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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健康的生活中， 心脏是负责推动

血液流动、 为全身各部位提供氧气的关键器

官。然而，它也可能成为各种疾病的目标。 理

解如何及早检测心脏疾病以及利用超声诊断

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一、心脏疾病的早期检测

1.

常规检查：常规检查，如血压监测、心电

图和血液检查，可以帮助识别一些早期心脏问

题。定期进行这些检查可以提供有关心脏功能

和可能存在的炎症或异常电活动的信息。

2.

症状识别： 心脏病的主要症状包括：

持续的胸痛、胸闷、呼吸急促、疲劳、头晕或晕

厥，以及新发的心律失常。如果这些症状持续

存在或加重，应立即就医。

3.

生活方式改变：健康的生活方式对预

防心脏病至关重要。这包括保持健康的体重，

定期锻炼，限制酒精和咖啡因的摄入，以及确

保充足的睡眠和休息。

二、超声诊断在心脏疾病中的应用

超声诊断是一种无创、无痛的方法，通过

发出声波来检查心脏的结构和功能。 以下是

超声诊断在心脏疾病中的应用：

1.

检测心脏结构：超声可以清楚地显示

心脏的结构，如心脏的瓣膜、心室和心房的大

小，以及是否存在异常的结构变化，如肥厚或

扩张。

2.

评估心功能：超声还可以评估心脏的

功能。通过测量心脏的收缩和舒张期，可以了

解心脏的泵血能力，即心功能。异常的心功能

（如心力衰竭）可以通过超声检测到。

3.

检测心律失常：超声可以检测到心脏

的节律异常，如心律不齐或心动过速。这对于

识别可能由心脏病或其他健康问题引起的心

律失常非常有用。

4.

指导治疗：超声结果可以帮助医生确

定治疗方案。例如，如果发现瓣膜问题或结构

性改变， 医生可能会建议手术进行修复或替

换。对于心功能异常的患者，医生可能会调整

药物治疗方案。

三、 儿童与成人心脏疾病的风险因素与

早期检测的异同

尽管儿童和成人可能面临不同的心脏病

风险因素，如年龄、家族史、生活方式等，但早期

检测的原则是相似的。在儿童期，定期的健康检

查和常规筛查可能对早期发现心脏病特别重

要。对于成年人，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饮食、

锻炼和戒烟），以及定期的常规检查和监测（如

血压和心电图）都是关键。

总的来说，无论您是儿童还是成人，了解心

脏疾病的风险因素和早期检测方法都是至关重

要的。定期的健康检查、注意身体发出的任何异

常信号， 以及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预防心

脏病的关键。如果您有任何疑虑或担忧，最好咨

询医生， 他们将能够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提供适

当的建议和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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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心脏疾病的早期检测与超声诊断

□

李敏

生命体征监测在手术过程中至关重要，

它能够实时监测患者的生命状态，及时发现

异常情况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确保手术

安全顺利进行。

本文将介绍术中生命体征监测的主要内

容、常见异常情况及其应对策略。

一、生命体征监测的主要内容

生命体征监测主要包括体温、 心率、呼

吸、血压和血氧饱和度等指标的监测。这些指

标的变化能够反映患者的身体状况，如缺氧、

失血、感染等。 在手术过程中，医生需要密切

关注这些指标的变化，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

措施。

二、常见异常情况及其应对策略

1.

血压异常

血压异常可能是由于失血、麻醉药物影

响、心理紧张等原因引起的。 应对策略包括：

（

1

）保持呼吸平稳，避免过度通气；

（

2

）根据血压情况调整麻醉药物剂量；

（

3

）如出现失血情况，应及时补充血容量；

（

4

）心理疏导，缓解紧张情绪。

2.

心率异常

心率异常可能是由于麻醉药物影响、缺

氧、心律失常等原因引起的。 应对策略包括：

（

1

）密切监测心电图变化；

（

2

）根据心率情况调整麻醉药物剂量；

（

3

）如出现心律失常，应及时采取相应治

疗措施；

（

4

）保持呼吸道通畅，确保供氧充足。

3.

体温异常

体温异常可能是由于手术时间过长、麻

醉药物影响、感染等原因引起的。 应对策略

包括：

（

1

）保持手术环境适宜温度；

（

2

）合理使用保暖或降温措施；

（

3

）如出现感染情况，应及时采取抗感染

治疗；

（

4

）加强术后护理，预防感染复发。

4.

血氧饱和度异常

血氧饱和度异常可能是由于呼吸道梗

阻、麻醉药物影响等原因引起的。 应对策略

包括：

（

1

）保持呼吸道通畅，避免呼吸道梗阻；

（

2

） 根据血氧饱和度情况调整麻醉药物

剂量；

（

3

）如出现呼吸抑制，应及时采取相应治

疗措施。

三、其他注意事项

除了生命体征监测外， 手术过程中还应注

意以下几点：

1.

保持手术环境的清洁和无菌，预防感染；

2.

合理使用麻醉药物，避免过度麻醉或麻

醉不足；

3.

及时处理手术中的出血和渗血情况，避

免失血过多；

4.

