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做好支原体肺炎家庭护理
▲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临泉医院  施佳

支原体肺炎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

病，由肺炎支原体引起。尽管治疗支原体肺

炎的药物已经出现，但仍然存在一些难以治

愈的情况。并且，不当的家庭护理也会影响

治疗效果，例如过度使用抗生素、忽视患者

的休息和营养等。总之，支原体肺炎的治疗

需要针对不同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方

案。那么支原体肺炎为什么难治？进行家庭

护理需要注意什么？

支原体肺炎的症状

咳嗽 咳嗽是支原体肺炎最常见的症状

之一，通常会持续较长时间，并伴有黏液或

脓性痰。

发热 患者在患病期间可能会出现中度

发热，通常持续约 1~2 周。

胸痛 胸痛是支原体肺炎的另一个常见

症状，可能是由于炎症刺激胸膜或肺部组织

所致。

喘息或呼吸困难 感觉空气不足、呼吸

费力、需要用力呼吸。

乏力、头痛、肌肉疼痛等全身症状也可

能出现。

支原体肺炎为何难治

支原体是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能够独

立存在的微生物。支原体不像细菌具有明显

的细胞壁结构，因此作用于细胞壁的药物，

如青霉素、头孢等均起不到治疗作用。由于

患儿年龄及药物不良反应等原因，目前临床

上常用的四环素、喹诺酮类抗支原体药物，

在患儿的治疗中应用很少。小儿支原体感染

的治疗药物种类不多，给治疗带来了一定的

难度。在治疗过程中，肺炎支原体的耐药性

在不断增加，导致一些患者对常规治疗无效。

支原体肺炎的并发症 

肺外并发症 包括神经系统、心血管系

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等，如脑膜炎、脑

炎、心肌炎、心包炎、肝炎、肾炎等。

继发性细菌感染 支原体肺炎患者可能

会出现继发性细菌感染，如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埃希菌等，这些细菌可能会使病情进一

步加重，甚至导致死亡。

呼吸衰竭 支原体肺炎患者可能会出现

呼吸衰竭，由于肺部炎症反应过重，导致通

气换气功能障碍，使患者缺氧和二氧化碳潴

留，进而出现呼吸衰竭。

支原体肺炎家庭护理注意事项

症状较轻的孩子，如果没有明显的发烧

和咳嗽症状，可以在家服用药物进行治疗。当

前，大环内酯类药物仍然是临床治疗的首选，

应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患儿应注意多休息。

平时要注意让孩子少食多餐、多喝水，多吃有

营养且容易消化的食物。保持室内温湿度适宜，

且要经常打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清新。

如果患儿的体温在38.5℃以上，可以服用

退热药。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咳嗽症状，建议

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具有止咳化痰作用的药物。

当患儿出现喘息时，可在家进行雾化治疗。在

诊断为支原体感染后，就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按时足量、足疗程地用药，不要随意减量或者

停药，以免产生抗药性，导致难治性支原体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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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衰是老年人群中比较常见的急

