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易合并其他严重并发症,

&

-

#尤其脑型疟疾最为凶险#病死率

最高#以来势凶#进展快#变化快#病程短为特点#如不及时抢

救#会因意识障碍+昏迷+偏瘫+肾功能衰竭+呼吸循环衰竭而死

亡)本例患者在抗疟原虫的基础上#积极治疗并发症和精心护

理是救治成功的关键)

当前#外出旅游+出国打工人员逐渐增多#对于返乡人员#

尤其是从疟疾流行地区回来的返乡人员#当地疾控机构应加强

对返乡人员输入性疟疾的监测#及时搜索疫情%并按照属地管

理的原则#卫生部门要加强与卫生检疫+商务+外事有关部门的

联系#及时掌握返乡人员的去向和返回时间#特别是外出非洲

和东南亚等恶性疟高发地区人员的相关信息#回国后要及时进

行跟踪调查和处理%及时发现和处理疫情#凡从疟疾高发地区

回国的人员#无论发病与否#都必须按现症患者疗法进行氯喹+

伯喹
0H

根治#实行预防性服药#并做好随访和跟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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褥疮又称为压疮#是临床护理中的常见病种之一#它主要

是由于局部组织长期受压#导致血循环障碍#发生持续性缺血+

缺氧+营养不良而导致组织溃烂坏死#是临床上卧床患者最常

见的并发症之一#它是在康复治疗+护理工作中长期存在且尚

难彻底解决的难题)一旦发生压疮#不仅影响病情#给患者增

加痛苦#延长疾病的康复时间#甚至会引起脓毒败血症而危及

生命)近年来#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认为褥疮从病理+生

理学角度应称为1压迫性溃疡或压疮2已成共识,

$

-

)目前本科

在褥疮的治疗和护理上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收到了满意的效

果#现将护理体会介绍如下)

$

!

临床资料

$'$

!

一般资料
!

本科室从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褥

疮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0

"

-$

岁#患者住院后通过

抗感染#加强营养#对褥疮进行局部治疗护理后均治愈)

$'/

!

护理措施

$'/'$

!

对褥疮进行评估
!

患者入院后及时的对患者发生褥疮

的危险因素作定性+定量的综合分析#对褥疮的易患因素进行

正确的评估#采取行之有效的防护措施)目前国内外介绍的常

用的评估方法有
U<8H=G

褥疮评分法+

T;<?;<

危险因素评分法+

9GH=<A=G

危险指标记分法等针对危险因素采取措施预防褥

疮#使褥疮的发生率下降
("2

"

!"2

,

%

-

)将患者的褥疮分为

+

期$淤血红润期&+

*

期$炎性浸润期&+

$

期$浅表溃疡期&和

%

期$坏死溃疡期&#并针对褥疮的各期特点予以治疗和护理)

$'/'/

!

褥疮的治疗和护理
!

$

$

&避免局部组织长期受压!解除

局部受压#强调翻身的重要性#加强防护措施#特别是患侧不能

卧位#应使局部架空#使受压局部悬空#称之为1架桥法2

,

&

-

#增

加翻身次数#保持床铺平整+干燥+无碎屑#避免摩擦+潮湿和排

泄物对皮肤的刺激)经常更换体位#使骨骼突出部位交替地减

轻压迫)鼓励和协助长期卧床的患者经常翻身#每
%

"

&@

翻

身一次#必要时
&"IDG

翻身一次#并建立床头的翻身记录卡%

使用棉褥+软枕及糜子垫以保护骨隆处和支持身体的空隙处#

使支撑体质量的面积加大#从而降低皮肤所承受的压强#尤其

是糜子性微寒#可降低皮肤的表面温度%糜子不吸湿具有良好

的透气功能#能保持皮肤干爽,

1

-

#糜子褥垫在减压和通透散热

作用等方面明显优于棉垫+海绵垫等传统方法%使用气垫床+转

床等可使患者达到分散全身压力#避免集中压迫某个部位#由

于气垫床的按摩功能#可使长期卧床患者免患褥疮#对已形成

的褥疮#可加速结痂#减轻了患者的痛苦与家属的护理任务,

(

-

)

