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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光不正是指包括近视、 远视和散光在

内的，由于眼睛的屈光系统（包括角膜、晶状

体和玻璃体） 曲折光线的能力异常导致的视

力缺陷。护理和恢复屈光不正，对提高生活质

量，促进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

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是预防屈光不正的

关键。 眼睛与书本应保持一定距离，一般以

1

市尺（约

30

厘米）为宜。写字看书不宜时间过

长，每隔

50

分钟左右，应休息

10

分钟左右，

并将写字姿势和书本位置调整好。

二、定期检查视力

定期检查视力是预防屈光不正的重要措

施。儿童应每学期检查一次视力，发现视力下

降应及时进行医学验光和配镜矫正。 成年人

也应每年进行一次视力检查， 以便及时发现

屈光不正。

三、合理用眼

合理用眼也是预防屈光不正的重要措

施。避免长时间连续操作电脑和阅读，工作期

间要适当休息，并定期向远处眺望，做眼保健

操，这些都可以缓解眼睛疲劳，保护视力。

四、充足的睡眠和户外运动

充足的睡眠是保护视力的基本要求。 睡

眠不足会导致眼睛疲劳，视力下降。而每天至

少

2

个小时以上的户外运动可以使我们的眼

睛放松，因此，应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和户外

运动。

五、均衡的饮食

均衡的饮食可以促进视力的发育和维

护。 应多食含维生素

A

、

C

、

E

和

B

族的食物，

如牛奶、鸡蛋、胡萝卜、菠菜、西红柿、橘子等，

这些食物对保护眼睛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六、合适的眼镜

当发现有屈光不正时，应尽早到正规医院

进行科学的验光，并选择合适的眼镜。 合适的

眼镜可以帮助患者改善视力，提高生活质量。

七、手术治疗

对于一些严重的屈光不正患者， 如高度

近视、 远视和散光等， 手术治疗也是一种选

择。 目前常见的手术方式包括激光角膜矫正

手术和晶体植入手术等。 这些手术可以有效

矫正视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八、心理调适

屈光不正可能会影响患者的社交和生活

质量，因此心理调适非常重要。 患者应了解屈

光不正的危害和治疗方法， 积极配合治疗，保

持乐观的心态。

结语

屈光不正的护理与恢复需要从多个方面

入手，包括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检查视

力、合理用眼、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选择

合适的眼镜、手术治疗以及心理调适等。 只有

全面了解和积极应对，才能有效地保护眼睛健

康，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急性呼吸衰竭是一种严重的医疗紧急情

况，它指的是一个人的呼吸系统在没有明显

疾病的情况下突然停止或变得异常困难。 这

种情况可能导致严重的缺氧和二氧化碳潴

留，对生命造成威胁。

本文将介绍急性呼吸衰竭的预警信号、

应对措施以及专业治疗，帮助读者了解这一

问题的相关知识。

一、预警信号

急性呼吸衰竭的预警信号包括呼吸困

难、咳嗽、喘息、胸闷、头晕、乏力、口唇发紫

等。 这些症状可能突然出现，并且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恶化。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应立

即寻求医疗帮助。

二、应对措施

在遭遇呼吸之困的情况下， 以下应对措

施可以帮助患者和家属：

1.

保持冷静：面对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

的情况，保持冷静非常重要。 不要惊慌失措，

要相信医生的治疗能力。

2.

及时就医：如果怀疑患者可能患有急

性呼吸衰竭，应尽快就医。最好前往急诊室或

拨打急救电话寻求专业医疗帮助。

3.

保持呼吸道通畅：如果患者无法自行

呼吸，应将头部抬高，解开衣领，并使用面罩

或鼻导管提供氧气。如有需要，可使用呼吸机

辅助呼吸。

4.

观察病情：在就医过程中，家属应密切

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如呼吸频率、心率、血压

等指标，以便医生更好地评估病情和治疗。

三、专业治疗

急性呼吸衰竭的治疗包括氧疗、 机械通

气等措施。 具体治疗方法如下：

1.

氧疗：对于缺氧的患者，氧疗是一种

常见的治疗方法。 可以通过鼻导管或面罩提

供氧气，缓解缺氧症状。

2.

机械通气： 对于严重呼吸困难的患

者，可能需要机械通气治疗。机械通气可以通

过鼻面罩、气管插管等方式进行，帮助患者呼

吸恢复正常。

3.

药物治疗：根据患者病情，医生可能

会开具相应的药物进行治疗。

如抗生素用于治疗感染， 支气管舒张剂

用于缓解哮喘症状等。

4.

