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 科普

在临床疾病治疗中，很多疾病都需要

对患者进行麻醉处理，在对患者麻醉处理

后会使他们失去知觉，对治疗中的病痛不

会产生感觉，从而为医疗服务活动的开展

提供良好的条件。那么麻醉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麻醉会让人失去知觉呢？

麻醉的分类

在麻醉中，主要是借助麻醉药物来使

人体整体的机体或者局部的机体发生暂时

性和可逆性的知觉与痛觉失去。按照其作

用的范围，一般可以分作全身麻醉和局部

麻醉等方式。其中，全身麻醉和局部麻醉

按照其作用的特点以及给药的方式情况，

又可以分作吸入麻醉与静脉麻醉等。在麻

醉药的使用中，也分作全身性的麻醉药以

及局部性的麻醉药。其中，全身性的麻醉

药从浅到深对人体大脑皮层进行抑制，使

人的神志发生消失，而局部的麻醉主要对

人体神经膜电位实现稳定或者实现膜对钠

金属离子通透性的降低，从而对人体神经

冲动传导实现阻断，达到局部麻醉的效果。

在常用的局麻药中，化学结构一般包

括胺基团、芳香族环和中间链等三部分。

其中，中间链可以使酯链或者酰胺链。按

照中间链结构的不同，还可以将常用的麻

药分作酯类和酰胺类等类型。

麻醉的作用原理

全身麻醉 在全身麻醉中，麻醉的医生

可使用呼吸的面罩或者气管的导管向患者进

行全身性麻醉药的吸入，还可以借助静脉途

径为患者进行麻醉药的注入，而麻醉药物会

对中枢神经产生抑制作用，则人体大脑就不

能借助神经系统对任何的疼痛信号进行接

收，进而患者就会表现出全身性的痛觉失去、

暂时性的神志失去、遗忘、骨骼肌的松弛和

反射的抑制等。往往麻醉的药物在对中枢的

神经系统产生抑制中，其抑制程度和体内的

药物浓度存在密切的关系，且能够根据需求

来对其浓度进行调节与控制。

局部麻醉 麻醉的作用和神经细胞、神

经纤维直径的大小、神经组织解剖的特点等

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在对混合性神经麻醉

时，先出现持续性的钝痛消失，后短暂性的

锐痛出现，继而依次出现冷觉、热觉、触觉

和压觉等消失，最终出现运动的麻痹。在对

蛛网膜下腔进行麻醉时，先对自主神经实施

阻断，后按照上述的顺序出现麻醉的效果。

麻醉药物在体内的过程

吸收 在麻醉药物从作用的部位得到吸

收后，其进入到血液循环内的量与速度直

接影响血药浓度。一般影响药物吸收的因

素主要包括药物剂量、给药部位、局麻药

性能、血管的收缩剂等。

分布 在麻醉药吸收入到血液后，先分

布在脑、肝、肺和肾等器官内，后按照较

慢的速度在肠、肌和皮肤等部位分布。

生物转化和消除 在麻醉药进入到血液

内循环后，代谢的产物具有更高的水溶性，

且从尿液内排出，往往酯类的麻醉药通过

假性胆碱酯酶的水解而失活。若患者存在

先天性、假性的胆碱酯酶异常质量，或者

因为肝硬化、恶病质、严重的贫血与晚期

的妊娠等引起量发生减少，则酯类的麻醉

药用量也要减少。对酰胺类的麻醉药物转

化和降解的规律现在还不是完全了解，只

是在肝细胞中质网发生代谢和转化，因此，

若患者存在肝功能不全就要对其用量进行

适当的减少。

麻醉是医疗活动中的重要手段，对缓

解和消除患者的病痛具有显著效果，而对

不同麻醉方式其麻醉的作用原理也不同。

在临床手术中，患者也不用担心，这些都

由专业的麻醉师全程操作。

在我国，肺心病的患者较多，其中寒

冷地区、高原地区、农村地区、吸烟人群

中的患者较多。长期处于粉尘环境中的工

人，或遭受其他空气污染的人，以及携带

遗传肺心病相关基因的人都更容易患肺心

病。肺心病全称是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是

由肺组织、肺动脉血管或胸廓的慢性病变

引起肺组织结构和功能异常，产生肺血管

阻力增加，肺动脉压力增高，使右心扩张、

肥大，伴或不伴右心衰竭的心脏病。这类

疾病常发生于老年人，但多数是从中年迁

延发展而来。老年肺心病大多是从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发展而来。肺心病发病率很高，

