衣过多导致散热较

慢，或室内温度过高、剧烈运动后出汗过多等

都可能引起发热。 此外，肿瘤疾病、血液系统

疾病、 内分泌与代谢障碍（如甲状腺功能亢

进）、风湿性疾病、中暑等也可能导致发热。

家庭护理要点

1.�

体温监测：

家长应密切监测孩子的体温， 了解其发

热程度和变化趋势。

测量时应选择孩子安静状态下进行，避

免哭闹或活动影响测量结果。 如果发现孩子

发热，应每隔一段时间测量一次体温，以便及

时调整护理措施。

2.�

物理降温：

对于体温不超过

38℃

的患儿，应避免服

用退烧药，优先选择物理降温。家长可以适度

减少孩子的衣物和被褥，避免“捂汗”，同时松

解衣物以利于散热。对于出汗较多的患儿，应

及时更换衣物，防止受凉或加重病情。

3.�

补充水分：

发热时孩子体内水分丢失较多， 家长应

鼓励孩子多喝水，补充体内水分。温开水最为

适宜，避免饮用过烫或过冷的水。 此外，可以

适量增加蔬菜水果等富含水分的食物摄入，

以维持正常的代谢和散热。

4.�

饮食护理：

发热期间， 孩子的饮食应以清淡、 易消

化、有营养的食物为主，如牛奶、米粥、青菜汤

等。 多吃水果，避免刺激性和高油类食物，以

免加重肠胃负担。

同时，家长应关注孩子的食欲情况，尽量

让孩子少量多餐，保证营养摄入。

5.�

环境调节：

保持室内通风， 开窗换气， 保持空气清

新。 室温应维持在

25℃

左右，避免过高或过

低。 如果天气炎热，可以使用空调或电扇，但

应注意避免直接吹向孩子，以免着凉。

6.�

皮肤与口腔护理：

高热时唾液分泌减少， 口腔粘膜干燥，容

易滋生细菌。 家长应及时清洁口腔，每次进食

后用盐水漱口。 同时，高热退热过程中会大量

出汗，应及时擦干汗液，更换衣物，保持皮肤清

洁干燥。

7.�

药物使用：

如果患儿体温超过

38.5℃

， 需要及时使用

退热药物。 但家长应严格按照医生医嘱用药，

避免擅自增减药量或更换药物。 服药后应密切

观察孩子的情况，如有不良反应应及时就医。

小儿发热是儿科常见的症状之一，家长应

了解其常见原因和科学的家庭护理方法。

通过密切监测体温、物理降温、补充水分、

合理饮食、环境调节、皮肤与口腔护理以及合

理用药等措施， 可以有效缓解孩子的发热症

状，促进其早日康复。 如果病情严重或持续不

退，应及时就医，以免延误病情。

（作者单位： 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大尚屯

镇中心卫生院）

小儿发热的常见原因及家庭护理要点

□

胡亚男

在医学的浩瀚星空中， 帕金森病虽是一

颗不容忽视的星辰， 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

无数患者的生活质量， 但它绝非不可战胜的

阴霾。

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与护理理念的更

新， 帕金森病的治疗与护理已取得了显著成

效，为患者点亮了希望之光。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讨帕金森病不可怕

的原因， 并详细介绍神经内科护理如何助力

患者稳步行走，重拾生活乐趣。

一、帕金森病：认识是第一步

帕金森病， 一种常见于中老年人的神经

系统退行性疾病，主要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运

动迟缓、肌强直和姿势平衡障碍。这些症状虽

令人困扰，但重要的是，它并非绝症。 通过早

期识别、及时干预和科学护理，可以显著延缓

病情进展，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二、多学科协作，精准治疗

帕金森病的治疗是一个多学科协作的过

程，包括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康复医学科、心

理科等多个学科。 神经内科医生会根据患者

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药物治疗方案，如左

旋多巴、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等，以缓解症状，

控制病情。

三、神经内科护理：细致入微，温暖人心

1.�

日常护理，细致入微：神经内科护士是

患者日常护理的重要守护者。 他们不仅关注

患者的药物治疗效果， 还细心照料患者的日

常生活，如协助进食、穿衣、洗漱等，确保患者

安全舒适。此外，护士还会指导患者进行正确

的体位变换和翻身， 预防压疮和肺部感染等

并发症。

2.�

康复训练，助力行走：针对帕金森病患

者常见的步态异常和平衡障碍， 神经内科护

理团队会联合康复医学科， 制定个性化的康

复训练计划。

通过平衡训练、步态训练、力量训练等，

帮助患者改善行走能力，减少跌倒风险。

3.�

心理支持，重建信心：帕金森病不仅影

响患者的身体健康， 还常伴随心理问题的发

生。神经内科护理团队注重患者的心理健康，

提供心理疏导和情绪支持。

通过倾听患者的心声，解答疑惑，帮助患

者建立积极的心态，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4.�

家庭教育与支持： 帕金森病患者的护

理离不开家庭的参与和支持。 神经内科护理

团队会定期举办健康教育讲座， 向家属传授

帕金森病的基本知识、 日常护理技巧和康复

训练方法， 鼓励家属参与到患者的护理和康

复过程中来， 形成医护患三者之间的良好互

动和支持体系。

四、社会关爱，共筑希望

除了专业的医疗和护理支持外，社会的关

爱也是帕金森病患者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社

会各界应加强对帕金森病的宣传和普及，提高

公众对该病的认识和理解；同时，鼓励和支持

建立更多的帕金森病关爱组织和康复中心，为

患者提供更加全面和个性化的服务。

结语

帕金森病虽然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了诸多

不便和挑战， 但只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面对

它，积极寻求专业的医疗和护理支持，就一定

能够战胜它带来的困扰。神经内科护理团队将

始终陪伴在患者身边，用专业和爱心为他们撑

起一片希望的天空，助力他们稳步行走在人生

的道路上。 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为帕金森病

患者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光明的未来。

（作者单位：河北省大城县医院）

帕金森病不可怕，神经内科护理助您稳步行走

□

刘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