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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呼吸衰竭时，肺部无
法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氧气或无
法有效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
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
的健康问题，甚至可能危及生
命。

呼吸衰竭的原因
呼吸衰竭的原因可能多种

多样，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COPD）：这是一种慢性肺部疾
病，包括肺气肿和慢性支气管
炎。这些疾病会逐渐损害肺部
功能，导致呼吸衰竭。

哮喘：哮喘是一种慢性炎
症性疾病，可导致气道肿胀和
变窄，从而限制肺部功能。

肺炎：肺炎是肺部感染，可
能导致肺部功能受损。

肺栓塞：肺栓塞是肺部血
管的阻塞，可能阻碍血液流向

肺部，导致呼吸衰竭。
胸廓或脊柱疾病：这些疾

病可能影响肺部的正常运动，
导致呼吸衰竭。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如脑
损伤、中风、脑炎等，可能影响
呼吸中枢，导致呼吸衰竭。

心功能不全：各种原因引
起的心功能不全，如心肌梗死、
心律失常、心肌炎等导致心脏
泵血功能下降，引起急性心源
性肺水肿，导致呼吸衰竭。

呼吸衰竭的症状
呼吸衰竭的症状因人而

异，但通常包括以下几种。
呼吸困难：这是呼吸衰竭

最常见的症状，患者感到无法
呼吸或需要用力呼吸。

气促：患者在休息或轻微
活动时感到气促。

咳嗽：患者可能出现咳嗽，

咯出白色或黄色的痰。
疲倦和无力：由于身体无

法得到足够的氧气，患者可能
感到疲倦和无力。

心率加快：为了补偿肺部
功能的不足，心脏可能加快跳
动，以提供更多的血液和氧气。

意识混乱或昏迷：在严重
的情况下，呼吸衰竭可能导致
意识混乱或昏迷。

呼吸衰竭的诊断
动脉血气分析：这是一种

测量血液中氧气和二氧化碳浓
度的测试，可以直接反映肺部
的功能。

肺功能测试：这些测试可以
测量肺部的通气和换气功能，帮
助医生了解肺部疾病的严重程
度。

胸部X线或CT扫描：这些
影像检查可以帮助医生查看肺

部的结构和是否有炎症、感染
或其他异常。

心电图：这种测试可以测
量心脏的电活动，帮助医生了
解心脏是否受到呼吸衰竭的影
响。

呼吸衰竭的治疗
氧疗：通过给患者提供高

浓度的氧气，以改善血液中的
氧浓度。

机械通气：在严重的情况
下，患者可能需要通过呼吸机
进行机械通气，以支持呼吸。

药物治疗：药物可以帮助
控制症状，如减轻炎症、扩张气
道等。

生活方式改变：如戒烟、避
免暴露于空气污染环境等，可
以帮助改善肺部健康。

呼吸衰竭的预防
预防呼吸衰竭的关键在于

保护和维护肺部健康。
戒烟：吸烟是许多肺部疾

病 的 主 要 风 险 因 素 ，包 括
COPD和肺癌。

避免暴露于污染环境：尽
量避免在空气污染严重的环境
中活动，如果必须暴露在污染
环境，应佩戴防护口罩。

接种疫苗：接种流感疫苗
和肺炎球菌疫苗可以预防肺部
感染。

定期体检：定期进行体检，
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肺部疾
病。

了解呼吸衰竭的原因、症
状、诊断和治疗方法，并采取预
防措施，对于保护肺部健康至
关重要。如果出现呼吸衰竭的
症状，应立即寻求医疗帮助。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泰安
市中心医院）

呼吸衰竭是怎么回事
□张泽东

在公共卫生领域，职业病预防是
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在医院
这一特殊的工作环境中。医院作为
提供医疗服务、进行诊疗活动的重要
场所，员工常面临着多种职业病风
险。

