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养生，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强调通过调和阴阳、疏

通经络、调摄情志等方法，达到预防疾病、增强体质、延年益寿的目

的。其中，“治未病”作为中医养生的核心理念，源自《黄帝内经》中

的“上医治未病”，意指高明的医生在疾病尚未发生之前就能进行预

防。在现代社会，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大，慢性病

和亚健康状态日益普遍。“治未病”理念因此显得尤为重要，它鼓励

人们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合理饮食、适量运动等手段，提前干预，防

止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从而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全民健康。

一、“治未病”理念的核心内容
“治未病”是中医养生的核心理念，涵盖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病后防复三大层面。未病先防，在疾病未形成之前，去强调改善

生活方式，如规律作息、合理饮食、适量运动，以调养正气，增强身

体抵抗力。既病防变，指疾病初起时应及时治疗，控制病情发展，

防止恶化。瘥后防复，则关注病愈后的调养，防止复发。病愈初

期，身体虚弱，需避免过度劳累，继续调养正气，巩固疗效。中医

“治未病”还拥有丰富的诊疗技术及干预手段，包括药膳、中药调

理、运动调摄、针灸、推拿、拔罐、熏蒸、足疗、中医心理调适等，都

是历经几千年实践检验的中医特色疗法。这些诊疗技术和干预

手段在预防和治疗占人类疾病70％的慢性病(或生活习惯病)方面

与现代西方医学相比，具有简、便、廉、验无毒副作用的巨大优势，

不但在我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且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其他国家

人民的欢迎。

二、中医“治未病”的方法与实践
中医养生注重个体差异，倡导根据体质调理。药膳调理方

面，依据寒、热、虚、实体质，选择合适食物，如阳虚者宜温补，阴虚

者需滋阴。运动保健推荐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这些

传统运动能调和气血，增强体质。情志调节强调保持平和心态，

避免大喜大悲，通过冥想、瑜伽等方式舒缓情绪，有益身心健康。

中药调理与针灸推拿，需根据个人体质选用药材，如气虚者用四

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针灸推拿则能疏通经络，调和阴阳。体质

辨识是中医养生的基础，通过望闻问切，为亚健康人群制定个性

化养生方案，如食疗、功法、中药、治疗等，实现精准调养，促进健

康。中医养生，因人而异，科学调理，方能事半功倍。

三、中医“治未病”理念的现代应用与优势
“治未病”作为中医养生的核心理念，在现代社会预防慢性病、

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个性化养生方案，如调整

饮食、运动、情志等，中医能够有效防控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

发生，让人们远离病痛困扰。中医养生强调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

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部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因此，在治疗疾

病时，中医注重辨证施治，根据个体体质差异制定个性化的养生方

案，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此外，中医的自然疗法，如药膳、中

药、针灸、推拿、刮痧、熏蒸、拔罐等简单易行的方法灵活多样，以其

独特的优势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而且这些疗法无毒副作用，能

够激发人体的自愈能力，促进机体恢复健康。

结语：“治未病”理念是中医养生的精髓，它强调预防胜于治

疗，是通往健康长寿的金钥匙。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增强体质，中

医养生能够有效预防慢性病，提升生命质量。合理饮食，规律作

息，适量运动，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习惯，实则是维护身体健康的

基石。践“治未病”，意味着我们要在疾病发生之前，主动出击，调

养身心，增强自身的抵抗力。这不仅是对个人健康的负责，更是

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我们鼓励每位读者，深入了解中医养生的

智慧，将“治未病”理念融入生活，共同迈向一个更加健康、和谐、

长寿的未来。在这条道路上，每一步的努力，都将汇聚成生命中

最宝贵的财富。

中医养生中的“治未病”理念
李婷婷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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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揭开手术室护理的神秘面纱
贲道慧 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一提到手术室，人们总是会觉得它是一个被神秘面纱笼罩的地方，见证了无数惊心

动魄的生死较量的同时，也谱写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奇迹。而手术室护理作为手术治

疗的重要部分，是保障手术顺利进行的关键，对此，人们更是好奇。今天，就让本文带你

走近手术室护理，探索并揭开手术室护理的神秘面纱。

一、什么是手术室护理？
手术室护理是为了保障患者安全和手术顺利进行，降低术后并发症等，由手术室护

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的术前、术中、术后护理工作。

二、手术室护理内容有哪些？
手术室护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包括术前访视与准备、术中巡回以及术后护理，具

体护理内容如下。

1.术前访视与准备：手术开始前，护理人员需要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患者、环

境、物品等的准备。术前访视过程中，需要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包括对患者身体状况，

如既往病史、过敏史、生理指标等的评估，同时还需要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评估，以评估

