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 它会影响

血压的调节和心血管系统的正常功能。 高血压

患者常常会面临一系列心理压力和心理状态的

变化， 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患者的健康状况产生

不良影响。因此，了解高血压患者心理状态的影

响及应对策略非常重要。

一、心理状态的影响

1.

焦虑和抑郁：高血压患者常常会感到焦

虑和抑郁，这是由于疾病带来的身体不适、治疗

费用、家庭和社会压力等因素导致的。长期的焦

虑和抑郁可能会加重病情，影响治疗效果。

2.

情绪不稳定：高血压患者容易情绪不稳

定，易怒、易烦躁，这些情绪变化可能会增加血

压波动，加重病情。

3.

缺乏信心：高血压患者常常对治疗失去

信心，担心长期服药带来的副作用和费用，这些

心理负担可能会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生活

质量。

二、应对策略

1.

心理疏导：高血压患者应该接受心理疏

导，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和。 家人和朋友

的支持和关爱也非常重要， 他们可以给予患者

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励。

2.

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

缓解心理压力，包括合理饮食、适量运动、保证

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时间等。 这些措施有助于改

善患者的身体状况，提高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3.

调整心态：高血压患者应该调整心态，认

识到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疾病， 需要长期管理和

控制。 不要过于焦虑和担忧，保持乐观的心态，

积极面对疾病。

4.

寻求专业帮助：高血压患者可以寻求专

业医生的帮助， 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和管理计

划。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

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更好地控制血压，减轻心

理负担。

5.

定期复查：高血压患者应该定期到医院进

行复查，了解病情的变化和治疗效果。 医生可以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调整治疗方案和管理计

划，确保患者得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除了以上应对策略外， 高血压患者还应该

注意以下几点：

1.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如戒烟限酒、保持

适当的体重和饮食结构等。

2.

定期测量血压，及时了解血压的变化情况。

3.

学会自我调节情绪，避免过度紧张和焦虑。

4.

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建议，按时服药、定期复查，并

主动与医生沟通病情变化。

总之，高血压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不容忽视。 通过心

理疏导、健康生活方式、调整心态、寻求专业帮助和定期复

查等应对策略，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控制血压，减轻心理

负担，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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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是一

种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主要表现为甲状

腺激素合成和分泌过多，导致机体代谢

亢进和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

甲亢患者不仅需要在医疗专业人员

的指导下进行药物治疗，还需要在日常

生活中注意饮食管理和情绪调节，以促

进病情的稳定和康复。

一、饮食管理

1.

增加蛋白质摄入

甲亢患者新陈代谢加快，机体消耗

增加，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来支持组织合

成和修复。

建议适量增加鱼、肉、蛋、奶等优质

蛋白质食物的摄入，同时补充豆类及豆

制品，以提供丰富的植物蛋白质。

2.

保证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

甲亢患者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应多

吃新鲜蔬菜和水果，如猕猴桃、草莓、橘

子等，以补充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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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等。同时，

适量摄入含钙、镁、锌等矿物质丰富的食

物，如牛奶、豆腐、坚果等，有助于维持机

体正常功能。

3.

控制碘摄入

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重要元素，

但过多的碘摄入会刺激甲状腺分泌更多

的激素，加重病情。 因此，甲亢患者应尽

量避免食用海带、紫菜等高碘食物，以及

含碘药物和保健品。

4.

避免刺激性食物

辛辣、油炸、烧烤等刺激性食物会加

重甲亢患者的心慌、多汗等症状，应尽量

避免食用。同时，限制咖啡因和酒精的摄

入，以免加重病情。

5.

保持低盐饮食

甲亢患者常伴有高血压， 建议每日

食盐摄入量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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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烹饪时尽量使

用低盐调料， 有助于控制血压和减轻心

脏负担。

二、情绪调节

1.

调整心态

甲亢患者情绪波动较大， 易出现焦

虑、烦躁等情绪。

在发病期间，应尽量避免精神刺激，

调整个人心态，注意劳逸结合。

2.

适当运动

适当的运动锻炼，如慢跑、瑜伽、打太

极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免疫力，有

助于甲亢的恢复。 运动还能释放压力，改

善情绪。

3.