医院职业病的常见类型与风险
医院职业病是指在医院工作过

程中，长期接触特定的工作环境、设
备、化学物质或生物因素等，导致工
作人员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的疾病。
常见的医院职业病包括放射性职业
病、感染性职业病、药物性职业病，以
及由于长期重复性工作导致的肌肉
骨骼损伤等。这些职业病不仅影响
医务人员的身体健康，还可能对其工
作和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医院公共卫生预防职业病的策略

建立完善的职业病预防制度
医院应建立完善的职业病预防制度，
包括定期的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健康
教育、个人防护用品的配备和使用

等。通过制度化管理，确保每位员工
了解职业病的风险和预防措施，提高
自我防护意识。

改善工作环境 医院应关注工作
环境的改善，如优化诊疗流程、提高
空气质量、降低噪音和辐射等。对于
可能产生有害物质的部门，如放射
科、检验科等，应配备专业的防护设
备和通风系统，确保员工的安全。

提供个人防护用品 医院应为员
工提供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如口
罩、手套、防护服等。员工在进行可
能接触有害物质的操作时，应严格佩
戴个人防护用品，减少与有害物质的
直接接触。

加强职业健康教育 医院应定期
开展职业健康教育活动，提高员工对
职业病预防的认识和技能。通过培
训、讲座等形式，向员工传授防护知
识、正确的操作方法和应急处理措
施。

定期实施职业健康检查 医院应

为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员工提供定期
的职业健康检查服务，包括岗前、在
岗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通过
健康检查，及时发现员工的健康问
题，为早期干预和治疗提供依据。

建立职业病报告和监测制度 医
院应建立职业病报告和监测制度，对
发生的职业病进行及时报告和记
录。通过对职业病的监测和分析，了
解职业病的发生规律和趋势，为制定
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实施有效的预防策略和实
践措施，可以降低医院职业病的发生
率，保障医务人员的身体健康和工作
权益。未来，随着医学科技的进步和
公共卫生理念的不断更新，相信医院
公共卫生预防职业病的工作将取得
更大的突破和成就。同时，呼吁全社
会共同关注职业病问题，为劳动者创
造一个更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莱阳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重症肺炎是一种严重的肺部感染，通常，
肺炎患者出现严重低氧血症、急性呼吸衰竭、
低血压、休克等危及生命的状况时，会被诊断
为重症肺炎。重症肺炎患者的病情通常比较
严重，肺组织炎症扩散，病情恶化会不断加重，
导致人体多器官功能障碍，甚至危及生命。

肺部功能受损：重症肺炎会导致肺部组织
受损，影响肺部的气体交换功能。这使得身体
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也无法有效排出二氧化
碳，导致呼吸衰竭，无法维持足够的氧气供应，
从而引起生命危险。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可
能需要机械通气来辅助呼吸。

肺部感染扩散：重症肺炎患者的肺部感染
往往比较严重，可能迅速扩散至整个肺部，导
致肺部组织广泛受损。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可
能会出现高热、咳嗽、胸痛等症状，严重时可能
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

免疫系统削弱：重症肺炎常常伴随感染症
状，这些症状会对患者的免疫系统造成影响。
免疫系统功能减弱会使患者更容易感染其他
疾病，延长康复时间，增加治疗难度。

并发症严重：重症肺炎的并发症包括循环
衰竭和功能性衰竭等，其中循环衰竭表现为休
克、心衰、血压低等症状，功能性衰竭则会引起
呼吸功能下降和全身微循环障碍等。这些并
发症会进一步加剧患者的病情，增加治疗难度
和死亡率。

药物耐药性：部分重症肺炎是由耐药菌引
起的，这些细菌对常用的抗生素产生了抵抗
力。这使得治疗变得更为困难，需要更多的药
物和更长时间的治疗。

患者自身状况：重症肺炎患者的自身状况
也是影响疾病发展的关键因素。老年患者、儿
童、孕妇和身体虚弱的患者更容易出现重症肺
炎，且恢复期较长，治疗难度较大。

基础疾病影响：许多重症肺炎患者本身就
存在其他基础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心脏病等。
这些基础疾病可能增加患者对肺炎的易感性，并影响治疗效
果。同时，重症肺炎也可能加重这些基础疾病的病情，形成恶
性循环。

