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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高压（PAH）是一种严重的心血

管病，其特征为肺动脉系统内的血压升高，

给心脏和肺部带来严重的负担。尽管肺动

脉高压相对罕见，但其危害不可小觑。其

中一种主要原因是先天性心脏病的进展。

什么是肺动脉高压？如何进行诊断和治

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这个复杂而危

险的疾病。

什么是肺动脉高压

肺动脉高压常常表现为呼吸困难，这

是引起患者就医的常见症状。然而，需要

注意的是，问题并不仅存在于肺部，而是

源于心脏。在肺动脉高压的情况下，心脏

无法有效地将血液推送到肺动脉，导致肺

血管压力升高，最终引发呼吸困难等症状。

肺动脉高压，尤其是由心原性问题引起的，

是一种需要高度重视的疾病。及早的干预，

包括手术治疗，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预后。

肺动脉高压的症状和诊断

肺动脉高压的症状在早期可能不明显，

但随着病情的进展，患者可能经历呼吸急

促、乏力、胸痛等症状。因此，确诊肺动

脉高压，通常需要进行心脏导管检查、心

脏超声和血液检测等详细的医学评估。尤

其是在儿童时期，对心脏问题的关注至关

重要。通过定期体检和心脏超声检查，可

以及早发现潜在的心脏问题，为幼小的生

命提供更好的未来。因此，公众的心脏健

康教育尤为迫切，学校、社区和家庭都应

该参与其中。

肺动脉高压的预防方法

规律的有氧运动对心血管健康至关重

要，适量的运动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压和

心血管功能。摄入丰富的水果、蔬菜、全

谷物和低脂蛋白质，减少高盐、高脂肪和

高糖的食物摄入，有助于维护心血管健康。

吸烟是导致许多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之一，包括肺动脉高压。戒烟可显著降低

患病风险。此外，应尽量避免长时间暴露

于污染严重的环境中，空气污染和有毒气

体可能对心血管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定期的健康检查可以帮助早期发现潜

在的健康问题，包括心血管病。及早治疗

有助于防止疾病的进展。一些慢性疾病，

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均与肺动脉高压的

发生有关。定期监测和有效管理这些慢性

疾病可以减少心血管病的风险。

此外，尽量避免接触可能导致肺动脉

高压的有害物质，例如某些药物或化学物

质。如果家族中存在肺动脉高压或其他心

血管病的病例，考虑进行遗传咨询，了解

患病风险，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需要

注意的是，情绪压力和长期的精神紧张可

能对心血管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保持积极

的心理状态，学会有效应对压力，有助于

维持心血管系统的健康。

肺动脉高压的管理

针对肺动脉高压的药物治疗包括扩血

管药物、抗凝血药物等，有助于减轻症状、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延缓病情的进展。

在一些情况下，外科手术可能是治疗肺动

脉高压的合适选择。例如，肺动脉内膜剥

脱手术可以减轻动脉壁的紧张，改善血流。

对于肺动脉高压患者，确保充足的氧气供

应至关重要。氧疗可以帮助提供足够的氧

气，缓解呼吸困难等症状。

虽然大部分人都没有进行手术治疗或参

观的经历，因此对于手术室比较陌生，不过

通过影视作品等也可能对手术室的环境有一

些了解。不过，对于宝宝们来说，进入手术

室将经历怎样的奇妙之旅呢？

术前访视

术前访视是手术前的重要环节，主要是

评估宝宝的身体状况，做好各方面的干预措

施，确保其能够顺利完成手术。手术医生会根

据宝宝的身体情况，选择最适合宝宝的手术房

间，麻醉医生和手术室护士会对宝宝进行访视，

并和家长签署宝宝进入手术室旅行的知情同意

书，告诉家长们宝宝的生命体征、临床诊断、

手术名称、麻醉方式、药敏史、实验室检查结

果等，向家属们说明从进入手术室到离开手术

室的大致时间，并叮嘱一些注意事项，特别是

手腕带。这个手腕带相当于宝宝们的身份证，

是宝宝进入手术室最重要的“门票”。

手术准备

比较常见的手术准备包括胃肠道清洁、

营养支持、预防感染等，例如宝宝们在手术

前的 6~8 h 内不能吃东西或喝水，这一点非

常重要，因为宝宝的胃和成人的胃不一样，

成年人的胃入口高于出口，但是宝宝的胃是

横躺的，两个口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吃了

东西之后容易反流，在手术时可能导致食物

进入气管内，引起窒息；此外，特殊宝宝还

需要采取特殊的准备措施，例如高血糖的宝

宝需要合理控制血糖水平。

做好手术准备之后，宝宝就可以前往

第一站等候区，在这里可以看手术室医护

人员提前准备好的动画片，或者玩准备好

的玩具。

进入手术室

在进入手术室时，需要对宝宝的身份信

息进行核实，需要依次核对宝宝的姓名、性

别、年龄、住院号、手术方式、知情同意情况、

手术部位与标识、麻醉安全检查、皮肤是否

完整、术野皮肤准备、静脉通道建立情况、

过敏史、抗菌药物皮试结果、术前备血情况、

假体、体内植入物、影像学资料等内容。

宝宝在听见有人叫到名字时，就是开始检

票了，可以将手上佩戴的手环给手术室的阿姨

看。检完票，手术室的阿姨会带宝宝进入手术室。

手术麻醉

对于多数宝宝来说，全麻是手术的首选

方法，这主要是由于局麻并不会让宝宝的意

识消失，需要由宝宝的配合来确保手术的顺

利开展。但是对于宝宝们来说，手术是一件

非常可怕的事情，几乎所有的宝宝都无法很

好的配合，这样就会导致手术的风险升高。

因此，相比之下，全麻对于宝宝来说，具有

更高的安全性。在宝宝的手术麻醉方案选择

中，以吸入性全麻或静吸复合麻醉较为常见。

宝宝们在带上面罩之后，没一会就会进

入甜甜的梦乡。宝宝睡着后，医生和护士就

会开始手术了。

术后复苏

全麻术后复苏需要一段时间，宝宝需要

在麻醉复苏室等待意识逐步清醒。麻醉复苏室

主要发挥过渡作用，刚清醒的宝宝需要在麻醉

复苏观察30 min，确保宝宝没有任何异常反应，

血压、心率都非常平稳，这时就可以安全地离

开麻醉复苏室，转回到普通病房了。在出手术

室之后，宝宝们就可以看到爸爸妈妈了，可以

将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告诉爸爸妈妈。

不只是气喘：了解肺动脉高压的预防和管理
▲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岑福兰