听音乐

听舒缓的音乐可以分散注意力，改善

不良情绪。甲亢患者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音乐，通过音乐疗法来缓解焦虑和烦躁。

4.

多与人交流

与人交流可以释放不良情绪，缓解紧张和

焦虑。甲亢患者应多与家人、朋友沟通，分

享自己的感受和困惑，寻求支持和理解。

5.

保持心情愉悦

心情愉悦有助于缓解甲亢症状。甲亢

患者可以通过参加兴趣小组、阅读、旅行

等方式，丰富自己的生活，保持积极乐观

的心态。

总之，甲亢患者的饮食管理和情绪调

节是病情稳定和康复的重要环节。通过合

理的饮食安排和积极的情绪调节，甲亢患

者可以更好地控制病情，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第八人民

医院）

甲亢患者的饮食管理与情绪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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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供应室作为医院内部的核心部门，

在感染防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通

过一系列严谨而复杂的工作流程，确保医疗

器械和物品在使用前处于无菌状态，从而有

效减少院内感染的风险。

以下是消毒供应室在感染防控中的几个

主要作用：

一、确保医疗器械无菌状态

消毒供应室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医疗器械

和物品在使用前达到无菌状态。 这包括手术

刀、镊子、导管等关键器械，它们在使用前都

必须经过严格的清洗、消毒和灭菌处理。

通过物理清洗消毒去除器械可见污垢和

残留物，热力灭菌彻底消灭所有潜在的病原

微生物包括芽孢， 消毒供应室为临床科室提

供了安全可靠的无菌的医疗器械。

二、监控和维护消毒设备

消毒供应室还负责监控和维护消毒设备

的正常运行。这些设备包括超声波清洗机、全

自动清洗消毒器、高压蒸汽灭菌器等，它们都

是确保医疗器械消毒效果的关键。 通过日常

和定期检查设备的性能和参数， 及时发现并

解决问题， 消毒供应室确保了清洗消毒灭菌

过程的质量和效果。

三、制定和更新感染控制政策

消毒供应室不仅执行消毒任务， 还参与

制定和更新医院的感染控制政策。 通过与临

床科室的紧密合作， 消毒供应室能够及时了

解最新的感染防控动态和研究成果， 将其转

化为具体的操作指南和培训计划， 为其他部

门提供专业指导和支持。

四、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

消毒供应室还负责回收和再利用能够重

复使用的医疗器械和物品。通过清洗、消毒和

灭菌处理，这些器械得以重新投入使用，从而

提高了医疗资源的利用率，减少了浪费。

五、环境控制与微生物监测

消毒供应室内的环境控制对于维持无菌

状态至关重要。通过温湿度控制、空气过滤系

统和微生物监测等措施， 消毒供应室创造了

一个安全、洁净的工作环境。这些措施共同构

建了一个无菌的消毒环境， 为医疗器械的消

毒提供了有力保障。

六、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面对如流行病、 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时，消毒供应室的作用尤为突出。它能够迅速

调整工作流程，增加消毒物资的供应，确保医院

有足够的消毒设备和材料来应对紧急情况。

综上所述， 消毒供应室在感染防控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通过确保医疗器械无菌

状态、监控和维护消毒设备、制定和更新感染控

制政策、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环境控制与微生

物监测以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措施，为

医院提供了一个安全、清洁的医疗环境，保障了

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健康与安全。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人民医院）

消毒供应室在感染防控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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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

对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和生活压

力。在患者经过治疗进入康复期时，心理护理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将详细探讨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心理护理方法，帮助患者更好地回归社会，

提高生活质量。

一、尊重与爱护是基础

首先，对待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

必须秉持尊重与爱护的原则。 在与患者交流

时，要避免高人一等的姿态，保持谦虚、热情、

亲切的态度。 切忌歧视、讽刺或戏弄患者，因

为这会严重损害他们的自尊心和信任感。 我

们要用关爱和理解的态度， 让患者感受到安

全和被接纳，从而建立起良好的医患关系。

二、耐心与理解是关键

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心理负担较

重，容易出现情绪激动、待人暴躁的情况。 作

为医护人员或家属， 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和理解，避免与患者发生争执。对于患者的合

