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疟疾俗称“打摆子”或“发疟
子”，是一种主要由蚊子叮咬造成
疟原虫感染引起的寄生虫病。根
据寄生疟原虫的种类不同，主要分
为间日疟、恶性疟、三日疟、卵形
疟，其中间日疟及恶性疟最常见。

一般来说，疟原虫进入人体
后并非立即发病，而是有一定的
潜伏期，人感染疟原虫到发病的
潜伏期为 9 天~14 天。疟原虫必
须通过脊椎动物与昆虫媒介两个
宿主才能完成发育和繁殖，人体
疟原虫的宿主是人和按蚊。人体
疟原虫的生活史基本相同，包括
在人体内的红细胞外期和红细胞
内期及在蚊体内的配子生殖和孢
子增值两个阶段。

疟疾在我国流行历史非常久
远，早在 3000 年前即有疟疾记
载。新中国成立前，疟疾广泛分
布于我国，对人民的健康造成了
严重危害。据相关数据，估计每
年至少有 3000 万疟疾病例，病死
率约为 1%，当时全国人口约 4.5
亿，受疟疾威胁人口就达3.5亿以
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 1829
个县有疟疾流行，占当时总县数
的 70% ~ 80%，疟疾的发病人数
高居各种疫情报告传染病之首。

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我国有
效控制了疟疾的暴发流行，流行
强度显著降低，流行区范围明显
缩小。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中

部地区成功阻断了恶性疟的传
播。然而，2000年以后，在我国部
分地区发生了疟疾的暴发流行，
原因是疟疾的流行因素复杂，且
传播快、易反复，加上部分地区疟
疾防控工作力度有所减弱及人口
流动等。经过多年积极防治，我
国疟疾疫情显著下降，流行区范
围大幅缩小，除云南、海南两省
外，其他省份已消除恶性疟。但
是，近年来，由于外出务工、经商、
旅游等人口流动频繁，输入性疟
疾病例呈上升趋势，恶性疟死亡
病例明显增多。

疟疾的典型表现 疟疾的发
作过程分为发冷期或寒战期、发
热期、出汗期和间歇期。发作前

几天，每天或隔天可有程度不同
的发热，同时伴有疲劳、头痛、腰
背痛、肌肉酸痛、厌食、全身或腹
部不适、轻度腹泻和怕冷等前驱
症状。

疟疾的传染源 疟疾的传染
源为现症病人或者无症状带虫
者，当其末梢血中存在配子体时
才具有传染性。

疟疾的传播途径 疟疾可通
过蚊子叮咬或者输血传播，预防
疟疾最好的办法是防止蚊子叮
咬，禁止疟疾患者献血。

疟疾的预防措施 疟疾通过
蚊子传播，防蚊虫叮咬最重要，改
变露宿习惯；做好个人防护，穿适
当的衣物，如长袖、长裤。特别是

在户外，暴露皮肤可涂抹驱蚊剂；
做好家庭防护，可使用蚊帐、纱
门、纱窗，睡前在卧室喷洒灭蚊
药。

疟疾的治疗措施 间日疟患
者一般采用磷酸氯喹+磷酸伯氨
喹治疗，在第二年春季还要采用
磷酸伯氨喹再进行一次抗复发治
疗；非重症恶性疟患者可口服青
蒿素类复方制剂，如双氢青蒿素
哌喹片、青蒿琥酯/阿莫地喹片、
复方磷酸萘酚喹片和复方青蒿素
片等进行治疗；重症恶性疟患者
应采用青蒿琥酯或蒿甲醚针剂进
行抗疟治疗。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濮阳市
华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疟疾的防治措施有哪些
□孙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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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治疗ACS（急性冠状动脉
综合征，即冠心病）的方式之一就
是放支架，但放完支架之后并非万
事大吉。实际上，患者的康复和管
理同样重要。

放了支架并非一劳永逸
尽管支架可以改善心脏供

血，缓解胸痛、胸闷等症状，但它
并不能根治冠心病。冠心病的基
础原因是冠脉内壁形成的斑块，
支架只是将狭窄或闭塞的冠脉血
管撑开，暂时缓解症状。ACS 患
者放了支架后，冠脉内壁仍然可
能形成新的斑块，导致血管再次
狭窄。