尤其在吸烟人群中，且呈逐年增高的趋势。

肺心病患者在家的护理措施

预防呼吸道感染 呼吸道感染会诱使

肺心病进入急性加重期，所以肺心病患者

应尽量避免。肺心病患者比一般人更容易

感冒，肺心病患者更应当注意天气变化，

及时增减衣物。肺心病患者要及时排出痰

液，保持呼吸道通畅，以免感染。

健康的生活方式 适锻炼身体，可以

增强患者的心肺功能。任何人吸烟都会增

加肺部疾病风险，肺心病患者应及时戒烟。

坚持家庭氧疗，减少缺氧。不过肺心病患

者不可高流量吸氧，因为患者的呼吸中枢

已适应了患者体内 CO2 过多的情况，维持

兴奋全靠缺氧的刺激。一旦高流量吸氧，

呼吸中枢就不会兴奋，患者的呼吸功能可

能减弱，甚至骤停。因此，肺心病患者应

低流量吸氧。建议患者每天睡眠全程吸氧，

上、下午再各吸氧 2 小时。

观察患者精神状态，警惕肺性脑病 

肺心病导致患者缺氧、CO2 潴留，严重时

可能出现各种精神、神经症状，比如头痛

加重、嗜睡、叫不醒、兴奋或抑制的表现、

突然反应迟钝、突然忘人忘事、抽搐、昏

迷、丧失意识，这些都是肺性脑病。肺性

脑病是肺心病患者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易

发于肺心病的急性加重期。所以，患者家

属应注意观察患者的精神状态，一旦出现

上述情况就要立即让患者吸氧，拨打 120

就医、抢救。

预防血栓 肺心病患者体内容易出现

血栓，这与患者容易心房颤动有关。肺心

病患者的心房颤动不易消除，所以必须预

防血栓。只要没有禁忌证，就应坚持服用

华法林，保持国际凝血酶原标准化比值

（INR）在 2~3 间。

营养摄入 肺心病患者的心脏负担较

重，全身血液回流障碍也容易导致水肿，

所以饮食中应当限制钠盐的摄入。为了增

强患者的免疫力，饮食中应增加高热量、

高蛋白、维生素食品，不吃辛辣刺激食物。

如果患者多汗，可多摄入钾；如果患者不

能进食，可以补液，但不可过快，否则会

加重心脏负担。

心理护理 肺心病患者多年患病，病

情反复、加重，所以容易失去信心，充满

恐惧、忧虑，这不利于治疗。因此，肺心

病患者的家属应当经常陪伴患者，和颜悦

色，与患者谈心。患者病情允许时，可以

鼓励患者到户外活动。

肺心病患者就医时的护理措施

住院时选择科室 肺心病的源头在肺，

所以一般肺心病患者应当在呼吸科住院。

但是，如果患者还患有其他心脏疾病，如

冠心病，主要发病表现为心功能不全，那

么患者应当选择心内科，在必要时请呼吸

科会诊。

缓解期定期检查 肺心病患者应定期

去医院门诊检查，了解病情的变化、治疗

的效果。肺心病患者需要检查肺功能、血

常规（红细胞和白细胞）、血气（酸碱平衡、

低氧血症、二氧化碳潴留）、动态心电图

（心律失常）、心脏彩超（右心变化）。

听力作为人体的重要感官之一，能够

帮助我们学习、交流、聆听。但是在生活

中，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保护听力的重要

性，甚至不知道保护听力的方法。而听力

受损、减退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不

便之处。因此，保护听力非常重要，在生

活中如何保护听力呢？

听力损伤的常见原因

长期处于高分贝的噪音环境，是造成

听力损伤的主要原因。我们的大脑调动听

力感官的时候，是利用人体内耳里的一个

蜗旋状的器官去聆听声音，这就是我们常

说的耳蜗。耳蜗表面会覆盖很多细小的绒

毛，这些绒毛可以感觉到声波振动，并将

信息传递给大脑，而我们也就可以听到声

音了。

但是在耳朵一直暴露在噪音时，绒毛

会被破坏，使得它们无法接受声波信号，

从而引起听力损伤。由于听力损失属于不

可逆转的病症，所以我们需要尽早的保护

听力。除此之外，遗传、炎症、疾病、中

毒同样会危害到耳道，造成听力损伤。

保护听力的具体方法

第一，避免让自己长期处于噪音环境。

大分贝噪音不仅会伤害耳蜗表面的绒毛，

还会导致内耳微血管痉挛，使得内耳供血

变少，听力减退。所以不经常接触过大的

声音，是保护听力作为重要的方法。若是

因职业需求，需要经常处于噪音环境，建

议在工作时戴好耳塞这类防护装备，以此

保护听力。

在听音乐、看电视的时候，高音量的

音视频同样会引起听觉感官疲劳，损害听

力。因此，在平时收听音频时，还应合理

控制手机、收音机、电视机的音量，尽量

不能大于 60%。

第二，不要随意服用耳毒性药物。生

活中很多药物本身就会损伤听力，比如庆

大霉素、新霉素、奎宁、链霉素等药物，

如果剂量控制不合理，会诱发药物中毒性

耳聋。为防止耳中毒，在平时用药前，需

及时询问医生所用药物，是否具有耳毒性，

同时严格根据医生嘱咐，使用药物。

第三，不能频繁、用力挖耳朵。很多

人为了耳朵内部的清洁，经常会用棉签挖

耳朵。而棉签会将耳垢推到耳朵深处，甚

至会损伤耳内的皮肤，影响听力。其实耳

垢是一种专门用来保护外耳道的分泌物，

一般不需要专门清理。我们在清洁耳朵时，

只需清洗干净耳廓就行，如果耳内耳垢过

多，它会自然的掉出来。如果感觉耳垢太

多，耳朵内发痒，可以使用挖耳工具清洁

耳朵，但是需要科学控制挖耳次数、力度，

不能过于频繁，或者用力掏耳朵。

第四，适当按摩耳朵。按摩耳朵可以

促进内耳、外耳的血液循环，对保护听力

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比如每天早晚可以

按摩耳廓、捏耳垂，每次坚持10分钟左右，

长此以往，便可以看到效果。

第五，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波

动大、经常处于高压状态，会使身体的毛

细血管收缩、痉挛，最终造成耳朵血管里

的血流变慢。而耳内的听觉神经会因此缺

氧，容易发展为突发性耳聋。所以在平时，

保持心情愉悦，学会排解不良情绪，对保

护听力，预防听力受损很有帮助。

第六，预防水流进入耳朵。在洗头或

者沐浴时，可以使用棉花球、耳塞保护多，

以防污水进入耳道内。因为耳内的皮肤、

鼓膜被水浸泡后，会在耳垢刺激下引起外

耳炎。

第七，防范会引起听力损伤的疾病。

临床上，有很多疾病会造成听力损伤，所

以做好这些疾病的防范，同样可以保护听

力。比如麻疹、腮腺炎、风疹、百日咳、

脑膜炎等常见疾病。

生活中如何保护你的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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