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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学中，卒中后常见的后遗症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运动功能障碍  患者可能会出现肢体无

力（肢体萎软）、肌肉痉挛（肢体强直或抽

搐）、肢体活动不灵活或不协调（肢体不受

控制）等问题。这些症状可能导致行走困难、

手部功能受限等。

言语语言障碍  卒中后，患者可能会出

现言语障碍，包括说话困难（言语不流利、

吐字不清）、语言表达不清楚（表达困难）

或失语（完全不能说话）。在中医术语中，

言语障碍可能与“口吃”（口齿不清）“舌蹇”

（舌头不灵活）等相关。

认知功能障碍  卒中后，患者的认知功

能可能受到影响，包括记忆力下降（记忆减

退）、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迟缓等。在中医

术语中，这些症状可能与“智力减退”“失

忆”“痴呆”等相关。

情绪和心理问题  卒中后，患者可能出

现情绪不稳定、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在

中医术语中，这些症状可能与“情志不遂”“心

神失常”等相关。

卒中后遗症的中医治疗方法

中医内科学在治疗卒中后遗症等疾病

时，通常采用以下一些常见的治疗方法：

中药治疗  中医内科常使用中药来调理

患者的整体体质和病理状态。根据患者的具

体症状和体质，中医医师会开具适当的中药

方剂，包括草药、煎剂、丸剂等，以促进气

血的流通、活血化瘀、调整脏腑功能等。

常用中药方剂有三种。（1）通窍活血方：

由红花、丹参、川芎、桃仁等组成，可促进

血液循环、活血化瘀，适用于卒中后肢体瘫

痪、言语不清等症状。（2）脑通宁方：由天麻、

当归、枸杞子、远志等组成，具有镇痛、镇静、

调理神经功能的作用，适用于卒中后头痛、

眩晕等症状。（3）五灵脑安方：由天麻、川芎、

茯苓、酸枣仁等组成，有活血祛瘀、安神定

志的作用，适用于卒中后失眠、健忘等症状。

针灸疗法  针灸是中医常用的疗法之一，

通过在特定的穴位上刺激，调整人体的气血

运行和脏腑功能。在治疗卒中后遗症时，针

灸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运动功能、缓解

痉挛等症状。常用的针灸疗法包括经络穴位

的刺激、电针、火针等。常用穴位如下。

①风池穴：位于头部的枕骨下凹陷处，

具有舒筋活络、缓解头痛、眩晕的作用。

②人中穴：位于上唇中央，具有急救作

用，可用于卒中急性发作时刺激以恢复意识。

③三阴交穴：位于小腿内侧，有调理气

血、舒缓肌肉痉挛的作用，适用于卒中后肢

体无力、痉挛等症状。

④百会穴：位于头顶正中央，有平衡神

经系统、增强脑力、改善认知功能的作用。

⑤合谷穴：位于手背大拇指与食指之间

的凹陷处，具有活血化瘀、缓解痉挛、增强

免疫力的作用。

⑥内关穴：位于前臂内侧，距腕横纹两

指宽的位置，有舒肝理气、安神定志的作用，

适用于卒中后的情绪不稳、焦虑等症状。

推拿按摩  推拿按摩是中医内科常用的

手法疗法之一，通过按摩和推拿患者的特定

部位，刺激经络和穴位，调理气血、舒筋活络、

改善运动功能等。

艾灸疗法  艾灸是一种运用艾叶燃烧产

生的热量刺激穴位的疗法，通过将艾绒或艾

条燃烧，使热气渗透到穴位，以温通经络、

散寒祛湿、活血化瘀等。艾灸常用于治疗卒

中后的肢体功能障碍、痉挛、痛症等症状。

治疗卒中后遗症 听听专家怎么说
▲ 山东省龙口市北马中心卫生院  王明明

心肺复苏是一种常见的急救措施，在儿

科危重病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在本文中，

我们将从心肺复苏的概念、适应证、操作方

法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以期为临床医生和

护理人员提供一些参考。

心肺复苏的概念

心肺复苏是一种针对心脏骤停患者进

行心肺复苏的急救措施。其目的是通过人工

按压、口对口吹气等手段，维持患者的心脏

和肺部功能，直到自然生理机制恢复或专业

医疗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在儿科领域，心肺

复苏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危重患儿的救

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心肺复苏的适应证

心肺复苏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心跳骤停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患儿心跳