放了支架后，冠心病的基础
病因并未消失，高血压病、高脂

血症、糖尿病等危险因素依然存
在，并且吸烟、酗酒、肥胖、缺乏
运动等不良生活习惯也会对心
脏健康造成威胁。此外，焦虑、
抑郁等心理因素也可能影响康
复进程。

术后需要长期康复管理
心脏康复是一种综合的康复

医疗手段，包括药物指导、运动管
理、戒烟限酒、营养与心理的咨询
与干预、改善睡眠，以及纠正血
压、血糖、血脂、肥胖等多种危险
因素，旨在帮助患者改善心血管
健康，恢复体力和心理状态，提高
生活质量，降低心脏病的复发风
险。

药物管理 术后药物治疗是

预防复发、保持病情稳定的关
键。ACS 患者应根据医生的建
议，按时按量服用药物，常见的药
物包括抗血小板药、降糖药、降压
药、他汀类降脂药、β 受体阻滞
剂。

饮食管理 患者应该遵循低
盐、低脂、低糖、高纤维的饮食原
则，避免食用高脂肪、高胆固醇的
食物，如肥肉、动物内脏等。应适
量摄入优质蛋白质，如鱼、瘦肉、
豆类等。此外，多吃蔬菜、水果、
全谷类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限制盐的摄入，每天盐摄入量不
超过6克。

运动管理 逐渐增加身体活
动量，如慢跑、快走、骑自行车等

有氧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改
善血液循环；通过器械进行肌肉
训练，如举哑铃、做俯卧撑等，有
助于增强肌肉力量，提高心脏泵
血能力；进行伸展运动，如练瑜
伽、打太极拳等，可以改善肌肉柔
韧性，提高关节活动度；进行腹式
呼吸、缩唇呼吸等呼吸训练，有助
于放松身心，减轻焦虑和压力，并
促进氧气的吸入，提高心肺功能。

患者运动时应注意避免剧烈
运动，确保环境安全，避免运动过
程中受到意外伤害。运动时间和
强度应适度，随着身体恢复逐渐增
加，通常以30分钟～60分钟/次、3
次～5次/周为宜。

情绪管理 保持心情舒畅，避

免情绪波动和焦虑、抑郁等不良情
绪，有助于降低心脏负担，减少病
情发作。患者可以通过听音乐、阅
读、冥想等方式来放松心情，调节
情绪。

戒烟限酒 患者应该戒烟，远
离二手烟，并避免长时间暴露在吸
烟环境中。同时，过量饮酒也会对
心脏健康造成损害，成年男性一天
饮用的酒精量不超过 25 克，成年
女性一天不超过 15 克，建议最好
不饮酒。

通过合理的药物治疗，调整生
活方式，可以有效降低复发风险，
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供职于山东第一医科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说各
种各样的外科疾病。有些疾病很常
见，如果能及早发现和预防，就能大
大降低其对身体健康的威胁。

阑尾炎是一种常见的急腹症，典
型表现为转移性右下腹痛。如果突
然感到肚脐周围疼痛，随后疼痛转移
至右下腹，并伴随恶心、呕吐等症状，
应警惕阑尾炎的可能。预防阑尾炎
的关键在于保持饮食卫生，增强体
质，避免过度劳累。

疝气是指体内的器官或组织通
过不正常途径离开正常位置，常见的
疝气有腹股沟疝、脐疝等。如果发现
腹部出现不正常的隆起或肿块，特别
是在用力或站立时，应考虑疝气的可
能。预防疝气的关键是保持排便通
畅，避免剧烈咳嗽和重体力劳动。

痔疮是肛门周围静脉曲张形成
的血管团。痔疮患者常出现便血、肛
门疼痛和瘙痒等症状。长期便秘、久

坐和不良排便习惯是痔疮的高危因
素。为预防痔疮，应保持大便通畅，
避免长时间坐立，多做提肛运动。

胆囊炎通常由胆囊结石引起，表
现为右上腹疼痛，可能伴随恶心、呕吐
等症状。预防胆囊炎的关键在于保持
健康饮食，避免高脂肪、高热量食物，
定期进行体检和腹部超声检查。