揭秘宝宝进入手术室的奇妙之旅
▲ 深圳市儿童医院  董兴敏

癌症患者回归社会的旅程
▲ 贵港市人民医院  赵善琳

癌症，这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词，不再

只是医学教科书上的一段文字，而是越来越

多的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每一年，有数以

百万计的人们被诊断出患有癌症，这个数字

还在逐年增长。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随着

医学科技的进步，许多癌症患者通过合适的

治疗，得以逐渐康复，重返社会。

勇敢面对  积极治疗

当得知患有癌症时，需要做的就是勇敢

面对，积极治疗。这并不意味着被动接受命

运的安排，而是要主动出击，寻找最适合自

己的治疗方案。现代医学已经提供了许多有

效的治疗手段，如手术、放疗、化疗、靶向

治疗和免疫治疗等。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

下，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心理调适  建立信心

面对癌症，除了身体上的痛苦，还有心

理上的压力。恐惧、不安、焦虑、抑郁等情绪

都可能困扰着患者。因此，需要学会心理调适，

建立信心。一方面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

帮助，学习如何调整心态，减轻压力；另一方面，

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科学养生  健康生活

患者需要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充足的

睡眠和合理的饮食是身体恢复的关键。此外，

适当的运动也有助于增强身体免疫力。戒烟限

酒，避免过度劳累和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必要的。

社交互动  回归社会

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癌症患者可

以逐步恢复社交互动，回归社会。这不仅有

助于缓解心理压力，还可以提高生活质量。

患者可以通过参加康复俱乐部、兴趣小组、

志愿者活动等方式，与他人交流互动，分享

经验与感受。同时，也可以参加针对癌症患

者的公益活动，如义诊、讲座等，为其他患

者提供帮助和鼓励。

持续关注健康状况  定期复查

癌症患者需持续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

定期进行复查。这有助于及时发现可能的复

发或转移迹象，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同时，

医生也可以根据患者的复查结果，调整治疗

方案，确保治疗效果的最佳化。

适应角色转变  开启新的人生

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回归社会不仅是重

新进入职场或恢复之前的社交生活。这还意

味着要适应新的角色和身份，开启新的人生。

重新定义自我 癌症经历可能会让患者重

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患者可能需要重

新定义自我，并找到新的目标和意义。这可能

包括追求新的爱好、学习新的技能或投身于社

区服务等活动。重要的是，患者应找到适合自

己的方式来表达自我，并实现自我价值。

建立新的人际关系 患者可能需要与新的

朋友和同事建立关系。虽然这可能带来一些挑

战，但也可以带来新的机会和视角。患者可以

通过参加社交活动、加入兴趣小组或参与志愿

者工作来结识新的人群。这些新的人际关系有

助于填补患者生活中的空缺，并为其提供支持。

创造新的生活方式 为了保持健康并预防

癌症的复发，患者可能需要采取更为健康的生

活方式，包括均衡的饮食、适量的运动和充足

的休息。患者还可以通过培养放松和冥想的习

惯来减轻压力和焦虑，并保持身心的平衡。

寻求支持与资源 癌症患者回归社会的

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不同的挑战。为了

应对这些挑战，患者可以寻求支持与资源，

包括参加支持小组、寻求心理咨询或寻找职

业指导等。这些支持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适

应角色转变，并开启新的人生。

珍惜当下  拥抱未来

在癌症患者回归社会的过程中，珍惜当

下、拥抱未来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要学

会活在当下，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时刻，

并为未来树立积极的态度和目标。

珍惜当下 癌症经历让患者意识到生命

的短暂和宝贵。因此，患者应该珍惜当下的

每一刻，与家人、朋友和同事建立更紧密的

联系，并积极参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同时，

也要学会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和不确定性，

并从中寻找美好的事物。

拥抱未来 尽管过去经历了困难和挑战，

但癌症患者也有权展望未来并追求自己的梦

想。通过设定可行的目标和计划，患者可以

为自己树立一个积极的未来愿景。这包括重

返工作岗位、追求个人兴趣、旅行或参与社

区服务等。重要的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相

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并实现目标。

保持乐观与希望 在面对癌症的过程中，

乐观与希望是患者能够坚持下去的重要动力。

即使在治疗结束后，患者也需要保持乐观的态

度，相信自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并迎接美好的

未来。通过培养积极的心态和寻找正面的支持，

患者可以更好地应对挑战并拥抱未来。

教育支持  提高公众认知

对于癌症患者回归社会的过程中，教育

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患者需要通

过学习了解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案，更好地

配合医生的治疗；另一方面，社会大众也需

要了解癌症并非不可战胜的疾病，通过提高

公众认知度来减少对癌症患者的误解和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