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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领域中， 护士作为患者康复之路

上的重要守护者，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

毫无经验的护理新兵到独当一面的白衣天

使，每一位护理新星的成长都离不开科学、系

统的临床护理教育。 本文将为您揭秘临床护

理教育的秘密武器， 分条阐述这些武器如何

助力护理新星成长为卓越的护理人才。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临床护理教育首先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 通过案例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PBL

）、模

拟实训等方法， 学生不仅在课堂上学习理论

知识， 还能在模拟或真实的临床环境中进行

实践操作。例如，护理操作示教通过教员示范

和学员实践，使学生熟练掌握生命体征测量、

静脉输液、中心吸氧、造口伤口护理等基础技

能。案例分析则通过具体病例讨论，引导学生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从而培

养其独立思考和临床思维能力。

二、现代科技手段的融入

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 现代科技手段在

临床护理教育中逐渐兴起。多媒体教学、网络

远程教学、互动式讲座和研讨会等，为学生提

供了更便捷、更生动的学习方式。多媒体教学

利用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刺激，使教学内容

更加直观、形象。网络远程教学打破了地域限

制，使学生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

提高了学习的灵活性和便捷性。 这些现代教

学方法不仅提高了学习效率， 还培养了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三、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的培养

护理工作是一个团队协作的过程， 团队

协作能力和沟通能力至关重要。 在临床护理

教育中，通过团队合作学习、角色扮演、模拟

教学等方法， 学生能够在模拟的临床情境中

学习如何与医生、 其他护士及医疗人员紧密

配合，共同制定护理计划并协作实施。这些方

法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还提高

了其沟通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使其能够更

好地适应临床工作环境。

四、持续学习与专业发展

医学领域日新月异， 持续学习和专业发

展是护理新星成长的必经之路。 临床护理教

育不仅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培养，

还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培训和进修课程， 不断

更新专业知识，掌握新技术和新方法。 例如，

通过参加专科护士学习、 进修学习等活动，学

生可以深入了解特定疾病领域的护理知识，提

高专科护理水平。 同时，参加学术会议、研讨会

等活动，可以拓宽视野，了解最新的医疗技术

和护理理念。

综上所述，临床护理教育的秘密武器在于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现代科技手段

的融入、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的培养、持续学

习与专业发展以及职业道德与人文关怀的培

养。 这些武器共同作用于护理新星的成长之

路，使其能够成长为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熟练

操作技能、良好沟通能力和高尚职业道德的卓

越护理人才。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儿童口腔健康是整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

分，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不仅有助于预防龋

齿和其他口腔疾病，还能为孩子的健康成长

打下坚实的基础。 正确刷牙是保持儿童口腔

健康的关键，本文将详细介绍如何正确刷牙

以及相关的口腔健康知识。

一、选择合适的牙刷和牙膏

儿童牙刷的选择至关重要。 孩子的牙刷

应具备以下特点：

1.

刷毛柔软：儿童口腔较为娇嫩，刷毛

柔软可以减少对牙龈的刺激。

2.

刷头小：小刷头可以灵活进入口腔各

个角落，方便清洁。

3.

无刺激性：刷面干净光滑，不会刺激

口腔黏膜。

4.

含氟牙膏：适量使用含氟牙膏可以有

效预防龋齿，但应避免孩子误吞。 对于较小

的婴幼儿，建议不使用牙膏，而用湿润纱布或

指套牙刷进行清洁。

二、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

正确的刷牙方法可以有效去除牙菌斑和

食物残渣，保持口腔清洁。推荐使用的刷牙方

法是巴氏刷牙法，具体步骤如下：

1.

牙刷定位：将牙刷毛与牙冠呈

45

度角

放在牙龈和牙颈部的牙面中间的牙龈沟内。

2.

水平颤动：牙刷在牙龈沟内做水平颤

动，幅度约

2-4

毫米，每次颤动

3-4

下。

3.

竖刷：颤动后，上牙向下刷，下牙向上

刷，确保每个牙面都被刷到。

4.

刷咬合面：对于牙齿的咬合面，牙刷

可以平握，用适中力度来回刷。

5.

刷内侧面：将牙刷竖起，利用牙刷前

端轻柔地上下清洁牙齿内表面。

6.