骤停，如严重低血糖、过敏反应、创伤等，

此时需要及时进行心肺复苏，以维持患儿的

生命体征。

呼吸困难  患儿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停

止时，如喉头水肿、支气管异物等，需要紧

急进行心肺复苏，直至呼吸恢复或急救人员

到达。

严重低血压  患儿血压过低，影响身体

各器官的血液供应，此时需要进行心肺复苏

以维持血液循环。

遗传代谢性疾病  一些遗传代谢性疾

病可能在新生儿时期发病，如先天性糖代谢

异常、氨基酸代谢异常等，这些疾病可能导

致患儿出现呼吸暂停、心跳骤停等症状，需

要进行心肺复苏。

心肺复苏的操作方法

心肺复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判断患儿意识  在开始心肺复苏之前，

需要判断患儿是否有意识。可以轻轻拍打患

儿的肩膀或呼唤其名字，观察患儿的反应。

如果患儿无意识，则需要进行下一步操作。

呼救  一旦患儿无意识，需要立即呼救

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需要将患儿平放在

地面上，避免头部、手臂和腿部受伤。

清理呼吸道  在开始心肺复苏之前，

需要清理患儿的呼吸道。将患儿头偏向一侧，

用手指清除口鼻分泌物和呕吐物等。

人工按压  在进行心肺复苏时，人工

按压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施救者双手交叉重

叠，置于患儿胸骨中下段，肘关节伸直，

利用上半身的重量垂直向下按压胸廓至少

4~5 cm（对于1岁以下的婴儿大约是成人

的1/3~1/2），然后快速抬起双手离开胸部；

按压频率至少100次 /min（对于1岁以下的

婴儿大约是成人的2倍），按压与抬起时间

比为1:1。同时需要注意观察患儿口腔和气

道是否有分泌物或呕吐物等并及时清理。

口对口吹气  在进行人工按压的同时，

需要配合口对口吹气进行心肺复苏。施救者

需要捏住患儿的鼻子，口对口吹气进行人工

呼吸。吹气时要看到胸廓有起伏即可，吹入

的空气量约为1口气 /次（新生儿约为30 

ml/kg），频率为每分钟8~10次。

检查脉搏 在进行心肺复苏一段时间后

（通常为2 min），需要检查患儿的脉搏。

可以通过触摸股动脉或颈动脉进行检查。如

果患儿脉搏恢复，则表明心肺复苏有效；如

果脉搏仍未恢复，则需要继续进行心肺复苏

直到急救人员到达。

心肺复苏是一项重要的急救措施，在

儿科危重病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掌握正

确的心肺复苏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患儿的救

治成功率，改善预后和生活质量。因此，医

护人员和家长需要加强心肺复苏的培训和学

习，提高操作水平和专业素养，为患儿的健

康和生命保驾护航。

当我们谈到输血时，大多数人可能会立

即想到的是一个患者从另一个健康的捐献者

那里接受血液。但事实上，有一种特殊的输

血方式——“自体输血”。

什么是自体输血

自体输血是一种特殊的输血方法，它涉

及到从一个患者身上取出血液，进行适当的

存储，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再将这些血液输回

给同一患者。这一过程是在特定的医疗设备

和环境中进行的，以确保血液的安全和纯净。

以下是关于自体输血的详细介绍：

方法的起源  自体输血并不是一个新技

术。早在 20 世纪初，医生们就已经开始实践

从患者体内取出血液并在手术中输回的技术。

随着技术的发展，自体输血已经变得更加安

全和常规化。

执行的场合  自体输血主要用于那些可

能需要大量输血的手术或治疗中，例如脊柱

手术、关节置换、心脏手术等。在这些手术

之前，医生可能会建议患者存储自己的血液。

流程  在手术或治疗前的几周，患者会