心力衰竭：重症肺炎患者常常伴随着心脏疾病，如高血压
病、冠心病等。肺炎的炎症反应可能会加重心脏负担，导致心
力衰竭。心力衰竭是重症肺炎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多器官功能衰竭：重症肺炎患者可能会出现多器官功能衰
竭，如肾脏、肝脏等。这些器官功能的丧失会导致身体状况急
剧恶化，增加死亡风险。

重症肺炎是一种严重的疾病，需要及时诊断和治疗，以降
低患者的死亡风险。通过及时有效的治疗和管理，可以降低重
症肺炎的死亡率，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同时，加强
预防措施，如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免疫力、及时治疗呼吸
道疾病等，也有助于减少重症肺炎的发生和减轻病情。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鲁西南医院）

作为人体上半身的重要活动部
位，肩部承担着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关
键动作，从简单的抬臂到复杂的运动
动作，都离不开肩部的灵活配合。然
而，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
方式的改变及运动强度的增加，肩关
节损伤的风险也在逐渐上升。为了
维护肩部健康，预防潜在的损伤，需
要掌握科学合理的肩部保护方法。

一旦发生肩关节损伤，治疗往往
漫长且复杂，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因此，重视肩关节的预防工作，尽可
能避免损伤，是至关重要的。

保持良好的姿势
保持良好的姿势是最基本也是

最重要的肩部保护方法。在日常生
活中，尤其是长时间坐着工作的人
群，往往容易出现肩部劳损。正确的
坐姿能够减轻肩部压力，减少肌肉紧
张，降低肩关节受伤的风险。应时刻
注意坐姿端正，保持头部和背部挺
直，避免长时间低头的动作。

合理规划运动计划
运动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途

径，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会增加肩关
节损伤的风险。应该科学规划运动
计划，选择合适自己的运动项目，避
免一味追求高强度的运动。运动前
应进行适量的热身和拉伸训练，以增
强肌肉柔韧性，减少肩部受伤的可能
性。此外，运动过程中要注意动作的
正确性，避免过度使用肩关节。

强化肩部肌肉
通过有针对性的训练，强化肩部周围肌肉群，有

效降低肩关节损伤的风险。一些简单的肩部肌肉强
化练习，例如俯卧撑、侧平举、外旋器练习等，可以帮
助加强肩部稳定性，提高肌肉的耐力和力量，降低肩
部损伤的可能性。建议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进行肩
部肌肉训练，确保动作正确且安全。

注意姿势和控制重量
在日常生活中，搬运重物是一项常见的活动，不

正确的搬运姿势会对肩关节造成不良影响。应该学
会正确的搬运姿势，同时避免过度承重，以减少肩部
受力。在搬运重物时，可以借助辅助工具，如手推车
或提前请求帮助，减轻肩部负担，有效保护肩关节。

避免长时间静止
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会使肩部肌肉长时间

处于紧张状态，增加肩关节损伤的风险。尤其是办公
室人群，长时间保持坐姿或长时间使用电脑会加重肩
部压力。建议每隔一段时间就站起来活动一下，拉伸
一下肩部和颈部肌肉，缓解肌肉疲劳，促进血液循环，
减少肩部不适。

定期检查
定期进行肩部健康检查，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并

进行干预，有助于预防肩关节损伤。如果出现肩部疼
痛、僵硬或其他不适症状，应及时就医，避免症状加
重。正确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肩部保护习惯对于预
防肩关节损伤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东明县人民医院骨科）

尿毒症是一种在临床中极为常
见且严重的疾病，对患者的生命健
康造成巨大威胁。但幸运的是，透
析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可以
帮助尿毒症患者提高生活质量，延
长生命。

尿毒症是指由于肾功能丧失而
引起的一系列代谢紊乱的症状，如果
不及时进行治疗，会给患者的身体和
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肾脏衰竭：尿毒症会导致肾脏逐
渐失去功能，从而无法正常排出废物
和毒素，最终导致肾脏衰竭。