刷舌头：最后轻刷舌头表面，从内向

外去除食物残渣及细菌，保持口腔清新。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刷牙的方法可以有

所调整：

婴儿期（

0-1

岁）：父母洗干净手后，让婴

儿仰卧， 用湿润纱布或指套牙刷轻轻清洁牙

面和按摩牙龈组织，每天至少一次。

幼儿期（

1-3

岁）：家长固定住孩子身体，采

用膝对膝姿势，帮助孩子刷牙，每天至少两次。

学龄前期（

3-6

岁）：虽然孩子可能开始

尝试自己刷牙， 但家长仍需监督并帮助孩子

刷牙，确保每个牙面都被清洁到。

学龄期（

6-12

岁）：大多数孩子能够自己

刷牙和使用牙线， 家长需定期检查并帮助孩

子清洁难以刷到的区域。

三、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除了正确刷牙外， 还应帮助孩子养成良

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1.

定期漱口：进食后及时漱口，可以清

除口腔内的食物残渣， 避免其发酵后产生有

害物质。

2.

合理饮食：鼓励孩子多吃富含维生素

的食物，如蔬菜、水果，少吃甜食和碳酸饮料，

以降低龋齿发生的风险。

3.

定期检查：建议家长每年带孩子进行

一次口腔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口腔问题。

四、口腔健康教育

口腔健康教育是预防口腔疾病、 促进口腔

健康的重要手段。 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参

与儿童的口腔健康教育， 帮助孩子们了解口腔

健康知识，树立正确的口腔健康观念。

1.

教会孩子正确刷牙方法：通过示范和讲

解，让孩子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

2.

了解口腔疾病预防方法：教育孩子了解

龋齿、牙周病等口腔疾病的预防方法，如窝沟封

闭、定期洁牙等。

3.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教育孩子避免咬

硬物、吮吸手指等不良习惯，以减少口腔外伤的

发生。

五、结语

正确刷牙是保持儿童口腔健康的关键。 通

过选择合适的牙刷和牙膏、 掌握正确的刷牙方

法、 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以及进行口腔健

康教育， 我们可以为孩子们打下坚实的口腔健

康基础， 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让我们携手努

力，为孩子们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医院

)

护理新星如何炼成：临床护理教育的秘密武器

□

戴美芬

如何正确刷牙来保持儿童口腔健康

□

白雅婷

药物相互作用是指患者同时或在一定时

间内服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后， 这些药物

之间产生的复合效应。 这种效应可能导致药

效增强或减弱， 甚至产生新的药理作用或不

良反应。 了解药物相互作用，对于合理用药、

避免不良反应具有重要意义。 以下是关于药

物相互作用的一些不可忽视的用药细节。

一、药物相互作用的分类

药物相互作用主要分为药效学相互作

用和药代动力学相互作用两大类。

1.

药效学相互作用：当两种药物具有相

同或相似的药理作用时，它们可能会相互增

强或相互拮抗。 例如，同时服用两种降压药

可能导致血压过低；而某些抗生素与益生菌

同时服用，则可能降低抗生素的效果。

2.

药代动力学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

主要影响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

泄。 例如，某些药物可以影响肝脏酶的活性，

从而改变其他药物的代谢速率； 而某些食物

也可以影响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二、药物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

1.

生理因素：年龄、性别、遗传等生理因

素都会影响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和排泄。例如，

老年人的肝肾功能相对较差， 药物代谢和排

泄速度较慢，容易发生药物相互作用。

2.

药物因素：不同的药物具有不同的化

学结构和药理作用， 它们在体内的吸收、分

布、代谢和排泄过程也各不相同。 因此，当多

种药物同时使用时，容易发生相互作用。

3.

饮食因素：某些食物和饮料，可以影

响药物的吸收和代谢，从而产生相互作用。

三、如何避免药物相互作用

1.

了解所用药物：在用药前，应详细阅

读药品说明书，了解药物的成分、适应症、用

法用量、注意事项和不良反应等信息。如有疑

问，应及时向医生或药师咨询。

2.

遵医嘱用药： 医生在开具处方时，已

考虑到患者的病情、 身体状况和可能的药物

相互作用。 因此，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不

得随意更改剂量或停药。

3.