理要求，我们应尽量满足；对于无法满足的要

求，应给予耐心的解释和安慰。 同时，我们还

要学会倾听患者的心声， 了解他们的真实需

求和感受，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三、解开心理症结是重点

在患者发病期间， 他们可能会与家人或

亲友产生一些误解和冲突。进入康复期后，我

们需要主动与患者及其家人沟通， 解开这些

心理上的症结。通过真诚的对话和解释，我们

可以促进患者与家人之间的理解和和解，为

患者的康复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四、培养社会适应能力是目标

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长时间的疾病困扰

和药物治疗， 可能会出现社会适应能力下降

的情况。在康复期，我们需要积极培养患者的

社会适应能力，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这包

括鼓励患者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工作、 学习

等， 让他们逐步适应社会的节奏和规则。 同

时，我们还要关注患者的心理变化，及时给予

指导和支持。

五、提供精神疾病知识是支持

为了让患者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疾病和康复

过程， 我们需要向他们简要介绍有关的精神疾

病知识。 这包括疾病的成因、治疗方法、预防复

发等方面的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患者可以更好

地认识自己、理解自己的病情和康复过程，从而

提高自我调节能力和生活质量。

总之， 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护理

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过程。我们需要从尊重、理

解、支持、培养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入手，为患

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康复环境。

（作者单位：四川省广安市第三人民医院）

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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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癌的早期症状和预防措施

□ 雒长久

直肠癌， 作为常见的消化道恶性

肿瘤之一， 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

范围内呈上升趋势， 严重威胁着人类

的健康。 然而，通过早期发现和科学预

防，可以显著降低直肠癌的危害。 本文

将详细介绍直肠癌的早期症状及有效

的预防措施。

直肠癌的早期症状

直肠癌的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

易与其他肠道疾病混淆， 尤其是与痔

疮相似， 导致许多患者错过最佳治疗

时机。 以下是直肠癌的一些早期症状，

应引起高度重视：

1.

排便习惯改变： 直肠癌患者常

常出现排便习惯的改变， 如腹泻与便

秘交替出现， 或者排便次数增多但每

次量少，有排便不尽感。

2.

便血： 便血是直肠癌最常见的

症状之一， 表现为大便中带有鲜红色

或暗红色的血液， 有时与黏液或脓液

混合。 由于直肠癌的便血常与痔疮便

血相似，患者需仔细辨别并及时就医。

3.

大便性状改变：直肠癌患者的大

便可能变得稀软不成形， 或带有凹槽、

变细等。 这是由于肿瘤压迫肠道，导致

肠腔狭窄所致。

4.

肛门下坠感：患者常感到肛门有

下坠感或里急后重感，即频繁想排便但

又排不出多少。

5.

全身症状：随着病情发展，直肠

癌患者还可能出现贫血、消瘦、发热、无

力等全身症状。这是由于肿瘤消耗体内

营养和长期慢性出血所致。

直肠癌的预防措施

预防直肠癌的关键在于改善生活

习惯和饮食习惯， 以及定期进行体检。

以下是一些有效的预防措施：

1.

健康饮食：减少高脂肪、高蛋白

食物的摄入， 增加纤维素类食品的摄

入，如水果、蔬菜和粗粮。这些食物有助

于改善肠道菌群，保持大便通畅，减少

肠道疾病的发生。

2.

戒烟限酒： 吸烟和过量饮酒都是直

肠癌的危险因素。 因此，应尽早戒烟限酒，

以降低患病风险。

3.

加强锻炼： 适当的体育锻炼可以提

高身体免疫力，减少肠道疾病的发生。 建议

每天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等。

4.

定期体检： 定期进行结肠镜检查是

预防直肠癌的重要手段。 特别是

45

岁以上

的人群，应每年或隔年进行一次肠镜检查，

以及时发现并切除息肉或腺瘤等癌前病变。

5.

防治肠道疾病：积极防治直肠炎、肛

裂、肛瘘等肠道疾病，减少其对肠道的刺激

和损伤。 对于多发性息肉、乳头状息肉等病

变，应及时进行手术切除，防止其恶变。

总之，直肠癌的早期发现和科学预防对

于降低其危害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改善生

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以及定期进行体检，我

们可以有效预防直肠癌的发生。 同时，对于

出现早期症状的患者，应及时就医并进行相

关检查和治疗，以提高治疗效果和生存率。

（作者单位： 河北省承德康源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