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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常见疾病种类繁多， 涉及呼吸系

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系统等多个方

面。 为了帮助孩子更好地恢复健康，家长需

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护理方法。 以下是一些常

见儿科疾病的护理要点：

1

、呼吸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在儿科中最为常见，包括

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等。 护理时，家长应注

意以下几点：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减少病毒在密闭空间

内的浓度，避免孩子接触烟雾和其他刺激物。

充分休息：安排孩子在安静舒适的环境

中休息，避免过度疲劳。

合理饮食： 给予清淡易消化的食物，避

免油腻、辛辣等刺激性食物。

观察病情：如出现高热不退、咳嗽加剧、

呼吸困难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2

、消化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如腹泻、 急性胃肠炎等也

是儿科的常见病。 护理要点包括：

饮食调整：腹泻期间应暂停油腻、辛辣等

刺激性食物的摄入，给予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如稀粥、面条、蔬菜等。

补充水分：腹泻和呕吐可能导致脱水，应

让孩子多喝水或口服补液盐， 以补充体内水

分和电解质。

注意卫生：勤洗手，尤其是饭前便后以及

处理完孩子的排泄物后，避免交叉感染。

3

、神经系统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如脑炎、脑膜炎等，虽然不

如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常见， 但一旦发

病，病情往往较重。 护理时，家长应注意：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有助于改善脑功能。

密切监测病情：如出现高热、头痛、呕吐

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避免刺激：保持环境安静，避免孩子受到

惊吓或过度刺激。

4

、泌尿系统疾病

泌尿系统疾病如尿路感染、肾炎等，护理

时家长应注意：

保持清洁：注意孩子的个人卫生，尤其是

会阴部的清洁。

充足饮水：鼓励孩子多喝水，有助于冲洗

尿路，减少感染的机会。

观察尿液：如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症

状，或尿液颜色异常，应及时就医。

5

、其他注意事项

发热护理： 孩子发热时， 应定期监测体

温，并采取适当的降温措施，如多喝水、物理

降温等。

心理关怀：生病的孩子可能会烦躁不安，家

长应给予更多的关爱和安慰， 帮助他们树立战

胜疾病的信心。

总之， 儿科常见疾病的护理需要家长的细

心和耐心。 通过合理的饮食调整、充足的休息、

适当的药物治疗以及密切的病情观察， 大多数

孩子都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健康。

同时，家长也应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帮助

他们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

（作者单位：河北省馆陶县人民医院）

肝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治疗方法

的选择对于患者的生存期和生存质量至关

重要。 放射治疗是一种常见的肝癌治疗方

法， 对于一些无法通过手术根治的患者来

说，放射治疗是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

本文将详细介绍肝癌放射治疗的方法、

适应症、优势以及注意事项，帮助患者更好

地了解这一治疗手段。

一、放射治疗的方法

肝癌放射治疗通常采用放射线照射的

方式，通过射线对肿瘤进行精确打击，抑制

肿瘤细胞的生长和扩散。 根据不同的设备和

技术，肝癌放射治疗的方法可以分为外放射

治疗和内放射治疗。

外放射治疗是通过

X

射线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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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肿瘤区域， 适用于肿瘤较大或位置较深的

肝癌患者。 医生可以通过调整射线剂量和照

射时间，控制肿瘤的缩小和扩散。

内放射治疗则通过放射性粒子植入技术，

将放射性粒子植入到肿瘤组织内， 持续释放射

线，从而达到局部高剂量照射的效果。适用于肿

瘤较小、位置较浅或靠近重要器官的患者。

二、适应症与优势

肝癌放射治疗的适应症主要包括： 无法

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 手术后残留或复发的

肝癌患者；对化疗不敏感的肝癌患者；肝功能

较差，无法承受手术风险的患者；肝癌合并门

静脉癌栓等复杂病情的患者。

肝癌放射治疗的优势在于：

1.

局部控制率高：放射治疗能够精确打

击肿瘤，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扩散，局部控

制率较高。

2.

减少并发症：放射治疗对于正常组织

的损伤较小，能够减少手术并发症的发生。

3.

延长生存期：对于无法手术或对化疗

不敏感的肝癌患者， 放射治疗能够延长生存

期，提高生活质量。

4.

与其他治疗方法联合应用：放射治疗

可以与其他治疗方法如化疗、 靶向治疗等联

合应用，提高治疗效果。

三、注意事项

在接受放射治疗过程中， 肝癌患者需要

注意以下几点：

1.

保持良好的心态：放射治疗虽然是一

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患

者需要保持积极的心态，乐观面对治疗。

2.

遵医嘱按时复查： 放射治疗过程中，患

者需要按时进行肝功能、影像学等检查，以便医

生了解治疗效果和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3.

注意饮食和休息：放射治疗期间，患者

需要注意饮食和休息， 避免过度劳累和情绪波

动，以免影响治疗效果。

4.