病因治疗： 对于急性呼吸衰竭的患

者，找到并治疗病因非常重要。如哮喘患者可能

需要避免过敏原，

COPD

患者可能需要戒烟和

控制感染等。

总之， 遭遇呼吸之困是一种严重的医疗紧

急情况， 需要患者和家属保持冷静并采取相应

的应对措施。 在专业治疗方面，氧疗、机械通气

等措施可以帮助患者度过难关。

同时，找到并治疗病因是关键，以防止病情

恶化或反复发作。

最后，要提醒广大读者，保持良好的生活习

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预防呼吸系统疾病非

常重要。

如戒烟、 避免长时间暴露于空气污染的环

境中等。 如有疑虑，请及时就医并遵医嘱。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

浅析屈光不正的护理与恢复

□

孙璐

急性呼吸衰竭的预警与应对

□

宋秉睿

在医学的广阔天地里，心力衰竭（简称

心衰） 作为一种复杂而严重的慢性疾病，如

同心间缠绕的千千结，既考验着医疗技术的

精湛，也呼唤着护理工作的智慧与勇气。 心

衰，是指心脏无法有效泵送足够的血液以满

足身体各部位的需求，导致患者出现呼吸困

难、乏力、水肿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乃

至生命安全。

本文将分条探讨心衰护理中的智慧与

勇气， 旨在提高公众对心衰护理的认识与

理解。

1.�

精准评估，个性化护理计划

心衰护理的第一步在于精准评估患者

的病情与身体状况。 这要求护理人员具备敏

锐的观察力和扎实的专业知识，通过询问病

史、体格检查、监测生命体征等手段，全面了

解患者的心功能状态、液体平衡、药物反应等

关键信息。基于这些信息，制定个性化的护理

计划，包括饮食调整、活动量控制、药物管理

等方面， 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最适合自

己的护理方案。

2.�

情绪支持，心灵的抚慰者

心衰患者常因病情反复、 生活质量下降

而感到焦虑、抑郁。护理人员在提供专业照护

的同时，还需扮演心灵抚慰者的角色。通过倾

听、安慰、鼓励，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心态，增

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授

患者及家属应对压力的方法， 促进家庭支持

系统的建立，共同面对心衰带来的挑战。

3.�

细致观察，预防并发症

心衰患者易并发肺部感染、电解质紊乱、

血栓形成等并发症， 这需要护理人员具备高

度的责任心和细致的观察能力。 定期检查患

者是否出现咳嗽、发热、水肿加重、心律不齐

等预警信号，及时采取措施干预，如调整利尿

剂剂量、加强呼吸道护理、实施抗凝治疗等，

有效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保障患者安全。

4.�

自我管理教育，赋能患者

心衰管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患者

的自我管理能力。 护理人员应积极开展患者

教育，教授如何监测体重、尿量、心率等关键

指标，识别并应对早期症状恶化，合理安排饮

食与休息，正确使用药物。 通过举办讲座、发

放宣教资料、建立患者微信群等方式，增强患

者的自我管理意识与能力， 实现院外有效管

理，减少再住院率。

5.�

团队协作，多学科联动

心衰护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心血管内

科、营养科、康复科、心理科等多学科团队的紧

密合作。护理人员作为协调者，需促进团队成员

间的有效沟通， 确保治疗方案的一致性与连续

性。 通过定期的病例讨论、联合会诊，为患者提

供全方位、个性化的诊疗与护理服务，共同攻克

心衰这一难题。

总之，心衰护理是一场智慧与勇气的较量，

它要求护理人员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技能，更

需具备人文关怀之心，以科学的态度、细腻的情

感，与患者并肩作战，解开心间的千千结，让爱

与希望照亮心衰患者的康复之路。

（作者单位： 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

心衰护理的智慧与勇气

□

王倩

为强迫症患者提供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帮助

□

王利纳

强迫症（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

简称

OCD

）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患者常

常陷入无法控制的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之

中，严重影响其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 为了

帮助强迫症患者，我们需要深入理解他们的

困境，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帮助。

一、了解强迫症的基本特点

强迫症患者通常会有反复的、 不必要

的、强烈的想法或冲动（强迫思维），以及为

了减轻这些想法或冲动引起的焦虑而不得

不采取的行动（强迫行为）。 这些行为可能包

括反复洗手、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计数等。 这

些行为虽然暂时缓解了患者的焦虑，但长期

来看，它们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

影响患者的社交、学习和工作能力。

二、提供心理支持和理解

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 他们最需要的是

理解和支持。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感受和经

历，避免对他们进行指责或批评。 同时，我们

可以通过倾听、 鼓励和支持来帮助他们减轻

心理负担，增强自信心和应对能力。

此外， 我们还可以鼓励他们寻求专业的

心理咨询和治疗， 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和

控制自己的强迫症状。

三、学习应对强迫症的技巧

为了更有效地帮助强迫症患者， 我们可

以学习一些应对强迫症的技巧。例如，我们可

以帮助他们识别并避免触发强迫思维的情

境；教他们通过深呼吸、放松训练等方法来减

轻焦虑； 鼓励他们逐渐减少对强迫行为的依

赖，通过暴露和反应预防（

ERP

）疗法来逐渐

适应并克服强迫症状。

四、促进家庭和社会的支持

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对于强迫症患者的康

复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鼓励患者的家人和亲友了解强

迫症的相关知识，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同

时， 我们也应该加强社会对强迫症的关注和

认识，减少歧视和偏见，为患者创造一个更加

宽容和理解的环境。

五、推动专业治疗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帮助强迫症患者， 我们需要

推动专业治疗的发展。 这包括加强心理治疗师

的培训和教育， 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治疗水

平；推动药物治疗的研发和应用，为患者提供更

多有效的治疗方案；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

科学研究来深入了解强迫症的病因和发病机

制，为治疗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总之，强迫症患者需要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强迫症的基本特点、 提供心

理支持和理解、学习应对强迫症的技巧、促进家

庭和社会的支持以及推动专业治疗的发展来为

他们提供有效的帮助。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为强迫症患者创造一个

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河北省定州市精神病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