关注患者心理状态，给予必要的心理疏

导和安慰。

总之， 术中生命体征监测是手术安全的重

要保障。 医护人员应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征的

变化， 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

略，确保手术安全顺利进行。

同时， 医护人员还应加强术后护理和康复

指导，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作者单位：河北省迁安燕山医院）

术中生命体征监测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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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内镜之旅是一种

常见的医疗检查方法，用于诊断和治疗各种

消化道疾病。 然而，许多人对于内镜之旅的

恐惧和不适感感到困扰。

实际上，通过一些技巧和准备，我们可

以实现零不适感的内镜之旅。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内镜之旅的基本原

理。 内镜是一种细长的仪器，可以穿过人体

的天然通道，如口腔、食道或肛门，进入消化

道。 通过内镜，医生可以观察消化道内部的

状况，并采取必要的诊断和治疗措施。

那么， 如何实现零不适感的内镜之旅

呢？ 以下是一些实用的建议：

1.�

心理准备：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内镜

之旅是一种常见的医疗程序， 它对大多数人

来说是安全的。

通过与医生沟通， 了解内镜之旅的过程

和目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接受它。 同时，

我们要相信自己和医生的技能和能力， 这有

助于减轻焦虑和恐惧。

2.�

舒适的环境：一个安静、舒适、放松的

环境对于接受内镜之旅非常重要。 建议在接

受内镜之旅前一天在家中休息， 避免过度劳

累和紧张。

此外， 避免饮酒和服用可能影响镇静的

药物，如安眠药或抗抑郁药等。

3.�

正确的姿势： 在接受内镜之旅时，保

持正确的姿势非常重要。通常，医生会要求我

们采取侧卧位，这样可以减少不适感。我们还

需要按照医生的指示调整头位和身体位置，

以确保内镜的顺利操作。

4.�

正确吞咽：在内镜过程中，正确的吞

咽技巧可以减轻不适感。 我们需要学会在适

当的时候吞咽， 以便内镜可以顺利通过消化

道。此外，避免在接受内镜时过度用力吞咽或

咳嗽，这可能会对内镜操作造成干扰。

5.�

配合医生：在内镜过程中，我们需要

与医生密切配合。

当医生要求我们保持某个姿势或动作

时，我们需要尽力配合。 同时，我们需要告诉

医生任何不适或疼痛的感觉， 以便医生能够

及时调整操作方法。

6.�

适当使用药物：在某些情况下，医生可

能会开具一些药物来帮助减轻内镜过程中的不

适感。这些药物通常是安全有效的，但需要在医

生的指导下使用。

总之， 零不适感的内镜之旅需要我们做好

充分的准备和配合医生的工作。通过心理准备、

舒适的环境、正确的姿势、正确吞咽、配合医生

和适当使用药物等技巧和准备， 我们可以实现

零不适感的内镜之旅。

最后， 我们要了解内镜之旅是一种常见的

医疗程序， 它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安全的和有效

的。如果我们对内镜之旅感到恐惧或不安，我们

可以与医生进行沟通，寻求帮助和支持。

（作者单位

:

河北省邢台市中心医院）

“零”不适感的内镜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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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创伤的急救与护理

□

杨卫华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

各种意外伤害， 其中严重创伤是急诊医学中

常见的紧急情况。 严重创伤不仅会导致身体

结构的严重损伤或功能障碍， 还可能威胁患

者的生命。因此，掌握严重创伤的急救与护理

知识，对于提高救治成功率、降低死亡率具有

重要意义。

一、严重创伤的急救原则

严重创伤的急救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迅速评估伤情： 首先要对伤者的伤

情进行迅速评估，判断有无致命伤，如心跳

骤停、严重呼吸困难等，以便及时采取急救

措施。

2.

先救命后治伤：在急救过程中，要优

先保障伤者的生命安全，如进行心肺复苏、止

血等。

3.

优先处理重要器官损伤： 如颅脑损

伤、胸部损伤等，这些部位的损伤往往更为严

重，需要优先处理。

4.

避免二次伤害：在急救过程中，要注

意避免对伤者造成二次伤害， 如避免过度搬

动、避免使用不当的止血方法等。

二、严重创伤的急救措施

针对严重创伤的急救措施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1.

止血：对于出血严重的伤口，要迅速采

取措施进行止血，如使用止血带、压迫止血等。

2.

包扎：对于开放性伤口，要进行适当

的包扎，以减轻疼痛、减少污染、防止感染。

3.

固定：对于骨折等创伤，要进行适当

的固定，以防止骨折端移位、减轻疼痛、避免

进一步损伤。

4.

搬运：在搬运伤者时，要注意保持伤

者身体的稳定，避免过度搬动造成二次伤害。

三、严重创伤的护理要点

严重创伤的护理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1.

保持呼吸道通畅：严重创伤患者常伴

有呼吸道梗阻或呼吸困难， 要及时清理呼吸

道，保持呼吸通畅。

2.

密切观察生命体征：要密切观察伤者

的生命体征，如心率、血压、呼吸等，及时发现

并处理异常情况。

3.

控制感染：严重创伤患者容易发生感

染， 要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感染， 如使用抗生

素、定期更换敷料等。

4.

监测伤情变化：要密切观察伤者伤情变

化，及时发现并处理并发症，如休克、肾功能衰

竭等。

5.

心理疏导：严重创伤患者往往伴有强烈

的恐惧和焦虑情绪，要进行心理疏导，减轻患者

心理负担。

四、结语

严重创伤的急救与护理是一项复杂而艰巨

的任务， 需要医护人员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

高超的技能水平。通过本文的科普介绍，希望大

家能够了解严重创伤的急救与护理知识， 为伤

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治和护理，共同守护每一

个宝贵的生命。

（作者单位：河北省固安县总医院人民院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