$

%

&积极治疗原发病#增加营养和全身抗感染治疗!对长期卧

床+恶病质+病重患者予以进食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及富

含矿物质的膳食饮食#不能自己进食的给予鼻饲饮食#静脉补

充清蛋白+氨基酸等以纠正负氮平衡#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和抵

抗力#促进机体生长发育#有助于褥疮的愈合)$

&

&重视局部的

治疗和护理!其原则主要是解除压迫#保护创面#促进愈合)在

褥疮的护理过程中应保护好皮肤#防止感染发生#而对于已有

破溃的褥疮应尽量保持局部疮面清洁#使用保湿敷料如透明

膜+水胶体等可以为创面的愈合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便于新

生的上皮细胞覆盖在伤口上#勤换敷料#严格控制感染#逐渐的

使创面愈合)在治疗褥疮的
+

期+

*

期及
$

期中用
%2

碘酊加

庆大霉素等药物涂擦配合红外线照射有良好的效果#碘酊可以

使组织脱水#减少渗液#促进血液循环#涂擦后在局部形成一层

杀菌薄膜#能保持长时间的杀菌作用#红外线照射对机体有促

进新陈代谢+改善血液循环#减少渗出的作用#使创面由内向外

较快愈合,

!

-

)破溃的褥疮可以采用胰岛素湿敷换药#胰岛素液

具有解除水肿#抗炎#保持肉芽新鲜#以促进伤口愈合的目的#

且用物简单易取,

,

-

)临床用
$'(2

的胰岛素液进行褥疮换药#

即生理盐水
%"I/

#胰岛素
$%a

#维生素
*"'(

J

#浸泡无菌纱

布紧贴创面组织#上面覆盖一层油纱布#最后用无菌纱布覆盖#

胶布固定)如果炎症严重#可加庆大霉素
0

万
a

#开始可每天

换药一次#

&H

后可延长换药时间#

%

"

&H

换药一次直至褥疮

愈合)对于深达骨骼的褥疮配合医生清除坏死组织#保持引流

通畅#促进肉芽生长#感染的创面每周采集一次分泌物作细菌

培养和药敏实验#然后根据检查结果选用治疗药物#以缩短褥

疮的病程#减轻患者的痛苦)

/

!

讨
!!

论

褥疮虽然是临床上长期卧床的患者#特别是老年+昏迷+瘫

痪+坐轮椅者最常见的并发症#也是临床护理工作中的一大难

题#但护理人员只要认真做好护理工作#严格执行护理操作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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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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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在临床上灵活运用目前国内外行之有效的褥疮治疗方法#

不断探索#就会取得良好的效果)护理人员应认识到#褥疮的

防治及护理技术十分复杂#护理人员应以患者为中心#一切从

患者的实际出发#以高度的责任心#加强基础护理#做好健康教

育宣传#对经评估的高危患者实行重点预防#落实措施即可避

免褥疮的发生#因此要求护理人员在工作中做到六勤#即勤观

察+勤翻身+勤擦洗+勤按摩+勤整理+勤更换,

0

-

)正确的掌握褥

疮的护理防治方法#才能最大限度的减轻患者的痛苦#加强患

者的心理疏导#使其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从而使褥疮的

护理更科学+更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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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红注射液治疗眩晕症#本科采用随机分组对照实验#以

川芎嗪为对照比较
%""0

"

%"$"

年共观察
$%"

例)治疗组
!"

例#对照组
!"

例#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例患者#均伴有典型的头昏#视物旋转

感#躯体平衡障碍#并伴有不用程度的恶心#呕吐#耳鸣)治疗

组
!"

例!男
&0

例#女
%%

例#年龄
&0

"

,"

岁#平均
(1

岁#病程
$

"

%1@

)中枢性眩晕
1(

例#周围性眩晕
$(

例)对照组
!"

例!

