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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表明，抑郁症中的自杀

率在逐渐提高，特别是在儿童和青少

年中，其增长速度非常快。尽管采用

各种药物进行治疗，但死亡率仍在上

升。临床上对抑郁症的治疗，有多种

方法可以综合运用。

识别自动思维

由于患者出现心理障碍和错误的

思维方式都是自发形成和出现的，所

以在对其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一定要先

将患者内心的思维方式进行识别。在

识别过程中咨询师可以采用提问、自

我演示的方式，及时识别导致负面情

绪的直接因素。

识别认知错误

认知性错误指患者无论是在概念

上还是在抽象性上都会犯的错误。且

这些错误患者自身很难识别，所以咨

询师要仔细倾听患者所阐述的内容，

并将内容进行记录，之后再帮助访问

者归纳其主要发生规律。

真实性检验

真实性检验是在对患者的自我思

维形式和认知错误识别之后，所需要

采用的方法。通过设计非常严格的检

测方法对患者存在的错误认知进行仔

细检验，确保这些错误认知和自动化

思维模式的真实性，此环节是认知治

疗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首先要先告知患者这些识别出来

的认知仅是一种预测，只是表面的一

种推断和假设，并不是实际情况；随

后需要与患者一起对这些预测进行推

论和认证，是否符合实际；最后再对

其加以检验和辩证的讨论，并积极鼓

励患者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接受整个

调查访问，可以确保最后验证结果的

准确性。

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指让患者注意到别人注意不

到的意识和思维。大部分患者的内心都认

为自己是别人内心关注的重点，自己的一

言一行都会受到别人的关注和评价。因此，

很多抑郁症患者内心非常脆弱。如果患者

认为自己的一言一行只要改变一点就会引

起周围人们的关注，那么咨询师就需要建

议他改变与他们的交往方式，之后再将别

人的反映进行记录，通过记录的数据就会

发现，改变交往方式之后这些人们对他的

注意会有减少，访问者自然而言就会认识

到自己不正确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临床上简单有效的情绪疗法可以让

患者尽早从抑郁中解脱出来。医生要清楚

地向患者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不良的负面情

绪，还要告知患者采用何种方法可对症状

和情绪进行改变。如此患者就会逐渐了解

自己内心产生这种情感的真正原因。

另外，还要学会如何将不正常的感情

和正常感情进行有效区分，学会对自我负

面情绪的程度进行诊断，并给出准确评价。

要让患者学会无论何时遇到麻烦影响了自

己的情绪，都要采用一种安全、舒适并有

效的方法进行处理。这种处理方式还需要

对自身情绪进行合理化控制。

若想真正意义上对自身情绪进行控

制，并预防不良情绪，可以采用重新评价

自我的方式对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和态度进

行重新制定，这些价值和态度最终取决于

患者对于痛苦的看法和想法。

抑郁症的治疗很复杂，一些疗法

的效果也很有限。认知疗法是治疗抑

郁症的重要方法，可起到显著的增效

作用。通过采用合理的思维方式代替

不合理的思维方式，可在很大程度上

减少抑郁症患者心理负担，提高治疗

效果。

肺炎是 5 岁以下儿童常见疾病，一

直位居住院病种前列。据WHO数据显示，

全球每年肺炎患儿超过 1.5 亿人次，

其中约超过 200 万例 5 岁以下儿童死

于重症肺炎，肺炎是 5 岁以下儿童死亡

的首要原因，重症肺炎约占儿科重症

病房住院率的50%左右，且住院时间久、

费用高、家庭负担大、可能留下后遗

症。因此，若要大幅降低儿童死亡率，

首先要考虑降低 5 岁以下儿童重症肺

炎的病死率。由于重症肺炎起病急、

病情重、变化快，如能早期识别病情，

提前采取处理措施，将会对降低重症

肺炎儿童的病死率有极大帮助。

与成人相比，处于生长发育中的儿

童有许多解剖和生理特点，年龄越小，

与成人的差异越大，故疾病谱与成人

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在解剖特点上，婴幼儿口腔短小，

粘膜纤弱且血管丰富，易感染，甚至

导致呼吸困难。轻微的炎症即可引起

呼吸困难和声音嘶哑。

同时，小儿气管、支气管腔狭窄，

软骨柔软、缺乏弹性组织支撑作用，

粘膜血管丰富，纤毛运动差，清除力

薄弱，故易引起感染且排痰能力差，

病情易反复且缓解缓慢。

幼儿肺的特点是弹性组织发育差，

血管丰富，间质发育良好而肺泡数量

少。所以婴幼儿易发生肺部感染，肺

气肿、肺不张、间质性肺炎。

幼儿纵隔相比成人更大，在胸腔内

占据较大空间，因此肺的扩张受到一

定限制；且周围组织柔软而疏松，故

当胸膜腔大量积液、积气时，常易发

生纵隔器管的移位而引起心血管功能

障碍。

综上所述，结合患儿抵抗力低，免

疫系统不完善，用药受限制，故幼儿

极易发生呼吸道感染，且存在病程长、

治疗效果欠佳、费用高等不良影响。

冬春季节，患儿极易出现呼吸系统

感染表现，但患儿基本不会表述疾病