水电解质紊乱：肾脏功能减退会
导致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失调，
严重影响身体的正常运作。

中毒症状：尿毒症患者可能出现
恶心、呕吐、乏力等中毒症状，严重时
甚至危及生命。

透析是挽救尿毒症患者生命的
重要手段，以下是两种常见的透析方
法。

血液透析：血液透析（HD）是急

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肾脏替代治疗
方式之一，通过血液透析设备建立体
外循环，将患者的血液和透析液同时
注入透析器中，利用透析器的半透膜
弥散作用，清除代谢废物、维持电解
质和酸碱平衡，同时清除体内过多的
水分，并将经过净化的血液回输到患
者体内。

腹膜透析：腹膜透析是一种治疗
急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有效方法，通过
利用自身腹膜作为生物透析膜进行
血液透析，清除体内的代谢废物和纠
正水电解质紊乱。腹膜透析的优势
包括保护残余肾功能、保护有限的血
管资源、清除体内有害毒素，以及保
护心脑血管稳定性等。

尿毒症患者的透析护理是一项
重要任务，涉及多个方面的注意事
项。

充分透析：透析是尿毒症患者重
要的治疗方式，需要充分保证透析时
间和频率，尽可能清除体内的代谢废
物和水分。

保护血管通路：血管通路是尿毒
症患者的生命线，需要特别保护。注
意避免感染、血栓形成等并发症，保
持通路的通畅和清洁。

控制水和钠的摄入量：尿毒症患
者的水和钠摄入量需要严格控制，以
避免心脏负担过重和水肿等问题。

保暖：感冒是尿毒症患者常见的
并发症之一，容易引起感染和肺炎等
疾病，注意保暖，增强免疫力等，可以
有效预防并发症。

合理饮食：尿毒症患者的饮食需
要特别关注，根据医生的建议合理搭
配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营养
素，保证身体的需要。

总之，尿毒症患者的透析护理需
要全方位关注，从身体到心理、从饮
食到生活习惯都需要特别注意。通
过合理的护理措施，可以帮助患者更
好地应对尿毒症的挑战，提高治疗效
果和生活质量。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曹县磐石医
院）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不断
发展，人们对肿瘤的认识也日益
深入。作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一
大杀手，肿瘤的预防和治疗一直
是医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
点。要想有效应对肿瘤，关键在
于做到“三早”——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

早发现
警惕身体信号，定期体检
肿瘤的早期发现对于提高

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具有重要
意义。然而，由于肿瘤在发病
初期往往症状不明显，容易被
忽视，因此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留意身体的微妙变化。当出现
持续性咳嗽、不明原因体重下

降、身体某部位异常肿块或疼
痛等症状时，应及时就医检查。

定期体检是早期发现肿
瘤的重要手段。通过血液检
查、影像学检查等手段，可以及
时发现身体内部的异常情况，
为后续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有力
支持。建议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全面体检，中老年人和有肿瘤
家族史的人群应增加体检的频
率。

早诊断
科学检测，精准判断

早期诊断肿瘤是提高治愈
率和生存率的关键。随着医学
技术的进步，肿瘤的诊断手段
也日益丰富和精准。除了传统

的病理学检查外，现代医学还
发展出了肿瘤标志物检测等更
加敏感和特异性的诊断方法。
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医生更加准
确地判断肿瘤的类型、分期和
恶性程度，为后续的治疗方案
提供科学依据。在诊断过程
中，患者应积极配合医生，不要
因恐惧或侥幸心理而延误诊断
时机。

早治疗
抓住最佳时机，科学施治
早治疗是战胜肿瘤的关

键。一旦确诊患有肿瘤，患者
应尽快接受专业医生的治疗
建议，抓住最佳治疗时机。肿
瘤的治疗方式有多种，包括手

术治疗、放射治疗、化学治疗、
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具体
方案应根据患者的病情和身
体状况来制定。手术治疗是
许多肿瘤的首选治疗方式，通
过切除肿瘤组织来达到根治
的目的。放射治疗则是利用
放射线杀灭肿瘤细胞，对于某
些类型的肿瘤具有较好的治
疗效果。化学治疗是通过药
物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扩
散。免疫治疗是通过激活机
体自身免疫系统，增强抗肿瘤
免疫应答，从而控制与清除肿
瘤。靶向治疗是以肿瘤细胞
的特异性分子为靶点，利用分
子靶向药物特异性阻断该靶

