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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ICU）患者的镇静管理是

临床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直接关系到

患者的治疗效果。过度镇静会导致机械通气

时间延长及患者住院时间延长，而不足镇静

则会引发患者痛苦，甚至导致治疗失败。因

此，在镇静过程中实现“适度最好”的目标，

能有效缓解患者的痛苦，为必要的医疗干预

创造条件。

为何要进行镇静管理

无论是机械通气带来的气道不适还是创

伤后产生的疼痛和焦虑，都会对患者的生理

和心理状态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不适

感可能直接导致患者难以配合治疗或者产生

应激反应。镇静能够帮助患者缓解焦虑情绪，

降低生理负荷，避免由于压力升高导致的循

环系统紊乱及其他不良后果，同时有助于实

现更好的治疗依从性。

插管机械通气是 ICU 患者常见的治疗手

段，而气管插管会带来显著的不适感。当患

者出现不安或挣扎的情绪，不仅可能影响机

械通气的效果，还容易诱发拔管意外以及相

关的并发症。这种情况下，合理的镇静能够

使患者更容易适应机械通气，同时帮助医疗

团队完成必要的干预措施。

镇静过度与不足的风险

过度镇静的风险 深度镇静能使患者肌

肉持续放松，有助于短期内减少不适，但过

度的镇静可能导致肌肉萎缩和衰弱，进一步

延缓康复过程。肌肉力量的丧失也会对患者

脱离机械通气产生阻碍，使拔管时间延长，

导致治疗资源的浪费和医疗费用的增加。

与此同时，过度镇静还可能削弱呼吸道

保护反射，使患者更容易出现误吸的风险，

进而引发吸入性肺炎等严重并发症。这种状

态还会导致患者分泌物排出能力的下降，气

道堵塞的几率也随之升高，进一步增加呼吸

机相关并发症的风险。

此外，深度镇静的患者循环系统的稳定

性也可能受到影响，血压过低或过高的风险

都有可能加大，而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

将直接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从管理角度

而言，过度镇静使得医护人员难以观察和评

估患者真实的疼痛程度或者不适感，这种遮

蔽效应可能掩盖潜在的临床恶化，从而延误

治疗时机。

镇静不足的风险 如果镇静深度不够，

患者的意识可能保持过于清晰，在面临侵入

性医疗操作时会感受到强烈的不适和疼痛。

这种情况不仅影响患者的身体舒适，还可能

使他们因疼痛和焦虑产生过度的应激反应。

这种应激状态会导致交感神经系统被持续激

活，从而引发心率加快、血压升高以及代谢

紊乱等问题。如果患者出现过度不安甚至挣

扎，医疗干预的效果可能大打折扣。机械通

气患者中，镇静不足常常表现为患者试图拔

出管道、拒绝接受治疗，这种情况下，强制

制止可能导致二次创伤，进一步增加管理的

难度和并发症风险。

从神经心理角度来说，不足镇静还会增

加患者的恐惧感和绝望感，使得患者的心理

状态长期受到威胁，而这种负面的心理体验

可能延续到脱离重症监护室之后，进一步影

响他们的生活质量。不足镇静下的患者还容

易处于一种“临床表现清醒但实际感知异常”