的情况，WHO 曾建议，当确诊肺炎的患

儿出现拒食、胸壁吸气性凹陷或鼻扇、

呻吟，可考虑为重症肺炎。而作为家长，

怎样判断患儿存在潜伏的重症肺炎表

现，及早就医诊治？

重症肺炎首先表现为呼吸系统的低

氧血症，曾有专家建议从体现低氧血

症的症状体征着手，如呼吸急促（1 岁

以下 RR ＞ 70 次 /min，1 岁以上＞ 50

次 /min）、胸壁下陷、拒食、紫绀等。

紫绀是低氧血症的直接体征，而胸壁

吸气性凹陷、鼻扇、呻吟、呼吸窘迫，

都是呼吸困难的表现。这些体征不仅

提示低氧血症，还提示病情严重，比

呼吸增快对严重性的评估作用更大。

哪 些 肺 炎 患 儿 容 易 发 展 成 重 症

肺炎？

下述患儿一旦诊断为肺炎，就有发

展为重症的可能，一定要加强警惕：

早产和低体重儿； 3 个月以下小婴儿；

Ⅱ度以上营养不良、佝偻病、贫血；

免疫缺陷；先天性心脏病、气道及胸

廓发育异常、脑发育不良；长期应用

抗生素、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

遗传代谢性疾病，如脊肌萎缩症等，

以及呼吸肌无力，感染后排痰不畅者。

上述患儿一旦出现呼吸道感染表现，

如咳嗽、发热、精神萎靡、面色差等

表现时，不论是否存在重症表现，一

定要及时就医。

婴儿重症肺炎越早治疗越好，如果

患儿有发热、咳嗽、气喘、精神萎靡、

面色发紫等的症状，需要尽快就医。

随着病情发展，随时有可能发展为重

症肺炎、脓毒症、呼吸衰竭等。若出

现上述情况，医师应与家属交待沟通，

需要到儿科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可

给予呼吸支持与抗感染治疗，病情绝

大多数可控制好转。

肝 胆 外 科 疾 病 常 见 肝 硬 化、 胰

腺炎、酒精肝、胆结石、胆囊炎等，

其中肝硬化是较常见的慢性肝病，

胰腺炎是由胰蛋白酶的自身消化作

用引起，酒精肝则是患者长期过量

饮酒而导致的功能障碍性疾病，胆

结石主要是胆管内发生结石。患者

在出现肝胆外科疾病时，需根据实

际病情症状进行针对性治疗，饮食

护理过程中也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选择科学有效的饮食方案，进一步

有效促进病情症状的缓解。

肝 胆 外 科 疾 病 患 者 在 进 行 检 查

治 疗 过 程 中 ， 也 应 加 强 日 常 的 饮

食 护 理 。

其 中 胆 囊 炎 患 者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应控制食油量的摄取，急性期患者

每 天 控 制 在 2 0~ 3 0  g， 并 且 禁 止

吃肥肉和动物油脂，所以胆囊炎患

者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要 以 清 淡 少 渣 , 且

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禁止食用辣

椒、洋葱、萝卜、咖喱等刺激性强、

含粗纤维的食物，也要注意少量多

餐，多喝汤水，促使胆汗更好地分

泌和排除。

其 次， 患 者 也 要 禁 止 饮 食 产 气

和带气味的水果、蔬菜、豆类，防

止腹胀的情况更加严重，还要禁止

吸烟、喝酒、喝咖啡和浓茶。胆囊

炎患者可适当增加玉米油和花生油

等植物油摄入的比例，也可以选择

一些鱼、瘦肉和奶类等含优质蛋白

质且胆固醇含量较低的食物，但要

禁止食用动物内脏。

由 于 肝 胆 外 科 疾 病 的 饮 食 护 理

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

性的护理，所以患者在日常生活中

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饮食调整。例

如阑尾炎患者在饮食的过程中应该

禁止食用葱、姜、蒜等辛辣刺激的

食物，也要戒酒戒烟，避免暴饮暴

食，应少量多餐，且少食用羊肉、

牛肉和狗肉等肉类以及生冷食物，

多摄入蔬菜水果，少摄入不容易消

化的食物，且在日常生活中要多喝

水，多食用红薯、芹菜等富含纤维

的食物。

此 外， 肝 胆 外 科 疾 病 患 者 情 况

严重时可饮食米汁、菜汤等汤水，

有效补充体内的水、维生素和电解

质，或摄入流食。其次，患者应多

食用清淡、温热的食物，尽量少吃

或 不 吃 肥 肉、 油 炸 生 冷 坚 硬 的 食

物，从而有效促进患者肠胃的吸收

和蠕动。再者，尤其是做完手术的

患者，应尽量食用流质食物，萝卜、

水果、木耳、粗粮等植物纤维高，

并能有效降低胆固醇。

综上所述，肝胆外科疾病具有不

同的症状和治疗方法，但在饮食方面

具有一定的共同点。肝胆外科疾病患

者在饮食的过程中，应控制自身的食

油量，实际控制的程度需要根据自身

的病情进行针对性控制，并且禁止食

用辣椒等辛辣刺激的食物，也要禁止

吸烟、喝酒、喝咖啡和浓茶。其次，

应避免暴饮暴食、少量多餐、摄入产

气和带气味的食物，可 选 择 营 养 丰

富且容易消化的食物，以及新鲜蔬

菜和含有丰富蛋白质的食物，和富

含丰富维生素的食物。再者，肝胆

外科疾病患者在手术之后应先摄入

半流食或流食。此外，肝胆外科疾

病患者应多喝水，不过要根据自身

实际病情控制饮水量，从而更好地

促进自身病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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