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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领域的广阔天地中， 重症护理

（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无疑是生命守护的

最前线。 这里，每一位医护人员都肩负着让

濒危生命重新焕发生机的重任。 重症护理不

仅关乎高精尖的医疗技术，更在于人性化的

关怀与细致入微的护理。 以下是关于重症护

理的几个关键点，让我们一同探索这一神秘

而重要的医疗领域。

1.�

高科技监测与支持

重症监护室配备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包括呼吸机、血液透析机、心电监护仪等，这

些设备能够实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如心

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等。 对于呼吸衰竭的患

者，呼吸机可以提供必要的氧气支持，帮助维

持生命；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血液透析机

则能替代肾脏功能，排除体内毒素。高科技的

支持，为重症患者的治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

精准药物治疗与营养支持

在重症护理中， 药物治疗是不可或缺的

一环。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制定个性

化的治疗方案，包括抗生素的使用、器官保护

药物的给予等。同时，营养支持同样重要。 重

症患者往往因疾病影响而无法正常进食，此

时，肠内或肠外营养支持成为维持患者体能、

促进康复的关键。科学的营养管理，有助于增

强患者免疫力，加速恢复进程。

3.�

感染控制与预防

重症监护室内， 感染是患者面临的巨大

威胁之一。 医护人员需严格遵守无菌操作规

范， 定期进行环境消毒， 使用一次性医疗器

械，以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 此外，对于存在

感染风险的患者，及时进行病原体检测，并根

据结果调整治疗方案，是控制感染、保障患者

安全的重要措施。

4.�

疼痛管理与舒适护理

重症患者常常伴随着剧烈的疼痛与不

适。疼痛管理不仅关乎患者的舒适度，更影响

其治疗效果与康复进程。 医护人员会采用药

物、物理治疗、心理干预等多种手段，为患者

提供个性化的疼痛缓解方案。同时，保持床单

位的整洁、适宜的温度湿度、定期翻身预防压

疮等舒适护理措施， 也是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的关键。

5.�

心理支持与家属沟通

重症护理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治疗， 更是

一场心灵的慰藉。面对生死考验，患者及其家属

往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医护人员需具备

同理心，提供心理支持，帮助患者建立战胜疾病

的信心。 同时，与家属保持密切沟通，及时告知

病情进展，解答疑问，共同制定治疗方案，形成

医患合作的良好氛围。

结语

重症护理是一个充满挑战与希望的领域。

在这里，每一次精准的治疗、每一次细心的护理，

都是为了让生命之火重新燃烧。随着医疗技术的

不断进步与人文关怀的日益深化，重症护理将不

断迈向新的高度，为更多危重患者带来生命的曙

光。 让我们共同期待，在这个充满爱与责任的地

方，每一个生命都能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

（作者单位： 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

重症护理：让生命重新焕发生机

□

王雨

在医学的浩瀚星空中，血液透析如同一

股清泉，为无数肾脏功能衰竭的患者带来了

生命的希望与延续。 这是一项复杂而精细的

医疗技术， 其背后的护理工作更是至关重

要，它不仅是技术的展现，更是对生命最深

切的关怀与尊重。 以下，我们就来分条解析

血液透析护理的专业守护之道。

1.�

前期准备：细致入微，安全第一

血液透析治疗开始前，护理团队需进行

周密的准备工作。 这包括患者身体状况的全

面评估、透析器的选择与检查、透析液的配

置与质控等。 确保所有设备处于最佳状态，

同时根据患者个体差异调整透析方案，力求

每一次治疗都安全有效。 此外，还需向患者

及家属详细解释透析过程及注意事项，缓解

其紧张情绪，增强治疗信心。

2.�

无菌操作：守护健康的最后防线

血液透析过程中，无菌操作是防止感染

的关键。 护理人员需严格遵守手卫生规范，

穿戴好无菌衣帽、口罩及手套，确保操作环境

清洁无菌。透析管路及穿刺部位需定期消毒，

减少感染风险。 同时，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

征，及时发现并处理任何潜在并发症，如低血

压、过敏反应等。

3.�

个体化护理：精准施策，以人为本

每位透析患者的病情、心理状态及生活

习惯各不相同，因此，个体化护理显得尤为重

要。 护理人员需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

个性化的护理计划， 包括饮食指导、 药物管

理、心理支持等。 通过耐心倾听与细致观察，

了解患者的需求与困扰， 给予及时的帮助与

安慰，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

4.�

并发症预防与处理：未雨绸缪，守护健康

血液透析虽能挽救生命， 但也可能带来

一系列并发症，如贫血、电解质紊乱、心血管

疾病等。 护理人员需具备高度的警觉性和丰

富的专业知识， 能够早期识别并妥善处理这

些并发症。 通过定期监测患者的各项生理指

标，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

5.�

健康教育：授人以渔，促进自我管理

血液透析是一项长期的治疗过程，患者

的自我管理能力对于治疗效果至关重要。护理

人员应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向患者传授血

液透析相关知识、自我监测技能及日常护理要

点。 鼓励患者参与自我护理计划，提高自我管

理能力，为回归社会、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奠

定基础。

综上所述，血液透析护理是一项集专业性、

人文性于一体的医疗服务。 它要求护理人员具

备扎实的专业知识、 精湛的操作技能以及高度

的责任心与爱心。在血液透析的每一个环节中，

护理人员都是患者最坚实的后盾， 用专业守护

生命之泉， 让爱与希望流淌在每一个需要帮助

的角落。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妇幼保健院）

血液透析护理全解析

□

袁雅静

骨骼是人体的支架，支撑着我们的身体，

并保护着内脏。然而，骨骼健康问题往往被忽

视，导致骨质疏松、骨折等疾病频发。 为了维

护骨骼健康，科学锻炼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

详细介绍如何通过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平衡

训练和灵活性训练等运动方式， 科学有效地

锻炼骨骼。