胰腺炎表现为上腹部剧烈疼痛，
可能伴随恶心、呕吐等症状。酗酒和
暴饮暴食是胰腺炎的高危因素。为
预防胰腺炎，应避免过量饮酒和过度
进食油腻食物，保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

胆结石表现为右上腹疼痛，可能
伴随恶心、呕吐等症状。预防胆结石
的关键在于保持健康饮食，增加膳食
纤维摄入，减少高脂肪、高糖食物的
摄入。定期进行腹部超声检查有助
于早期发现胆结石。

肠梗阻表现为腹痛、呕吐、腹胀

和停止自肛门排便排气等症状。预
防肠梗阻的关键在于保持肠道通畅，
避免肠道炎症，合理饮食，适当运动。

结直肠癌早期通常无明显症状，
随着病情的发展可能出现排便习惯
改变、便血、腹痛等症状。预防结直
肠癌的关键在于保持健康饮食，增加
膳食纤维的摄入，减少红肉和加工肉
类的摄入，定期进行结肠镜检查。

乳腺癌早期通常无明显症状，随
着病情的发展可能出现乳房肿块、乳
房皮肤改变、乳头溢液等症状。为预
防乳腺癌，应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增加体育锻炼，避免长期精神压力过
大，定期进行乳腺检查。

在面对这些常见疾病时，不应过
分恐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只有保持
警觉，积极采取预防措施，才能确保身
体健康。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菏泽市东明
县人民医院）

普外科常见病的早期发现
□陈国会

放支架后如何进行心脏康复
□尹媛媛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疾
病，会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和
困扰，家庭成员要理解、关爱和支持
患者。那么，如何有效护理抑郁症
患者呢？本文将分享一些小妙招，
帮助患者走出阴霾，重拾生活的乐
趣。

倾听与理解
倾听是护理抑郁症患者的第一

步。家庭成员要耐心听取患者的倾
诉，不要轻易打断或否定患者的感
受。抑郁症患者往往对自己的情绪
感到困惑和无助，家庭成员需要用
同理心去理解患者的感受，让患者
感受到家庭成员的关心和支持。

同时，家庭成员要尊重患者的
隐私，不要强迫患者分享过多的个
人信息。当患者愿意分享时，家庭
成员可以适当给予反馈和建议，但
切记不要替患者做决定或给出过于
绝对的建议。

陪伴与支持
陪伴是抑郁症患者最需要的。

家庭成员要尽可能多地陪伴在患者
身 边 ，给 予 患 者 足 够 的 关 爱 和 支
持。可以一起参加一些轻松的活
动，如散步、看电影等，帮助患者放
松心情，缓解压力。

此外，家庭成员还可以鼓励患
者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扩大人际交
往圈，增强患者的社交能力。这不
仅可以分散患者的注意力，还可以
让患者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温暖。

关注生活细节
抑郁症患者往往对生活失去兴

趣，家庭成员需要关注患者的生活
细节，帮助患者重新找回生活的乐
趣。可以为患者准备一些健康美味的食物，提醒患者按
时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

同时，家庭成员还可以引导患者参加一些有益身心
健康的活动，如运动、练瑜伽、冥想等，帮助患者调节情
绪，缓解压力。

鼓励积极面对
抑郁症患者往往容易陷入消极情绪中，家庭成员要

鼓励患者积极面对生活，树立信心。可以和患者一起制
订一些短期和长期的目标，帮助患者找回生活的方向和
意义。

当患者取得一些进步时，家庭成员要及时给予肯定
和鼓励，让患者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和变化。同时，家庭成
员还要教会患者一些应对压力的方法，如深呼吸、放松训
练等，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寻求专业帮助
虽然家庭成员可以给予抑郁症患者很多关爱和支

持，但专业的心理治疗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家庭成员要
鼓励患者积极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或治疗，帮助患者走
出心理困境。同时，家庭成员还要关注患者的身体状况，
如有必要，及时陪同患者就医，确保患者的身心健康。

