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压疮的家庭预防和护理
▲  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二人民医院  颜红

压疮又称褥疮、压力性溃疡，发病原

因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分别是长时间局部组

织受压、营养不足、皮肤抵抗力变差，主要

发生在病人康复治疗与护理期间。据悉，每

年大概有6万人死于压疮或者其并发症，因

此关于压疮的预防及护理需要患者谨慎对

待。压疮治疗方法主要有一般护理治疗、药

物治疗及压疮比较严重时的手术治疗。

引发压疮的常见原因

很多患者长期卧床，会长时间保持一

个姿势，对一个地方的组织就会形成长时间

的压迫；其次很多病人生病期间胃口会变差，

吃不下补充物，导致自身营养补充不足，蛋

白质合成减少，筋肉逐渐萎缩，一部分骨隆

突出，在受压的时候，骨隆突出的部分会受

到挤压，进而对皮肤产生压力，血液循环出

现障碍，压疮产生。某些病人石膏绷带缠绕

不当或者大小便失禁等情况造成对皮肤的一

些列物理刺激，都会使皮肤抵抗力降低。

压疮的家庭预防方法

要完全杜绝压疮的发生不太现实，但

是可以通过有效的预防措施，来降低患

者患上压疮的概率：

及时发现  压疮发现的越早，对于治

疗就越有利，在与医生交流后能够对压

疮情况有进一步了解，一旦患者有即将

患上压疮的可能，就及早的进行治疗，

可以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

勤翻身、多按摩  不定时的翻身可有

效缓解身体局部地区的压力，能有效的

预防褥疮；按照医生的叮嘱，学习正确

的按摩姿势，比如，在患者平躺时，我

们可以将手放在臀下，然后由下向上按

摩即可，可以每次按摩 3 到 5 分钟，每小

时按摩三次即可，频率不宜过高，要给

双方休息的时间。

压疮的家庭护理措施

压疮的治疗程序中，后期的护理工作

及其重要，关系着患者康复的具体时间，

因此作为家属要做好压疮患者的家庭护

理工作，使患者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

心理护理  人在病床上呆久了，会出

现一系列负面情绪，比如情绪低落，对病

情前景充满担忧，进而会自暴自弃，抗拒

治疗。因此作为家人，在患者有这种心

理情绪时，要主动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

消除患者的负面情绪，积极主动的配合

医生的治疗。

运动护理  压疮患者患病的很大因素

就是长时间一个姿势，缺乏锻炼，我们对

患者要起到基本的监督作用，督促患者偶

尔起来稍微活动一下，或者患者实在难

以运动，就每隔一段时间帮助患者翻身，

注意翻身时不要碰到患者有损伤的位置，

避免二次受伤。

药物护理  当压疮严重到一定程度

时，仅仅注意生活中的护理对于压疮的效

果已经不大，此时要配合医生所开的药物

进行治疗，常见的关于压疮的药物治疗

是根据压疮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敷料，

比如水胶体敷料、剥蒜敷料等。

利用专业知识护理  作为压疮患者的家

属，应该积极的学习压疮方面的知识，听取

医生对于患者的建议，对于患者的压疮情况

有比较清楚的认知，明白在生活中应该怎样

做才会对患者最有利，定期将患者的具体情

况报与医生知晓。

日常生活护理  首先要保持压疮患者皮

肤表面境界干燥，可以早晚各洗一次澡，必

要时可以用医药清洗剂清洗，但是使用前一

定要得到医生的同意。

其次是经常更换压疮患者的衣物和床

上用品，面料尽可能柔软，真丝的最好，能

减少与患者皮肤的摩擦，患者能时刻保持清

爽，有一个好心情的同时，对于压疮的治疗

