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OPULAR  SCIENCE  
科普  C15

一文带你了解肺炎
▲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人医院   刘珍君

三年新冠疫情的经历让更多人开始关注

到了以前不会给予过多目光的疾病，尤其是

呼吸道感染、肺炎、流感等，其中，人们对

肺炎的关注度甚至已经达到了近些年的一个

小高峰。一部分是因为新冠肺炎的推动，另

一部分也是因为长期存在的空气环境的原因。

那么“肺炎”到底是什么？具体形成原因又

有哪些呢？

什么是肺炎

一般来说，肺炎就是一种由细菌、病毒、

病原体等引起的肺部感染，其中细菌性和病

毒性肺炎是最常见的两种。患上肺炎后，患

者常见症状就是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等，

也是肺炎的典型症状。如果是病毒性肺炎的

话，还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据调查，社区获得性肺炎发病率和医

院获得性肺炎的发病率呈基本持平状态，在

1000 个人中，就会有 5~10 个人患上肺炎。

虽然发病率基本相同，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

死率却只有 1%~5%，医院获得性肺炎患者的

病死率却高达 15.5%~38.2%。

从年龄角度讲，2 岁以下的儿童和 65 岁

以上的老人是肺炎的高发人群；如果居住在

空气条件差，如拥挤不通风、空气混浊的地方，

也有很大可能引发肺炎；吸烟、酗酒、劳累

过度等不良习惯已经是众多疾病的重要诱因，

肺炎也不例外；如果患有免疫缺陷疾病、服

用免疫抑制剂导致免疫力低下，或长期卧床、

使用呼吸机、具有呼吸系统慢性病的人也属

于肺炎的高发人群。

肺炎的形成原因

致病菌一般会通过空气传播、血液传播、

感染部位蔓延等多种方式入侵人体的呼吸道。

呼吸道在正常的状态下，免疫系统会使气管

隆凸以下的呼吸道保持无菌状态，但如果免

疫系统出现问题，使病原菌到达了下呼吸道，

就会引起肺泡毛细血管充血、水肿，肺泡内

的纤维蛋白开始渗出，最终结果就是引起肺

炎感染。

在 2019 年年末，武汉暴发的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就是一种急性的感染性肺炎，只是

因为其病原体是一种从未在人类中发现过的

新型冠状病毒，医疗界在即刻时间内没有及

时有效的治疗措施，才会让大家措手不及。

肺炎的诱发因素

年龄  原则上，任何阶段的人都有可

能感染上肺炎，但风险最高的两个年龄段

还是 2 岁及以下的儿童和 65 岁或以上的

老年人。

抽烟  吸烟是呼吸道疾病的宿敌，对呼

吸系统的损害都是非常巨大的，香烟中的

有害物质会对肺部的天然防御罩造成损害，

影响其对细菌和病毒的抵抗功能。

空气混浊  居住在室内非常拥挤、通气效

果不好、空气污浊的地方的人，肺部长期处在

不良环境中，不利于肺部健康。还有因为工作

原因需要长期接触粉尘的朋友也是肺炎的高发

人群。

免疫功能受损  如艾滋病患者，就是肺

炎的高危人群，此外还有其他身体防御机制

出现问题时，会导致呼吸道感染的易感性大

大提高。

住院治疗  在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患者，

尤其是使用呼吸机的患者，患肺炎风险更大。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在医院了，肺炎致死率却

比社区要高很多的原因之一。

肺炎的常见治疗措施

当医生已经对患者确诊肺炎之后，首先要

做的是抗生素治疗，根据患者感染的病原菌做

药物选择，治疗得越早，预后效果就越好。在

患者病情稳定后就可以将抗生素从静脉转为口

服了，抗生素疗程一般为7~10 d，有时会更长

一点。

如果患者情况符合医院72 h内的判断标

准，就代表治疗措施有效，医生确认后就可

以出院居家进行药物治疗。如果没有达到判

定治疗有效的标准，就需要调整方案继续寻

找病因。此外，患者还需要在平时多注意休息，

避免冷空气入体或者劳累过度，病程初期需

要尽量减少运动以及户外活动；有高血压、

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患者还要密切关注自己

的血压血糖水平，以防并发症；患者一旦出

现缺氧症状，烦躁不安时，需要尽快吸氧，

血常规、影像学检查也要定期复查，观察病

情变化。

总体上来说，只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对于

肺炎不需要过多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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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心脑疾病发病率上升，神经损

