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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这一情绪状态，如同心跳般无时

不在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健康。 在医学领

域，焦虑不仅是一种情绪体验，更可能是多

种因素交织导致的心理障碍。 本文将从不同

角度解析焦虑，旨在提供科学的认识和应对

策略。

一、焦虑的定义与表现

焦虑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状态，通常表现

为过度的担忧、不安和恐惧。 它可能源自生

活压力、性格特质、遗传因素及突发事件等

多种原因。 焦虑的症状包括心理层面如过度

担忧、恐惧、紧张，以及生理层面如心跳加

快、呼吸急促、出汗、手抖等。 这些生理反应

不仅可能加剧焦虑情绪，还可能形成恶性循

环，影响日常生活。

二、焦虑的成因分析

1.

生活压力：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

方式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 使焦虑成为普

遍现象。

2.

性格因素：如完美主义者、敏感多疑

者，往往对自己要求过高，对周围变化过于敏

感，容易陷入焦虑。

3.

遗传因素：研究表明，焦虑可能与遗

传有关，家族中有焦虑症患者的人，患焦虑症

的风险增加。

4.

生理因素： 大脑化学物质如血清素、

多巴胺等的不平衡， 以及荷尔蒙变化都可能

导致焦虑。

5.

环境因素：突发的重大事件和长期的

社会压力均可触发焦虑。

三、焦虑的诊断与治疗

焦虑的诊断需由专业心理医生进行，通

过面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全面了解患者的症

状、病史及家族史。在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

症状的疾病后， 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治

疗方案。

1.

心理治疗：认知行为疗法是常用的治

疗方法， 通过帮助患者识别和改变不合理的

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减轻焦虑情绪。 此外，

人际关系治疗、 精神分析治疗等也有助于缓

解焦虑。

2.

药物治疗： 对于症状较为严重的患

者， 医生可能会开具抗焦虑药物， 如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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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等。 但需注意，药物

治疗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避免药物依赖。

3.

自我调节：对于轻度焦虑，自我调节方

法如深呼吸、转移注意力、适当体育锻炼和冥想

练习等，都能有效缓解焦虑情绪。

4.

物理治疗：在必要时，可以辅助物理治

疗，如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以及中医的针灸、

按摩等。

四、结语

焦虑如同不安的“心跳”，时刻提醒我们面

对生活的挑战。然而，通过科学的认识和有效的

治疗，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焦虑，恢复内心的平

静。记住，寻求专业帮助、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适当进行自我调节，是应对焦虑的重要法宝。让

我们在医学的引导下，学会与焦虑共处，拥抱更

加健康、幸福的生活。

（作者单位：河北省第三荣军优抚医院）

神经系统疾病，如帕金森病、脑血管病

等，不仅影响患者的生理功能，还对其心理

状态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康复护理与心理

支持在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过程中显得尤

为重要。 本文将从康复护理和心理支持两个

方面，详细探讨如何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神

经系统疾病。

一、康复护理的重要性

1.�

全面监测与管理

神经系统疾病的康复护理首先需要对患

者的身体状况进行全面监测，包括生命体征、

神经功能状态等。 护理人员需指导患者正确

使用药物，管理药物剂量，确保治疗效果。

2.�

康复训练

康复训练是神经系统疾病康复护理的

核心内容。 通过专业的康复训练，如物理疗

法、作业疗法等，可以帮助患者恢复运动功

能，提高生活质量。 例如，帕金森病患者可以

通过康复训练减轻肌肉僵硬和震颤， 提高日

常活动能力。

3.�

生活技能重建

神经系统疾病可能导致患者失去部分或

全部生活自理能力。康复护理中，护理人员会

帮助患者进行生活技能的重建， 如洗漱、穿

衣、进食等，使其逐步回归正常生活。

二、心理支持的关键作用

1.�

缓解心理压力

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常常面临巨大的心理

压力，如焦虑、抑郁等。 心理支持可以帮助患

者缓解这些负面情绪，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例如，通过心理咨询、心理疏导等方式，帮助

患者理解病情，接受现实，积极面对治疗。

2.�

提高治疗依从性

心理支持还能显著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

从性。当患者对治疗充满信心时，他们更愿意

遵循医嘱，按时服药，积极参与康复训练，从

而提高治疗效果。

3.�

个性化心理干预

每位患者的心理需求都是独特的。因此，

提供个性化的心理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医护

人员需要深入了解患者的个人背景、 性格特

点以及心理反应， 制定符合其需求的心理干

预计划，如定制化的心理治疗、情绪管理技巧

培训等。

三、康复护理与心理支持的协同作用

1.�

建立信任关系

在康复护理与心理支持过程中， 建立信

任关系至关重要。 医护人员应通过倾听、理

解、尊重患者，展现真诚的关心，促进信任感

的形成。 这有助于患者更加开放地分享自己

的感受和担忧，从而得到更精准的照顾。

2.�

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康复护理与心理支持应综合运用多种方

法，如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心理治疗等。这些方

法相互补充，共同作用于患者的身心，促进其全

面康复。

3.�

家庭与社会的支持

家庭和社会的支持也是神经系统疾病康复

护理与心理支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家庭成员

的关爱与理解、社会的包容与支持，都能为患者

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疾

病挑战。

综上所述， 神经系统疾病的康复护理与心

理支持是患者全面康复的重要保障。 通过全面

监测与管理、康复训练、生活技能重建以及个性

化的心理支持， 医护人员可以帮助患者恢复生

理功能，缓解心理压力，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霸州市第三医院）

神经系统疾病的康复护理与心理支持

□

白志红

焦虑：不安的“心跳”