配合医生进行治疗方案调整：在放射治疗

过程中，医生可能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调

整，患者需要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调整。

总之， 肝癌放射治疗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

法，对于无法通过手术根治的患者来说，放射治

疗是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放疗科）

肝癌患者放射治疗的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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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医学科护理中， 感染防控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重症患者身体免疫力和

自愈能力较弱，一旦发生感染，可能导致病情

恶化甚至死亡。因此，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

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感染防控措施， 确保

患者安全。

一、加强环境管理

重症医学科的环境需要保持清洁、卫生，

定期消毒和通风。 医护人员应确保病房内空

气流通，避免交叉感染。 同时，应控制探视人

数，减少人员流动，降低病菌传播的风险。

二、严格手卫生

医护人员的手是病菌传播的重要途径之

一。 因此， 医护人员在工作时要保持手部清

洁，遵循六步洗手法，使用洗手液，避免因手

部卫生问题造成患者感染。

三、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抗菌药物是治疗感染的重要手段， 但过

度或不适当使用抗菌药物可能导致菌群失

调、细菌耐药等问题。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应

根据患者病情、 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等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确保治疗效果的同时降

低不良反应和感染风险。

四、加强呼吸道管理

重症患者呼吸道黏膜受损， 易发生呼吸

道感染。 医护人员应定期协助患者翻身、拍

背，鼓励患者咳嗽、排痰，保持呼吸道通畅。对

于需要机械通气的患者， 应严格遵循无菌操

作原则，避免交叉感染。

五、加强营养支持

营养不良是导致感染的重要因素之一。

重症患者应加强营养支持，给予高蛋白、高热

量、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以增强身体免疫力。

同时，应避免使用对胃肠道有刺激性的食物，

以免引起消化道感染。

六、强化医疗废物管理

重症医学科会产生大量的医疗废物，如

废弃的医用物品、患者的血液、体液等。 医护

人员应严格遵守医疗废物处理规范， 对废弃

的医用物品进行分类、包装、标识，并按规定

及时处理。同时，应避免将医疗废物暴露在公

共区域，以减少环境污染和交叉感染的风险。

七、加强监测与评估

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应定期对患者进行感

染风险评估，对于高风险患者应加强监测，及时

发现感染症状并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应关注患

者的免疫状态， 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调整护理措

施，确保患者安全。

总之， 重症医学科护理中的感染防控措施

包括加强环境管理、严格手卫生、合理使用抗菌

药物、加强呼吸道管理、强化医疗废物管理、加

强监测与评估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助于降低

患者感染风险，提高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医护

人员应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和责任心， 为患

者提供更加安全、优质的护理服务。

（作者单位： 河北省固安县人民医院）

在医疗领域， 消毒供应中心是一个至关

重要的部门。 他们负责清洗、消毒、包装以及

储存医疗器械， 确保每一个进入病患手中的

医疗器械都是清洁、无菌的。以下我们将详细

解析这一过程。

一、清洗

清洗是消毒供应过程中的第一步， 主要

目的是去除医疗器械表面的污垢、 血液、体

液、细菌和病毒等杂质。清洗过程通常包括预

处理、酶洗、清洗、漂洗和终末漂洗等步骤。在

清洗过程中， 专业的清洗设备如超声波清洗

机、全自动清洗机等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设

备能够高效地去除医疗器械上的污渍， 同时

保护器械的表面不受损伤。

二、消毒

清洗后的医疗器械需要进行消毒处理，

以杀灭或抑制其上残留的细菌和病毒。 常用

的消毒方法包括化学消毒（如使用含氯消毒

剂）和物理消毒（如高温灭菌、等离子体灭菌

等）。 根据医疗器械的材质和用途，选择合适

的消毒方法。需要注意的是，消毒过程中应确

保医护人员的安全， 避免因误用消毒剂造成

皮肤、眼睛等部位的损伤。

三、包装

消毒后的医疗器械需要进行包装， 以保

护其免受污染并便于储存和运输。 包装材料

应符合无毒、 耐高温等要求， 通常使用无纺

布、纸袋或塑料袋。 包装过程中，应确保医疗

器械干燥、无菌，并在包装上注明器械名称、

规格、灭菌日期等信息。 此外，包装过程中还

需遵循相应的操作规程，确保包装质量。

四、储存与运输

经过清洗、 消毒和包装后的医疗器械应

储存在洁净的环境中， 以防止再污染和微生

物滋生。储存区域应符合无尘、恒温恒湿的要

求，并定期进行清洁和消毒。

医疗器械的运输同样重要， 应确保在规

定时间内送达目的地， 并确保医疗器械在运

输过程中不受污染或损坏。

五、安全与质量控制

消毒供应中心的工作人员应接受专业培

训，了解并掌握医疗器械的清洗、消毒和包装

技术。 同时，中心应建立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

定期对清洗、消毒和包装过程进行监测和评估，

确保医疗器械的质量和安全性。

此外，应定期对消毒供应中心的设施、设备

和耗材进行评估和更新， 以满足日益严格的卫

生标准。

消毒供应中心在医疗领域中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他们负责清洗、消毒、包装以及储存

医疗器械， 确保每一个进入病患手中的医疗器

械都是清洁、无菌的。

为了确保这一过程的高效和质量， 需要建

立健全的质量控制体系， 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

素质，并定期更新设施和设备。

（作者单位：河北省馆陶县人民医院）

消毒供应揭秘：医疗器械的清洗、消毒与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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