伤的患者越来越多。神经损伤会导致我们的

身体中多处神经健康受损，从而导致疼痛、

活动异常、神经混乱等症状，所以大家要重

视自己和家人的神经健康。由于神经系统疾

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运动功能、感觉功能、言

语吞咽功能障碍，在患者的情况稳定后就应

及时进行神经康复治疗，预防神经损伤带来

的并发症，缩短患者的治疗周期。

什么是神经康复

我们人体中有很多神经系统，例如中枢

神经、周围神经等这些神经所导致的疾病会

引起患者的功能障碍，针对这些神经功能障

碍的康复治疗我们统称为神经康复。神经康

复要对患者进行康复评定、相关疾病预防和

康复治疗。神经康复的目的是为了让患者的

神经功能恢复和重建，让患者的神经从混乱

中清晰起来。

怎样进行神经康复训练

物理治疗  物理治疗是神经康复训练中

常用的方式之一，物理治疗包括物理因子治

疗和运动治疗等。

（1）物理因子治疗。 ①光照疗法（光

疗）。光照疗法是通过为患者照射一定强度

的光照，达到治疗的目的。目前临床光疗一

般是借助光疗盒进行，光疗盒的荧光灯可产

生不同强度的光线，对人体进行照射，可以

改善抑郁情绪，调整睡眠节律，

修复患者受损神经。②特定电

磁波治疗（电磁波、光疗）。

电磁波治疗在临床应用广泛，

俗称“神灯”。是根据人体必

须的多种微量元素，通过科学

配方涂制而成，在温度的作用

下，能产生带有多种元素特征

振荡信息的电磁波（波长为

0.55~50u之间），通过照射机体，

调整患者机体某种元素存在状态的比例，适

用于缓解神经带来的疼痛和损伤。③行电刺

激，可分为低频、中频和高频。不同频率带

来的电刺激不同，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

况选择合适的频率。④脑功能磁疗（磁疗）。

该疗法是通过特制的磁疗发生器输出特定规

律的交变电磁场，作用于脑细胞和脑血管，

提高脑组织活性，增加脑血管弹性，帮助头

部肌肉放松，通经活络，促进血液循环，增

加局部血流量，加速脑部新陈代谢等，具有

改善脑功能的作用。

（2） 运动治疗。①被迫运动：由护理

人员或者家属为患者进行被动运动，被迫运

动主要是为患者按摩肩关节、肘关节、踝关

节、膝关节等。②主动运动：是指患者主动

参与到运动锻炼中，例如让患者从五指屈伸

锻炼开始对自己的肢体进行运动锻炼，并参

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活动。

中医神经康复训练  中医神经康复训练

的方式有针灸、推拿疗法，是通过按摩和穴

位刺激达到行气活血通络的作用，能够促进

患者肢体缺失功能的康复。

手术治疗  神经损伤较为严重的患者需

要通过手术修复或者是替代受损严重的神经。

神经康复能够使神经损伤的患者的神经

意识从混乱转变至清晰，这一过程中需要护

理人员和患者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神经

康复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保持积极的心态，

配合治疗。

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大，有越来越多的人

患上了精神疾病。这些患者在感知、思维、

情感、认知、自控等方面出现异常，不仅会

影响自身健康，还可能会对周围的人造成身

心伤害。目前，此类疾病已经制定了相应的

治疗方案，有必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好护理干

预，帮助恢复和稳定病情。在日常护理中，

需要从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进行

综合护理。

日常生活方式护理

耐心且详细地向患者讲述与疾病相关

知识，包含合理控制饮食、适当运动等。

患者需要保持规律作息，因为良好的睡眠

有助于情绪和心理状态的稳定，充足睡眠

对于该病患者康复尤为重要。同时，规律

的生活饮食也不容忽视。保持营养摄入均

衡，可以保持身体健康，有利于康复。制

定饮食计划表，少食多餐，控制饮食量。

每日以清淡食物为主，不可摄入含糖量

高、油腻、辛辣刺激性等食物，多食新鲜

蔬菜以及水果，多摄入优质蛋白、维生素。

鼓励患者参与团体活动，根据喜好，合理

安排运动和娱乐活动，转移注意力，如种

花、算术、剪纸、手工制作泥人等。与此

同时，还可以让其看电视、听音乐、打乒

乓球等，增强免疫力，不断改善精神状态。

家人和护理人员都应给予患者足够理解和

支持，在日常生活中多鼓励和陪伴。

心理护理

精神疾病患者心理状态往往比较脆弱，

因此心理护理至关重要。在日常护理中，要

注意观察患者情绪变化，耐心倾听患者心声，

了解患者内心需求。沟通时要保持温和耐心

的态度，避免刺激患者情绪。根据患者个性

特点选用合适沟通方法，尽可能使用简单明

了的语言，让患者明白治疗过程以及要留意

的问题，针对患者提出的问题，要有足够耐

心回答。因为多数患者在认知能力尚处在恢

复过程中，容易产生逆反情绪，所以可以定

期组织交流，加强与患者的沟通，通过散步

等方式缓解紧张心情。

社会人际关怀护理

一般精神疾病患者会感到孤独和被排

斥，这不利于患者康复。因此，家人和护理

人员要帮助患者维持正常社交活动，提高患

者社交能力，给予患者温暖和支持。此外，

家人还需要与医生、心理医生保持联系，以

便及时调整患者治疗方案，确保患者得到最

好治疗和康复效果。

用药和监测护理

精神疾病患者用药必须遵照医嘱，严禁

随意增减药物和中断治疗。同时，家属和护

理人员需要定期检查患者服药情况和药物效

果，及时向医生汇报。在服药过程中，密切

关注患者身体状况和药物不良反应，以便随

时调整用药方案。

自我管理能力护理

因为患者自我管理能力不高，使其未有

良好生活习惯，影响疾病康复。因此，应根

据患者不同的自我护理能力，对患者进行有

计划的自我护理管理能力培训，如洗漱、如

厕、饮食、用药等，让其自我加强体征检测，

执行康复训练，加深对疾病认知。做好示范

讲解、监督管理工作，使患者逐步掌握各项

培训内容。

总的来讲，精神疾病患者日常护理是一

项综合性的工作。在日常护理中，要充分了

解患者的病情和需求，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

护理和照顾，促进患者的康复，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同时，也要理解和包容患者，给

予他们足够的支持和关怀，帮助他们战胜疾

病，回归社会。

从混乱到清晰：神经康复的奇迹之旅
▲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黄坤

精神疾病患者五大日常护理要点
▲ 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  马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