有很大的好处。

最后就是注意患者的营养问题，可以

进食一些促进压疮愈合的高蛋白、高维生素

的食物，增强身体的修复能力，促进压疮部

位的尽快愈合。                         

人们在医院诊断治疗疾病时，主治医师

往往会让患者进行血液、尿液、粪便检查。想

要保证这些检查结果的准确性，充分发挥检查

的价值，促使临床确诊疾病，还需详细阐述相

关检查前的准备事项，让患者提前做好准备，

规避风险行为，从而提高检查结果的准确性。

血液检查前准备

血常规检查是最常见的一种检查方法，

但检查前也有很多注意事项，需要患者做好

准备。如患者必须从前一天晚上8点钟开始

空腹，持续到次日抽血完毕。空腹状态可促

使患者胃肠道结束食物消化活动和吸收活动，

可促使人体血液中的化学成分恢复稳定。此

时抽取患者的静脉血，获取的检验结果可真

实、准确的反映人体病理变化，可提高疾病

的临床诊断率。

若患者本身患有高脂血症、糖尿病或高

血压等需要长期用药治疗的疾病，在检查前

必须将相关情况反馈给主治医师，详细咨询

主治医师后确定是否需要暂时停药，降低药

物化学成分对人体葡萄糖、脂质、蛋白等影响，

避免对临床确诊疾病造成影响。

再者，还需指导患者在血液检验前，充

足睡眠，避免熬夜、喝酒、吸烟等一系列不

良行为，预防血液检验结果受到影响。同时，

还需指导患者在采血前尽可能维持放松状态，

可通过深呼吸放松或是瑜伽冥想等方法放松

身心，从而避免情绪激动对血液采集造成的

影响。若患者是幼儿，还需提前安抚幼儿，

尽可能不要让幼儿直视自己被采血的整个过

程，转移幼儿的注意力。在采血前，还需指

导患者尽可能不要剧烈运动，避免剧烈运动

消耗机体能量，丢失体液，加快心率，加快

呼吸频率，继而导致部分指标水平升高。

尿液检查前准备

尿液检查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检验项目，

临床主要通过干化学法、尿沉渣法等完成尿液

检测工作，获取患者的白蛋白、尿钙、尿淀粉

酶以及肌酐等指标的含量。但尿液检测也是一

种存在诸多影响因素的检测方法，会被饮食、

运动以及用药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也需严格

获取患者的尿液标本。

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获取患者的尿标

本。清晨空腹尿，患者已经做好准备，在清晨

起床后留取第一次尿液作为标本。这种尿液经

过长时间沉积浓缩，病理物质的浓度比较高，

主要采用尿沉渣法进行检测。随意尿，在患者

入院诊断疾病后，根据患者是否有尿意指导患

者获取1次尿液，这种尿液主要采用尿干化

学法以及尿沉渣法检测，但容易被饮食、运动

等影响，导致检测结果假阳性或是假阴性。尿

液收集容器必须干燥清洁，预防有经血、粪便

混入，尽可能应用一次性杯子盛装。尿标本量

尽可能在20ml以上，最少也要有10ml，在获

取标本后需及时送检，预防尿液发生不可控物

理化学反应，影响检验结果。

粪便检查前准备

在实际获取粪便标本时，也是有一定规

定的。首先，要采用干净清洁的器具（保鲜膜、

便盒等）盛装粪便样本。采集样本时，尽可能

采集含有一定脓血、黏液等成分的粪便。若粪

便外观无异常，则需从粪端或是粪便深处获取

样本，样本中不能混有污物、尿液等，不可使

用棉签的棉絮部位获取样本，不可使用尿布、

卫生巾或是尿不湿等物品获取粪便。

粪便容量无需太多，有黄豆大小就可以。

在粪便样本采集完毕后，需立刻送检，停留时

间不可超过2小时。若化验寄生虫粪便，则需

根据不同寄生虫的排卵时间，采用不同的留取

方法，如蛲虫卵多在夜晚11点左右获取，使

用棉签蘸生理盐水，然后在患者的肛周褶皱部

位擦拭获取。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