鼓励参加互助团体
加入抑郁症互助团体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也是非常

重要的。除了家庭成员个人的关心和支持外，还可以引
导患者加入一些抑郁症患者互助团体，让患者在与他人
的交流和分享中找到共鸣和支持。

总之，护理抑郁症患者需要家庭成员付出耐心、关爱
和支持。通过倾听、陪伴、关注生活细节、鼓励积极面对、
寻求专业帮助及鼓励参加互助团体等方法，帮助患者逐
渐走出心理困境，重拾生活的信心。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白塔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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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是一种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常常出
现在严重感染、休克、创伤等情况下，
表现为急性进行性缺氧性呼吸衰
竭。由于ARDS病情危急，患者生命
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护理工作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首先，从基础护理开始。ARDS
患者需要按照呼吸系统疾病的一般
护理进行护理，包括保持病房的清
洁、安静，确保患者有足够的休息时
间。同时，由于 ARDS 患者呼吸困
难，需要绝对卧床休息，并取半卧
位，以减轻呼吸困难的程度。此外，
饮食护理也是不容忽视的。患者应
进食高蛋白、易消化、高热量及维生
素含量丰富的食物，以提供足够的
营养支持。对于无法自行进食的患
者，护理人员应协助其进食，确保营
养摄入。

其次，呼吸道护理是ARDS患者
护理的重点。高浓度氧气吸入是
ARDS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一般氧
浓度需要＞35%，以尽快使氧分压迅
速提到 60 毫米汞柱～80 毫米汞柱，
或氧饱和度＞90%。然而，护理人员
需要注意观察氧分压的变化，防止氧
中毒，使其维持在适宜水平。如氧分
压始终低于 50 毫米汞柱，需进行机
械通气治疗。在机械通气过程中，护
理人员应密切关注患者的呼吸状况，
及时调整呼吸机参数，确保患者呼吸
顺畅。同时，保持呼吸道通畅也是至
关重要的，护理人员应指导和协助患
者进行有效咳嗽、咯痰，帮助患者翻
身、拍背，促进痰液排出。对于咯痰
无力的患者，可以通过协助其拍背、
翻身等方式促进排痰。

此外，心理护理在ARDS患者的
护理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如果
ARDS病情严重，患者常常会出现紧
张、焦虑等负面情绪，甚至产生恐惧
和绝望的心理。因此，护理人员需要
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给予患者充
分的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树立战胜
疾病的信心。同时，护理人员还应向
患者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让他们了
解自己的病情和治疗进展，从而减轻
心理压力。

除了上述护理要点外，预防并发症也是护理AR-
DS患者的关键。护理人员应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
化，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如感染、压疮
等。在口腔护理方面，护理人员应定期为患者清洁口
腔，预防口腔感染。在皮肤护理方面，护理人员应协
助患者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定期更换床单和衣物，防
止压疮。

总的来说，ARDS患者的护理是一项复杂而艰巨
的任务，需要护理人员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
验。通过实施全面的护理措施，包括基础护理、呼吸
道护理、心理护理及并发症预防等，可以有效改善
ARDS患者的生活质量，促进康复。

然而，护理工作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护理
人员、患者及其家属共同努力。护理人员应不断提高
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护理
服务。同时，患者和家属也应积极参与护理过程，了
解并遵循护理人员的建议和指导，共同为患者的康复
而努力。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中医医院重症
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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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碍是一个常常被提起但又
常常被误解的医学概念，涵盖了从轻
微的情绪波动到严重心理疾病的广泛
范围，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
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对于精神障碍
的护理，理解和支持的重要性往往被
低估。本文将探讨在精神障碍的护理
中，为何理解和支持如此重要。

首先，理解是建立有效护理的基
石。精神障碍是涉及复杂的生物、心
理和社会因素的疾病。每一种精神障
碍都有其独特的病因、症状和病程。
因此，对于患者及其家属来说，深入了
解所患疾病的相关知识，是进行有效
护理的第一步。只有真正理解疾病的
本质，才能避免患者盲目恐慌，更好地
配合治疗，提高生活质量。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理解更是不

可或缺。他们需要掌握各种精神障碍
的诊断标准、治疗方法和护理技巧，以
便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方案。同
时，他们还需要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
尊重患者，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为患
者的康复创造有利条件。