的状态，即患者似乎能够回应外界，但实际

上处于痛苦中却难以有效表达。这种错觉可

能误导医护团队对患者状态的判断，使得潜

在问题被忽视。

从生理层面分析，镇静不足的患者因无

法保持必要的安静和配合，其自身运动和挣

扎可能导致更多的治疗干预失败。这种额外

的消耗会对患者的体能状态形成负担，使得

基础代谢率升高，能量消耗增加，而这种情

况对本已虚弱的患者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如何达到“适度”镇静

考量患者个体差异 镇静的适度管理需

要充分考量患者的个体差异，包括疾病类

型、病情严重程度、既往病史、年龄以及

心理状态等因素，每个患者对镇静药物的

反应和耐受性都可能截然不同，这决定了

镇静剂的选择和剂量应根据具体情况精准

制定。临床上常见的错误之一，是将镇静

看作单纯的“更安静即更好”，而事实上，

过于深度的镇静会掩盖患者的真实状态，

导致一些潜在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和处理，

长此以往不仅可能影响康复，还会延长住

院时间并增加医疗费用。

借助科学评估工具 在动态调整镇静水

平时，科学评估工具的运用显得尤为关键，

这些工具帮助医护人员精准了解患者的镇静

深度和意识水平。以 RASS 评分为例，这一

方法能够以直观且简单的方式为患者的镇静

状态提供可靠指标，使医护团队在调整镇静

方案时有据可循。此外，镇静管理还需要借

助现代监测技术，通过脑电监测等手段进一

步优化判断标准，确保镇静策略能在科学支

持下实现更高的个体化精确度。

保持及时沟通 要实现镇静的适度，沟

通在整个治疗团队中的地位不可忽视，这种

沟通既包括医护团队内部的专业讨论，也包

括与患者及其家属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在病

情变化迅速的重症监护环境下，只有通过紧

密的团队协作，才能将镇静策略与患者的整

体治疗目标和现实情况相适应。而对于家属，

详细的解释能够帮助他们理解为什么镇静需

要在舒适与必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从而减

少他们的焦虑和误解，提高治疗过程的透明

度与和谐性。

合理使用药物 医护人员要选择适合患

者状态的镇静药物，优化剂量与使用频率，

以实现最小化药物不良反应，同时保持最大

的治疗效益。对于长期镇静的患者，要避免

因药物积聚造成毒性反应的发生，同时要积

极预防和管理镇静撤离时可能出现的不良症

状。在药物选择上，短效药物往往在调整剂

量和停用时更具灵活性，对于病情波动较大

的患者更为适宜，但这仍需要结合患者的实

际耐受性综合考量。

总之，ICU 患者的镇静管理是一门平衡

艺术，既需要医学知识支持，又需要对患

者进行个体化评估。通过精准地掌握“不

多不少，适度最好”的镇静目标，医护团

队可以更有效地治疗并发症，加快患者的

康复速度，为重症患者带来更加个性化的

护理服务。

不多不少  适度最好  ICU患者镇静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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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肩关节疼痛  让你轻松抬手
▲  重庆市云阳县人民医院 谭安

在日常生活里，肩关节疼痛正让越来越

多的人产生困扰，尤其是有些需要长期伏案

工作、频繁使用上肢进行重体力劳动、热衷

于高强度运动的人，问题更加突出。众所周

知，肩关节一旦疼痛会使得人们日常活动变

得异常困难，一些简单的动作也会受到限制，

降低生活质量。

如果掌握一些基本的关节外科知识，就

能够很好地理解、面对肩关节疼痛。只有了

解疼痛的原因，掌握预防关节疼痛的方法，

懂得缓解疼痛的技巧，才能有效地降低肩关

节受伤的风险，及时地在疼痛发生时采取正

确的处理方式，减轻疼痛带来的不适，保持

肩关节的灵活健康，这样工作生活都可以轻

松地抬手做各种动作，保持自在生活。

肩关节疼痛的原因

肩关节是人体中最灵活的关节，主要组

成部分是肱骨头、肩胛盂以及周围的关节囊、

韧带、肌肉……肩关节在这样的组成下有惊

人的活动范围，能够轻松完成旋转、外展、

内收等一系列复杂动作。但是高度灵活性有

着不稳定性，肩关节容易遭受损伤，产生疼痛。

肩关节疼痛是常见的健康问题，原因有

很多。比如肩周炎（粘连性肩关节囊炎）临

床表现是肩关节周围的持续疼痛，患者活动

受限；肩袖是由冈上肌、冈下肌、小圆肌和

肩胛下肌这四根肌腱包裹在肩关节的周围，

形成的一个袖套样结构，它只要受损就会导

致肩关节疼痛，患者的肩部力量会随之显著

虚弱；肱二头肌长头腱炎是根据肱二头肌长

头腱在肩关节内的反复摩擦、劳损引发的无

菌性炎症，产生疼痛。

缓解肩关节疼痛的方法

在面对肩关节疼痛时，可以采取一些自

我缓解的方法来减轻肩关节的不适。比如，

在疼痛初期，适当的休息、减少动作能够减

少关节的磨损，减轻疼痛感；根据疼痛的性

质，灵活选择冷敷或者热敷的方式进行处理，

冷敷一般用在急性疼痛期，促使收缩血管，

减少肿胀、出血，热敷适用于慢性疼痛期，

对于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非常有帮助，

缓解肌肉疼痛。

物理治疗也可以缓解肩关节疼痛，利用

专业的按摩、针灸、拔罐疗法持续促进血液

循环，使炎症物质快速排出，肌肉紧张得以

放松，减轻自身肩关节疼痛感。值得注意的

是，要选择正规机构进行物理治疗，并在专

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当自我缓解方法效果不佳或症状持续加

重时，应及时寻求医生帮助，在医生指导下

适当使用药物治疗，保障用药安全。

非甾体抗炎药、肌肉松弛剂是常用选

择，有助于减轻疼痛、炎症，恢复肩

部功能。

肩关节疼痛的预防

日常生活中，应了解预防肩关节

疼痛的措施以及缓解疼痛的方法，选

择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服务，个性化学

习如何应对并处理肩关节疼痛问题，

增强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提高应对

紧急情况的应变能力，帮助自身了解

身体情况，维护肩关节的健康。

预防肩关节疼痛的重要措施包括

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均衡饮食、适度

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同时也

要注意定期体检。日常应摄入足够的

水果、蔬菜、全谷物、蛋白质，防止

过多摄入高脂肪、高糖、高盐的食物，

保持营养均衡。此外，适度有氧运动，

如散步、游泳都会帮助预防肩关节疼

痛，降低发生风险。

掌握肩关节的基本知识将有助于

预防疾病，并在突发状况发生时做出

正确的选择，帮助身体平稳运转，享

受健康生活！
来源 /千库网来源 /千库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