也大，很多人饮食生活没有规律。一

些就会出现腹部不适，疼痛，食用辣

的、冷的、硬的食物时，就疼的更加

明显，吃不好，睡不好，这时就可能

患上了肠炎。

肠炎是指小肠及大肠内膜炎症，

通常是因为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感染

而导致，或者是由寄生虫感染、摄入

了化学毒物及药物引起的。

临床上可分为急性肠炎与慢性肠

炎，临床上最常见的肠炎是慢性肠炎。

表现为长期慢性或反复发作的腹痛、

腹泻及消化不良等，重者可有粘液便

或水样便。急性肠炎症状常突发，伴

有食欲下降、恶心或呕吐及肠鸣和腹

部绞痛，患者也可能会出现发热、全

身不适、肌肉酸痛、极度疲惫等不适，

而慢性肠炎中腹泻是最常见症状，同

时合并肉眼可见的血和黏液便。

专家指出，慢性肠炎顾名思义就

是指肠道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导致慢

性肠炎的原因有很多，常见的有细菌、

霉菌、病毒、原虫等微生物感染，亦

可为过敏、变态反应等原因所致。

引起肠炎的最常见病因，主要是

因为病毒感染小肠绒毛状上皮细胞，

这会引起水盐丢失到肠腔，有时候碳

水化合物吸收不良会导致渗透性腹泻

而加重症状，通常为水样泻。炎症性

腹泻 ( 痢疾 ) 不常见，此时粪便中有

白细胞和红细胞或血块。

慢性肠炎的具体危害有：（1）

慢性肠炎病程越长，并发症就会越严

重，身体长时间的吸收排不出体外的

毒素，在结肠中就会出现严重的并发

症，中毒性扩张，就会导致患者发生

肠穿孔，最后导致患者死亡率增高。

（2）慢性肠炎腹泻隐匿息肉，癌变。

很多患者都以为出现腹泻只是一般的

受凉，饮食不卫生等原因造成，其实

慢性肠炎是最常见的原因。而且事实

上慢性肠炎患者超过五年，引发肠息

肉以及肠息肉癌变率极高。（3）在临

床上，肠炎的主要特征表现是便血，这

会引起患者的恐慌，也会给患者造成其

他方面的生活影响，加之，临床上会统

计便血量的多少，用来评估患者病情的

轻重。在患者的长期便血的情况下，会

引起患者出现贫血的症状，当发生贫血

程度比较严重时，就需要特别注意，就诊，

给予输血治疗。（4）如果患者患慢性肠

炎时间在 5~25 年以上，就更应该预防

其他并发症的发生，如肠道狭窄、肠阻

塞这些情况都在提醒患者肿瘤的发生率

在不断增高，需要到院就诊化验，检查

区分良性恶性。虽然肠炎的发病年龄不

限，也不是每个人都患有肠炎，那我们

应该如何预防肠炎的发生呢？

肠炎的预防包括：（1）饮食方面，

养成按时进食的习惯，荤素搭配好，少

食用辛辣刺激、油炸类及生、冷、硬的

食物，禁烟，根据个人身体情况，适当

饮酒，养成一个好的睡眠习惯，每天早

上有进食早餐的习惯，饮食宜清淡，禁

止食用辣椒、雪糕、咖啡、浓茶，同时

避免药物的刺激。（2）卫生方面，购买

新鲜的瓜果蔬菜，每次使用后的餐具都

进行消毒，保持冰箱的干净，整洁，当

购买的食物时间过长，过期变质时禁止

食用，当天的食物当天做，量不要太多，

剩下的食物，第二天就不要食用。（3）

体检，现在大多数患者都是因为临床症

状比较明显，身体比较难受才会到医院

就诊，因此就需要定期到医院体检，也

可以提前发现其他疾病的发生。

在生活和工作中，只要注意好自身

饮食习惯，保持好良好的作息， 干净卫

生，锻炼身体，增强身体的抵抗力，相

信就一定可以防止肠炎这种疾病的困扰。

肠炎患者的日常护理方法
▲  都江堰市中医医院  杨怀玲

 临床生化检查前的准备工作
▲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成都市妇女儿童医院  向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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