危重症，病情变化快，来势凶猛，严重威

胁患者生命安全。因此，了解并掌握正确

有效的急性心衰患者急救措施十分必要，

唯有如此，当家人或身边人发生急性心衰

时，才能够最大程度提高患者的生存概率，

争取抢救时间。

急性心衰常发生于有原发性心脏病患

者，且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发病风险呈

逐年递增趋势，急性发作后以肺水肿、心

原性休克为主要表现。根据发作部位可分

为急性左心衰、急性右心衰，其中急性左

心衰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心率加快、口

唇发绀、大汗、咳嗽、咳白色或粉红色的

泡沫痰等；急性右心衰患者会出现胸闷、

胸痛、喘憋、低血压等症状。

急性心衰的急救步骤

急性心衰急救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四个

步骤。

第一步，调整患者体位，多数急性心

衰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要及时协助患者

保持端坐位或半卧位，双下肢自然下垂，

四肢交换加压，最大限度减少静脉血液回

流，减轻心脏负荷，务必密切监护，避免

坠床。

第二步，保持呼吸通畅，让患者处于

开阔的空间，解开衣领，检查口腔并及时

清理分泌物。如果家里有吸氧设备，可使

用面罩吸氧并加大流量；有血压、心率监

测设备亦可测量并做好记录。同时，立即

拨打 120 急救电话，准确告知接线人员患

者的症状、体征、既往病史等。

第三步，如果家里有急救药物，可以

在拨打 120 时告知接线员，询问是否可以

服用，如利尿剂、血管扩张剂等。

第四步，通过语言、肢体接触等方式

给予患者信心，帮助其调整情绪，避免情

绪过于紧张、激动，使其尽可能平稳呼吸。

另外，若患者有心脏病史，可将既往病例、

常用药物等迅速整理好，总而言之，就是

做好一切医生到来之前的准备工作，以便

尽早就医。

不过，也有一些情况是不适合进行急救

的。首先是低血压，即高压低于 90 mmHg，

低压低于 60 mmHg 时，不能使用硝酸甘

油等药物；其次，当患者已经出现心跳

停止症状，不能进行胸外按压；最后，

当家属无法判断患者病情时，不要“想

当然”，应当尽早拨打 120 并尽快就医。

入院后，医护人员会及时给予患者

吸氧治疗与生命体征监测，合并肺水肿患

者使用酒精湿化吸氧治疗，合并呼吸性碱

中毒患者采用面罩吸氧，然后快速建立两

条或以上静脉通道，保证给药的及时性，

血管活性药物通常会采用微量泵输注，

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剂量的精确性与稳定

性。当患者急性症状、生命体征平稳后，

会进一步了解发病诱因，制定后续治疗、

护理方案。

急性心衰患者的自我管理

在日常生活中，急性心衰患者为避免

病情反复，要积极配合治疗，按时服用药物，

同时做好以下自我管理：其一，保持情绪

平稳，避免激动、兴奋、抑郁等剧烈情绪

波动导致心率不稳；其二，保证充足睡眠，

避免过度劳累；其三，规律饮食，刚刚康

复的患者应当低盐、低脂、低油饮食，多

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少量多餐，每餐不

宜过饱，同时控制液体摄入量，避免加重

心脏与肠胃负担，出现便秘，诱发疾病；

其四，积极预防诱因，如感冒、感染、过

度劳累、情绪激动等，同时积极治疗原发

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等；其五，遵医

嘱适度运动，逐步增强机体免疫力，改善

体质；其六，定期复诊，不能随意增减药

物，一旦出现身体异常感受，要及时就诊，

尤其是与心衰相关的症状，不能因为不严

重而忽视。

中医药不仅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

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

是我国特有的瑰宝。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

中医药学为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正是因为中医药学的独特优势，使其

在世界的文明进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医药学的三大特色

特色一：整体论 中医将人看成一个整

体，把人与自然环境看成一个整体，将人的

五脏六腑也看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在讲物质

的同时，也讲精神。也就是说，中医讲的天

人合一、身心合一的整体。

特色二：辨证论治 中医治疗是具体的、

个性化的。所谓“辨证论治”，就是中医辨

别不同体质人的不同疾病，不同的病因病机，

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用中药或其他中医

疗法进行治疗。

特色三：中药讲药性，不讲成分 中药

讲究药性，是指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

对于各种药物，中医不讲药物的有效成分、

靶点和营养，它注重的是炮制，这也是中医

或中药技术的核心，通过炙、蒸、煅、烧等

方法改变原药材的药性，使药用价值得到充

分发挥。

中医药学在疾病治疗中的独特优势

中医药学作为中华瑰宝，它的独特优

势体现在临床治疗上，在睡眠瘫痪症、偏瘫、

脑出血、脑血栓等疾病的治疗中，均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具有安全、高效等优势。

睡眠瘫痪症 症状表现为舌白质淡，苔

薄而润，脉缓弱无力，两尺脉大。可用补中

益气汤治疗，方剂组成：黄芪、党参、白术、

当归、升麻、柴胡、陈皮、覆盆子、五味子、

菟丝子、杞果、益智仁、甘草、大枣，诸药

合用可起到补中益气，益肾固摄的作用功效。

偏瘫 症状表现有偏瘫、恶风、恶寒，

苔薄白，脉沉弱。选用大秦艽汤加减治疗，

方剂组成：秦艽、羌活、独活、牛膝、桂枝、

细辛、天麻、地龙、黄芪、当归、桃仁、红

花，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患者的症状明显

改善。

脑出血 有神志不清，面赤气粗，喉中

痰鸣，口眼歪斜等症状表现。用安宫牛黄丸

合羚羊角汤加减治疗，方剂组成：羚羊角粉

（分冲）、丹皮、菊花、生地、白芍、地龙、

龟板、郁金、菖蒲、天竺黄、龙骨、牡蛎、

钩藤，诸药物合用后可起到凉肝熄风，豁痰

开窍的作用功效。

脑血栓 中医药在治疗脑血栓时，应采

用辨证施治的方法，主要分为肝阳上亢型、

痰瘀阻络型和气虚血瘀型。

肝阳上亢型：有半身不遂，舌强语謇，

口舌歪斜，眩晕头痛等症状表现，可选用方

剂：天麻、钩藤、石决明、栀子、黄芩、杜

仲、桑寄生、何首乌、女贞子、怀牛膝、白

芍、益母草、茯苓、丹参、地龙、川芎、甘

草，诸药物合用后可起到平肝潜阳，补肾填

精生髓，活血化痰开窍的作用效果。

痰瘀阻络型：症状表现有半身不遂，

口舌歪斜，头晕目眩，咳嗽痰多等，可选用

方剂：法半夏、天麻、茯苓、陈皮、枳实、

竹茹、石菖蒲、远志、胆南星、丹参、地龙、

赤芍、川芎、何首乌、女贞子、怀牛膝、杜

仲、甘草，诸药合用可起到补肾健脾，化痰

活血开窍的作用功效。

气虚血瘀型：患者有半身不遂，肢体

软弱，偏身麻木，舌歪语謇等症状，用黄芪、

川芎、丹参、地龙、红花、茯苓、菖蒲、何

首乌、女贞子、山茱萸、仙灵脾、怀牛膝、

杜仲组成的方剂进行治疗，能够起到益气活

血通络，补肾填精生髓的效果。

急性心衰患者的急救措施
▲ 淄博一四八医院  孙占山

中医药学的特色优势
▲ 四川省平昌县妇幼保健院  杨泽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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