□

李姗姗

在现代医学领域，医学影像技术如同一双

透视的眼睛，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人体的内部结

构与健康状况，对于疾病的诊断、治疗方案的

制定及疗效评估至关重要。

面对种类繁多的医学影像检查方法，如何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检查项目，成为患者

及其家属关注的焦点。 以下，我们将从几个方

面探讨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

1.�

了解常见医学影像检查技术

首先，熟悉几种常见的医学影像检查技术

是基础。 主要包括：

X

射线检查： 利用

X

射线对人体进行照

射，从而形成的影像。适用于骨骼系统、胸部及

腹部某些疾病的初步筛查。

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利用

X

射线围绕

人体进行扫描，经计算机处理后显示人体的横

断面的图像，具有多方位、分辨率高、组织器官

结构显示不易重叠等优点，适用于复杂结构如

颅脑、胸腔、腹腔等疾病的详细诊断。

磁共振成像（

MRI

）：利用较强磁场与人体

内氢质子，在射频脉冲（无线电波）作用下产生

的磁共振现象。 对软组织分辨率极高，常用于

神经系统、肌肉、韧带及部分脏器疾病的检查。

超声检查：利用超声波物理特性与人体组

织产生回波信号进行成像。 无电离辐射，适用

于孕妇产检、心脏、腹部及浅表器官（如甲状

腺、乳腺）的检查。

2.�

明确检查目的

选择合适的检查方法， 首要的是明确检查

的目的。是为了筛查潜在疾病、确诊已知症状、评

估治疗效果还是监测病情变化？ 不同的目的可

能对应不同的检查手段。 例如，对于怀疑骨折的

患者，

X

射线通常是首选； 而对于脑部疾病的诊

断，

CT

是首选， 脑部神经系统诊断

MRI

可能更

为合适。 一般体检腹部或者腺体选择超声即可。

3.�

考虑个体因素

年龄与身体状况： 孕妇应避免

X

射线和

CT

检查，以免对胎儿造成影响可选择超声。

过敏史： 某些强化

CT

或者血管检查时会

用到造影剂，有过敏史的患者需提前告知医生。

4.�

遵循医生建议

虽然了解基本的医学影像知识有助于我

们做出初步判断，但最终的决策应基于专业医

生的建议。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

体格检查及初步诊断，综合考虑后选用最合适

的检查方法。

5.�

了解检查前的准备事项

不同的检查项目有不同的准备要求。 例

如，

x

线检查时检查部位不能有金属或者铁质物

品等防止伪影产生。

CT

腹部检查前需空腹

4

小

时并饮水， 有利于胰腺及胃肠道疾病检出率；盆

腔检查需要憋尿。

MRI

检查具有心脏起搏器，心

脏瓣膜置换，动脉瘤夹闭金属性物质等是检查的

禁忌症。 遵循医生的指导，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提

高检查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6.�

关注检查结果与后续治疗

选择合适的检查方法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

是关注检查结果并积极配合后续治疗。 与医生充

分沟通，理解检查结果的含义，制定合适的治疗

计划，是实现健康目标的关键。

总之，选择合适的医学影像检查方法需要综

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检查技术的特点、检查

目的、个体因素、医生建议及检查前的准备等。

（作者单位：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医院）

如何选择合适的检查方法

□

刘娜

神经内科疾病涉及大脑、脊髓和周围神

经，结构和功能复杂，种类繁多，如脑卒中、

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症状和病程差

异巨大，治疗颇具挑战性。 传统的单一西医

治疗或中医治疗在应对这些疾病时，都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 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模式，

融合了中医和西医的理论和实践，为患者带

来了新的治疗选择和希望。 以下将分条阐述

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内科疾病的优势。

一、多维度治疗，提高疗效

中医注重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 通过

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从整体上把握病情，

调理人体气血阴阳平衡。 西医则强调实证科

学，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影像学、神经电生

理等， 对神经内科疾病进行精确诊断和定

位。两者相结合，既能明确疾病的具体病变部

位和病理机制， 又能考虑到患者个体的差异

和整体的状态， 从而提高诊断准确性和治疗

效果。

二、协同增效，减少副作用

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够发挥两者的优势，

实现协同增效。 在神经内科疾病的治疗过程

中，西医的溶栓、降颅压、神经保护等药物治

疗以及介入手术等方法，可以迅速缓解症状，

恢复功能。而中医的针灸、推拿、中药等方法，

则可以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 进一步促进神

经功能恢复，减轻副作用。

三、个性化治疗，优化方案

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够针对患者的具体情

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中医通过辨证施

治，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舌苔、脉象等进行

综合判断，制定个性化的中药和针灸治疗方

案。 西医则根据疾病的分期、分级等因素，制

定相应的药物治疗、手术治疗或康复治疗等

方案。 两者结合，可以综合考虑患者的整体

状况和疾病的具体情况， 制定更加科学、合

理、安全的治疗方案。

四、改善预后，提高生活质量

中西医结合治疗不仅关注疾病本身的治

疗，还注重患者的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中

医通过调整饮食、起居、情志等方面，帮助患

者改善体质，增强抵抗力，预防疾病的复发。

西医则在健康教育、危险因素控制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两者结合，能够延缓疾病进展，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五、推动医学创新与发展

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内科疾病的过程，也

是推动医学创新与发展的过程。 通过不断探索

和实践， 可以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中西医结

合神经内科诊疗体系，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个

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加强跨学科合作和国际

交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推动中

西医结合在神经内科领域的创新发展。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内科疾病

具有诸多优势。 未来，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和

人们对健康的日益关注，中西医结合将会得到

更广泛的应用和推广，为神经内科疾病的治疗

开辟新的途径，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

贡献。

�

（作者单位： 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二医院）

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内科疾病的优势

□

洪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