避免自行购药：不少人在出现轻微症

状时，喜欢自行购买非处方药使用。 然而，这

种做法可能导致药物相互作用的风险增加。

因此，建议在用药前咨询医生或药师。

4.

注意用药时间：部分药物在体内的代

谢和排泄速度较快， 需要定时服用以保持血药

浓度。 而某些药物则需要在特定时间服用以减

少对胃肠道的刺激。 因此， 患者应注意用药时

间，避免漏服或错服。

5.

饮食调整： 在用药期间， 应注意饮食调

整，避免食物与药物相互作用。 例如，葡萄柚汁

可以影响多种药物的代谢； 而高脂肪食物则可

能增加某些药物的吸收。

6.

定期检查身体状况：长期使用某些药物可

能导致肝肾功能损害、血液系统异常等不良反应。

药物相互作用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

为了避免潜在风险， 患者在使用药物时应保持

警惕，了解所用药物的性质和可能的相互作用，

并严格遵医嘱用药。

（作者单位：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药物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及分类

□

张学琴

小儿支原体感染的家庭预防：从源头上阻断感染

□

张存丹

一、小儿支原体感染是什么？

儿童支原体感染，说明儿童患有了肺炎

支原体感染， 因为肺炎支原体区别于细菌，

病毒， 它的结构非常特别且不具有细胞壁。

所以儿童患有肺炎支原体感染以后，往往应

用头孢菌素或者阿莫西林类的抗生素是无

效的， 只有及时的应用大环内酯类的抗生

素，比如红霉素、罗红霉素、阿奇霉素才能取

得良好的效果。 儿童肺炎支原体发生以后，

会引起儿童出现咽喉疼痛、咳嗽、高热等症

状， 这些都是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常见表现，

可以通过血液中查肺炎支原体的

IgM

抗体

来进行确诊。

二、小儿支原体感染的家庭预防：从源

头上阻断感染

小儿支原体感染是一种常见的儿童呼吸

道疾病，主要表现为咳嗽、鼻炎、喉炎等症状。

小儿支原体感染的处理方法包括休息和饮

食、给予药物治疗、加强免疫力、注意个人卫

生、 加强环境卫生、 注意咳嗽和打喷嚏的礼

仪、遵循医嘱等。

1.

休息和饮食：患儿需要充足的休息和

良好的饮食，以增强免疫力。保持室内空气流

通，调节室温，避免寒冷刺激。

2.

给予药物治疗：根据医生建议，可以给

予抗生素治疗。 支原体感染常常伴有细菌继

发感染，因此使用抗生素可以有效控制感染。

3.

加强免疫力：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

饮食习惯，合理膳食搭配，摄入富含维生素、

矿物质和蛋白质的食物， 有助于增强免疫系

统功能。

4.

注意个人卫生：保持手部卫生，勤换洗衣

物和床上用品，避免与他人共用毛巾和餐具，避

免人群密集的场所等，可减少感染的机会。

5.

加强环境卫生：保持室内清洁，经常通

风换气，定期消毒家居用品，减少细菌和病毒

的滋生和传播。

6.

注意咳嗽和打喷嚏的礼仪：用纸巾或

肘部遮住口鼻，避免病毒通过飞沫传播。

7.

遵循医嘱：按时服药，不随意更改药物

剂量或停药，及时复诊，听从医生的建议。

三、小儿支原体感染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儿童支原体感染的患者需要注意清淡的

饮食，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还需要注意

休息，避免劳累，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

儿童支原体感染的患者还需要给予积极的

抗感染治疗， 通常情况下应用抗生素的时候需

要选择大环内酯类的抗生素， 而不能选择头孢

等抗生素。因为对于支原体感染来说，仅仅是某

些特定的抗生素是有效的， 比如呼吸喹诺酮类

的抗生素，大环内酯类的抗生素。但是由于呼吸

喹诺酮类的抗生素是禁用于儿童患者， 所以对

于儿童患者的支原体感染往往需要选用大环内

酯类的抗生素进行治疗， 比如可以选用阿奇霉

素进行抗感染的治疗。

综上所述， 小儿支原体感染需要合理用药

治疗，加强个人和环境卫生，提高免疫力，避免

交叉感染，从而缓解症状，促进康复。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保护孩子的健康。

（作者单位：河北省霸州市妇幼保健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