男
1"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 病程
$

"

%1@

#中

枢性眩晕
11

例#周围性眩晕
!

例)患者年龄+性别及病程分析

具有可比性)根据临床症状#符合眩晕诊断依据,

$

-

#经颅彩色

多普勒$

:*P

&检查#颈椎片#头颅
*:

+

)[V

检查#排除脑梗死#

脑出血及肿瘤所致眩晕)

$'/

!

治疗方法
!

入院后在综合治疗$休息+止吐+补液等&的基

础上#治疗组用丹红注射液
%"I/X(2

葡萄糖注射液
%("I/

静脉滴注#

$

次"天#

$1H

为一疗程%对照组用川芎嗪注射液
1""

I

J

X(2

葡萄糖注射液
%("I/

静脉滴注#

$

次"天#

$1H

为
$

个疗程%详细观察治疗前后的头晕+头痛+耳鸣等症状体征)

$''

!

疗效判定标准
!

显效!临床症状消失#恢复正常生活及工

作%有效!临床症状明显减轻#胃肠道反应基本消失%无效!治疗

前后病情无变化)

/

!

结
!!

果

治疗组
10

例#患者使用丹红注射液后
&

"

1H

#症状消失或

缓解#且治疗
$

周即显效#仅
(

例患者需治疗
%

周才缓解)两

组临床疗效对比见表
$

)

表
$

!

两组疗效比较

组别
)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2

&

治疗组
!" 10

"

$"

"

%

"

-!

"

对照组
!" %( $! $- !0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A

#

"'"$

)

'

!

讨
!!

论

眩晕是患者对空间定向感觉的主观体会错误#患者有自觉

周围物体旋转或向某一方向移动#有些患者感觉自身旋转#摇

摆或下降,

$

-

)最常见病因是椎基底动脉血流及循环不足引起

的脑干#小脑及大脑半球后部等灌注区的功能障碍#产生一过

性脑缺血发作#是一种常见的脑血管病)椎基底动脉由于动脉

硬化造成管腔狭窄#或由于颈椎骨质增生#压迫通过椎间孔的

椎动脉#使管腔狭窄#血流阻力增加#血流动力学改变#脑组织

灌流减少#从而影响大脑正常的功能#同时#由于动脉粥样硬

化#血液黏度增高#血流速度缓慢等有利于血小板聚集#导致血

液循环障碍进一步加重)另一方面#骨质增生后刺激椎动脉外

壁的交感神经丛或颈椎旁的交感神经节#导致释放去甲肾上腺

素#交感胺等血管活性物质#使椎
#

基底动脉痉挛而引起的脑供

血不足致眩晕)另外还有迷路神经炎#前庭神经元炎及梅尼埃

病等原因)

丹红注射液主要成分为丹参#红花两种重要成分经现代工

艺提取而成).本草正义/载1丹参专人血分#其功在于活血行

血#内之能达脏腑而化癖滞#故积聚消而瘤癖破%外利关节而通

脉络#则腰健而痹著行2).本草纲目/记载1红花能活血#润燥#

止痛散肿#通经2)二者相辅而用#共奏活血通络#祛瘀生新之

功效)而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丹参主要有效成分是!丹参酮#丹

参酚酸)具有抑制磷酸二酯酶#升高红细胞+血小板+环磷酸腺

苷浓度#兴奋前列环素合成酶的活性#使血管扩张#它还是抗氧

化剂#能有效清除机体内的氧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稳定细

胞膜,

%

-

)丹参酚酸有较强的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可以显著降

低血浆的
:̂ U%

水平,

&

-

)红花主要成分为!红花苷+红花黄色

素等#实践证明红花提取物在体内+体外均能明显抑制血小板

聚集#对内源性凝血系统激活有一定抑制作用#并有增加脑动

脉血流量及营养细胞作用#使脑组织缺血缺氧供求关系得到明

显改善,

1

-

#因此#丹红注射液可增加中央和外周动脉动脉血管

的顺应#扩张血管#增加椎基底动脉系统的供血#具有改善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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