其次，支持是精神障碍护理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对于患者来说，他们
常常面临来自社会的偏见和歧视，这
会使他们感到孤独和无助。因此，来
自家人、朋友和社会的支持显得尤为
重要。一个温暖的家庭环境、一群能
理解患者的朋友、一个包容的社会，都
能为患者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帮助
他们走出困境，重拾信心。

同时，支持也体现在对患者治疗
过程的积极参与。无论是药物治疗还
是心理治疗，都需要患者的积极配合

和坚持。在这个过程中，家属和朋友
的鼓励和支持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他们可以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
的信心，监督患者的治疗进度，及时发
现并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

此外，支持还意味着为患者创造
一个有利于康复的生活环境。这包
括提供安全舒适的居住空间、合理安
排作息时间、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
等。一个稳定、有序的生活环境有助
于患者减轻焦虑和压力，促进身心恢
复。

除了患者及其家属的支持外，社
会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支持也同样重
要。这包括提高公众对精神障碍的
认识和理解，消除偏见和歧视；加强
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为患者提供
及时、有效的治疗和护理；推动相关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保障患者的合法
权益。

总之，在精神障碍护理中，理解和
支持是相辅相成的。理解有助于更好
地认识疾病、理解患者；支持则能为患
者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帮助他们战
胜疾病，重获新生。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发
挥自己的作用。无论是患者及其家
属、医护人员还是社会大众，都可以通
过学习和传播精神障碍的相关知识、
提供实际帮助和支持等方式，为精神
障碍患者带来更多的关爱和希望。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聊城市第四
人民医院）

理解和支持精神障碍患者很重要
□南 楠

慢性肾病是一种常见的
健康问题，会对身体健康和
生活质量产生重大影响。然
而，通过积极的自我管理和
合理的医疗指导，许多慢性
肾病患者都能够过上充实、
健康的生活。

了解慢性肾病
慢性肾病是指肾脏功能

逐渐下降的一种疾病。肾脏
是体内的重要器官，负责过
滤血液、排出废物和多余的
水分，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
以及产生一些重要的激素。
当肾脏受损时，这些功能可
能受到影响，导致一系列健
康问题。

慢性肾病的病因多种多
样，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病、
遗传因素等。了解病因，有
助于更好地控制疾病。同
时，定期进行肾功能检查，以
便及时发现病情变化，也是
非常重要的。

饮食管理
饮食在慢性肾病的治疗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
理的饮食有助于减轻肾脏负
担，延缓病情进展。

限制盐的摄入 摄入过
多的盐会加重肾脏负担，导
致水肿和高血压病。建议每
日盐的摄入量不超过6克。

控制蛋白质的摄入 适
量的优质蛋白质摄入有助于
维持身体正常功能，但摄入
过多会加重肾脏负担。具体
的蛋白质摄入量应根据个人
情况而定，建议在医生的指
导下进行调整。

限制磷和钾的摄入 磷
和钾是肾脏功能受损时容易
积累的元素，摄入过多可能
对身体造成损害。因此，应

尽量避免高磷、高钾食物，如
动物内脏、坚果等。

保持水分平衡 慢性肾
病患者应根据自身情况调
整水分摄入，避免过多或过
少。

运动与锻炼
适当的运动对于慢性肾

病患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运动可以提高心肺功能，增
强免疫力，有助于控制体重
和血压。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
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和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运
动，如散步、游泳、练瑜伽
等。

合理安排运动时间 避
免在饭后立即运动，以免影
响消化。同时，要避免在睡
前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影响
睡眠。

注意运动强度 运动强
度应适中，避免过度劳累。
在运动过程中，如出现不适，
应立即停止运动并寻求医生
帮助。

药物治疗
遵循医嘱 患者应严格

按照医生的指导服用药物，
不得随意更改剂量或停药。

注意药物副作用 部分
药物可能产生副作用，如恶
心、呕吐、腹泻等。如果出现
副作用，应及时向医生反映，
以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避免药物相互作用 慢
性肾病患者可能需要服用多
种药物，因此要注意避免药
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服用
新药时，应告知医生自己正
在使用的其他药物。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菏
泽市巨野县北城医院）

慢性肾病的
自我管理

□马士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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