点的生物学功能，从而抑制肿
瘤细胞生长甚至清除肿瘤。

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应保
持积极的心态，配合医生的治
疗方案，同时也要注意调整生
活方式，保持健康的饮食和作
息习惯，提高身体免疫力，为治
疗创造良好条件。

预防肿瘤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需要每个人的重视
和坚持。通过提高自我防护意
识，定期体检，及时发现并治疗
肿瘤，可以有效降低肿瘤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为自己和家人
的健康保驾护航。

（作者供职于新疆医科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

扁桃体炎是一种常见的
咽部疾病，给患者带来不适和
痛苦，中医西医治疗方法各有
优势，但是单一疗法可能效果
欠佳，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可以
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
扁桃体炎，既能快速缓解症
状，又能根除病因。

扁桃体感染或发炎时，常
常会出现喉咙肿痛、声音嘶
哑、吞咽困难等不适症状。这
些症状严重影响生活，甚至可
能导致其他并发症。

中西医结合治疗扁桃体
炎是一种综合性疗法，结合了
中医传统疗法和西医现代疗
法，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治疗手
段，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根据中医理论，扁桃体炎
多由外感风寒或湿热侵袭所
致，中医治疗主要目标是祛风
解毒和调理身体，提高机体免
疫力，以抵抗病菌。

常用的中医治疗方法包
括中药煎剂，采用适当的中药
材，如金银花、连翘、黄连等，
煎煮成药剂，具有清热解毒、
消肿止痛的作用。

中药灌洗疗法，将中药煎
剂制成溶液，通过喉咙冲洗，
直接作用于患处，起到消炎、
清洁作用，促进扁桃体恢复健
康。

按摩，例如按摩曲池穴，
这个穴位有解表清热、通络舒
经的功效，对于扁桃体炎有疗
效。按摩时，应抓住手肘，用
拇指的力量按压穴位，以感觉
到穴位酸软即可停止。

针灸疗法也可以用于治
疗扁桃体炎，常见的穴位包括
合谷穴、少商穴等。适当针灸
可以起到疏散风热、清热化痰

的作用。
西医治疗主要通过抗生

素和手术来消除病菌和扁桃
体的炎症。具体方法包括抗
生素治疗，根据细菌培养结果
选择敏感的抗生素药物，一般
为口服抗生素，可以迅速杀灭
细菌，减轻炎症症状。对于反
复发作或严重的扁桃体炎患
者，可能需要通过扁桃体摘除
手术来解决问题。手术风险
较小，但是效果持久，能有效
减少扁桃体炎的复发。

中西医结合治疗扁桃体炎
具有以下优势：综合优势，中医
和西医相互补充，中西医结合
治疗能够全面覆盖扁桃体炎的
不同病因和症状；个体化治疗，
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和病情特
点，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提
高治疗效果；效果持久，中医调
理可以从根本上增强机体免疫
力，减少疾病复发。

中西医结合治疗扁桃体
炎的关键是正确选择治疗方
法，并注意以下事项：寻求专
业医生指导，每个人的病情不
同，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合
适的治疗方案；寻求专业医生
的指导和建议，不要自行使用
药物或进行手术治疗；合理饮
食调理，饮食要清淡易消化，
多吃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
和蔬菜，增强机体免疫力。

中西医结合治疗扁桃体炎
是一种全面、个体化的治疗方
法，能够快速缓解症状，根除病
因。在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
正确选择治疗方法，并遵循医
生的指导和建议。保持良好的
个人卫生和饮食习惯也是预防
扁桃体炎的重要措施。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菏泽
市中医医院中华东路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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