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如跑步、游泳、跳舞和骑车等，

不仅有助于提升心肺功能， 还能促进钙质吸

收，增加骨密度，从而减少骨折风险。

这类运动通过施加在骨骼上的重量和压

力，激活形成新骨组织的信号，使骨骼变得更

加坚固和致密。 每周至少进行

150

分钟的中

等强度有氧运动或

75

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

动，是维护骨骼健康的推荐标准。

力量训练

力量训练， 如举重、 俯卧撑和仰卧起坐

等，能够增强肌肉和骨骼的力量，改善姿势和

平衡，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 通过力量训练，

施加的阻力可以调动身体的协调力， 锻炼肌

肉，同时也会对骨骼施加压力，从而提高骨骼

强度。力量训练每周应进行

2-3

天，确保肌肉

得到充分的恢复和增长。

平衡训练

平衡训练如太极拳、瑜伽和普拉提等，有

助于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和协调性， 减少跌倒

的风险。老年人尤其需要这类训练，因为跌倒

往往会导致骨折和其他严重伤害。 平衡训练

不仅有助于强健骨骼， 还能增强柔韧性和肌

肉力量，改善整体健康状况。

灵活性训练

灵活性训练如伸展运动和体操， 能够增

强身体的柔韧性和关节活动范围， 减少拉伤

和扭伤的风险。 这类训练对于预防运动损伤

和保持身体灵活度非常重要。 每次运动后进

行适当的伸展运动，有助于放松肌肉，减少乳

酸堆积，促进恢复。

饮食与营养

除了运动， 饮食和营养对骨骼健康同样

重要。 保证足够的钙质和维生素

D

摄入，有

助于维持骨骼健康。 富含钙质的食物包括乳

制品（如牛奶）、豆类（如豆腐、黄豆）、坚果（如

杏仁、核桃）和鱼类（如鲑鱼、鳕鱼）等。

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则包括鱼肝油、鱼

类（如鲑鱼、金枪鱼）、鸡蛋、肝脏和维生素

D

强化的牛奶或橙汁等。 如果饮食无法获得足

够的钙质和维生素

D

， 可以考虑服用医生建

议的补充剂。

注意事项

在进行任何锻炼之前， 建议咨询医生，以

确保身体状况适合锻炼。 同时，锻炼的强度和

时间应逐步增加，以避免过度训练和受伤。

对于身体虚弱或已被诊断为骨质疏松的

人来说， 选择适合的体育活动类型尤为重要。

个性化的运动计划可以帮助这些人获得最大

的益处，同时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总之，科学锻炼是维护骨骼健康的重要

手段。 通过结合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平衡

训练和灵活性训练， 配合合理的饮食和营

养，我们可以共同守护骨骼健康，提高生活

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科学运动 守护骨骼健康

□

王欣彤

干细胞疗法：神经内科的最新突破

□

于明飞

神经内科疾病，如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

病、多发性硬化症等，是一类逐渐损害神经系

统的疾病，导致功能丧失和残疾。这些疾病不

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也给社会带来

了沉重的负担。近年来，干细胞疗法作为一种

新兴的治疗方法， 在神经内科领域取得了诸

多突破，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一、干细胞疗法的基本原理

干细胞是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潜

能的细胞，可以分化为多种类型的细胞，包

括神经元、 星形胶质细胞和少突胶质细胞

等。 在神经内科疾病中，干细胞可以通过分

化为受损的神经细胞， 替代病变或死亡的

细胞，从而恢复神经功能。 此外，干细胞还

能分泌多种生物活性因子， 如神经营养因

子和抗炎因子， 对受损的神经系统进行调

节和修复。

二、帕金森病治疗的新希望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

病，典型症状包括运动迟缓、震颤、肌肉僵硬

和姿势不稳。 帕金森病的核心病理机制是中

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逐渐丧失， 导致大

脑无法正常调控运动功能。 干细胞疗法通过

补充丢失的多巴胺能神经元， 甚至修复受损

的神经回路， 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的运动功能

和生活质量。 近年来，多项临床试验表明，干

细胞移植可以有效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症

状，如颤抖、肌肉僵硬等。

三、阿尔茨海默病治疗的新进展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发病隐匿的进行性

神经退行性疾病，主要临床表现为记忆障碍、

失语、失用、失认等全面性痴呆。 干细胞疗法

在阿尔茨海默病治疗中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研究表明，干细胞可以分化为神经元，并分泌

神经营养因子，改善认知功能，减少淀粉样斑

块的形成。 这些发现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提

供了新的治疗策略。

四、多发性硬化症治疗的新突破

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

疾病，会破坏神经纤维周围的髓鞘，导致多

种症状，如肌肉无力、痉挛和视力问题。 神经

干细胞疗法已成为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一

种有前途的替代方法。 研究表明，干细胞移

植可以降低疾病活动性， 改善神经功能缺

损，提高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 此外，干细胞

还能通过促进髓鞘再生和减少炎症，帮助患者

恢复神经功能。

五、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尽管干细胞疗法在神经内科疾病治疗中

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例如，如

何提高移植细胞的分化效率与纯度，如何确保

移植细胞在大脑中的存活率与功能整合能力，

以及如何解决干细胞疗法的长期安全性和高

昂成本等问题，都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综上所述，干细胞疗法在神经内科领域取

得了诸多突破，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随着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临床试验的持续深入，相信

干细胞疗法将在未来为更多神经内科疾病患

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和改善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吉林省辉南县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