在医院进行一次或多次的血液采集。采集的

血液将被储存在特殊的环境中，并在需要时

进行输血。

其他注意事项   尽管自体输血听起来很

理想，但它并不适合所有人。有些患者的健

康状况可能不允许他们提前捐血。此外，存

储血液也会有一定的费用，并且并不是在所

有医疗设施中都提供此服务。

为什么需要自体输血

自体输血的需要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的考虑。

避免输血反应  接受异体输血（来自其

他人的血液）有可能会出现血液不兼容的风

险，尽管现代医学已经使得血型匹配变得非

常精确。但是，仍然存在微小的不匹配可能

性，这可能会引发输血反应，如过敏、疼痛、

发热等。自体输血完全消除了这种风险。

减少传染病风险  虽然现代的血液筛查

技术已经非常先进，可以有效地排除许多传

染病，但仍然存在微小的风险，某些疾病可

能通过输血传播。使用自体输血可以确保患

者不会因输血而暴露于这些风险。

确保血液供应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存

在供血短缺的风险，尤其是在需要特定血型

或罕见血型的情况下。通过提前储存自己的

血液，患者可以确保手术当天有足够的血液

供应。

心理安慰  对于一些患者来说，知道即

将输入的血液是自己的，会使他们感到更加

放心和安全。

减少对供血库的依赖  自体输血也有助

于减轻对公共血库的压力。在某些地区，尤

其是在高需求时期，血库可能会面临供不应

求的问题。患者自行存储血液可以为其他需

要异体输血的患者腾出宝贵的资源。

自体输血的优势

高度的安全性  自体输血是最安全的输

血形式之一。当患者接受自己的血液时，与

之相关的风险明显降低。例如，血型不匹配

的问题、对某些成分的过敏反应或其他与异

体输血有关的并发症都可以避免。

无需依赖供血者  在一些紧急的医疗

情况或特定血型短缺的情况下，寻找合适

的供血者可能是一个挑战。自体输血确保

了无需外部供血，使得手术和治疗计划更

为顺畅。

消除传染病风险 虽然现代的血液筛查

技术非常先进，但使用他人的血液仍然带有

极小的传染病风险，如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

等。自体输血彻底消除了这些风险。

减轻医疗系统的压力  自体输血可以帮

助减少对公共血液库的需求，特别是在高需

求时期。这对医疗系统是一大贡献，因为它

可以释放血库资源，供其他紧急需要的患者

使用。

避免稀有血型问题  对于某些稀有血型

的患者，找到合适的供血者可能是一个挑战。

通过自体输血，这些患者可以避免寻找稀有

血型的困难。

虽然这种方法需要一定的计划和前期准

备，但它为患者提供了更高的安全保障，确

保了手术过程中的稳定和成功。如果您或您

的亲人面临需要大量输血的手术，不妨咨询

医生关于自体输血的可能性。

有一种自救叫做“自体输血”
▲ 东莞市厚街医院输血科  尹艳丹

心肺复苏在儿科危重病中的应用
▲ 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儿科监护病区  刘麦叶

异常、氨基酸代谢异常等，这些疾病可能导

致患儿出现呼吸暂停、心跳骤停等症状，需

心肺复苏的操作方法

心肺复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在开始心肺复苏之前，

需要判断患儿是否有意识。可以轻轻拍打患

儿的肩膀或呼唤其名字，观察患儿的反应。

如果患儿无意识，则需要进行下一步操作。

  一旦患儿无意识，需要立即呼救

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需要将患儿平放在

地面上，避免头部、手臂和腿部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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