患者的身体状况和手术风险，以帮助制定护理方案。访视过程中，护理人员与患者进行

耐心地沟通交流，向患者解释手术过程、注意事项，让患者对手术有初步的了解，减轻患

者心理负担与压力。

术前准备过程中，手术室护理人员根据手术类型、医生操作需要、患者手术风险情

况等，准备好相应的手术医疗器械、急救药品与物品等。做好手术器械与物品的消毒与

检查，确保其性能良好。认真核对相关器械与物品，确保数量准确，对各种设备进行开

机测试，避免手术中出现故障，为手术提供充分的保障。做好手术室环境准备，提前清

洁与消毒，保证手术室内环境符合卫生标准，定期监测手术室内的微生物学指标，以确

保手术室的无菌环境达标。严格控制室内温度在22~25℃范围内，湿度控制在30%～

60%范围内，提高患者舒适度，保证手术顺利进行。

2.术中护理：术中，护理人员首先需要对患者进行信息核对，确认患者身份信息、手

术部位、手术方式等完全符合且准确。向患者介绍手术室环境，给予安抚与安慰，减轻

患者紧张情绪。配合麻醉医生进行麻醉诱导、气管插管等操作要求，其间密切监测患者

生命体征，确保生命体征稳定。协助患者摆好手术体位，确保体位满足手术操作，同时

避免压迫神经、血管等。进行皮肤消毒、铺巾等处理。手术操作开始后，密切关注手术

进展，根据医生需要及时准确传递手术器械，注意传递器械时握持器械的方法、传递角

度等，确保不影响手术操作。及时清理手术过程中产生的杂物、器械，保持手术台整洁，

为医生提供良好的手术视野。监测患者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呼吸等生命体征，观察

患者皮肤、温度等，确保能够及时发现患者出现的血压骤降、心跳骤停、大出血等突发事

件，及时告知医生，并配合医生进行有效的抢救工作。注意患者肢体摆放与受压情况，

避免肢体造成压力性损伤。

3.术后护理：手术操作结束后，护理人员需要帮助患者清洁身体血污或药液污染，

做好相关记录后将患者送入麻醉复苏室。在复苏室内，护理人员与麻醉医生对患者生

命体征、苏醒情况进行密切监测，通过呼唤患者名字、刺激患者肢体等方式，尽快使患者

苏醒过来。对于患者出现的烦躁、呼吸困难等异常情况，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保障患者

安全。患者苏醒后且生命体征稳定，将其送入病房，向患者与家属进行术后伤口、饮食、

活动等的护理指导，强调术后注意事项，并与病房护理人员做好交接工作。定期到病房

对患者进行术后随访，评估患者术后恢复情况，给予康复指导，提供一定的心理护理与

支持，促进患者顺利康复。

在手术室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护理人员以他们专业的技能、细致的观察为患者

安全提供坚实的保障。而他们的工作和付出往往不为人知，但相信通过本文，你一定能

够对手术室护理人员的护理工作有一定的了解，让我们一起向这些幕后英雄们致敬。

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说明
周晓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

医保统筹基金是指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集中管理，用于支付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调

节医疗需求、实现医疗保险政策目标的专项资金。它是医疗保险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

旨在通过集合广大参保人员的资金，形成规模庞大的基金池，从而有效分散个体医疗风

险，保障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需求。医保统筹基金还通过合理的支付机制，激励医疗机

构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加

强医保统筹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对于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

义。

一、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概述
医保统筹基金在支付住院治疗费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覆盖了诸如诊疗费、

手术费、药品费等一系列关键费用，为参保人员提供了全面的经济支持。在住院治疗期

间，参保人员产生的床位费、检查费、治疗费以及手术所需的各种医疗器械和耗材费用，

通常都由医保统筹基金进行支付。此外，医保统筹基金还关注住院前后的医疗费用支

付情况。例如，急诊留观并转入住院治疗前7日内的医疗费用，也属于医保统筹基金的

支付范围。这些措施确保了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及前后的医疗费用得到妥善解决，大

大减轻了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压力。

二、住院治疗的医疗费用
特殊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长期困扰着众多患者，影响其生活质

量。为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医保政策对特殊慢性病门诊治疗费用给予了有力支持。医

保政策涵盖了多种特殊慢性病的门诊治疗费用，包括诊疗费、检查费、药品费等。患者

只需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并持有慢性病门诊特定病种证明，即可享受医保报销。

此外，医保政策还通过慢性病门诊特定病种报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措施，为长期慢

性病患者提供持续的经济支持。这些措施不仅降低了患者的医疗费用，还提高了其就

医的便捷性和满意度。

三、特殊慢性病门诊治疗费用
医保政策对长期慢性病患者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援助，有效减轻了他们的医疗负

担。具体措施包括慢性病门诊特定病种报销，这意味着患者在门诊治疗特定慢性病时，

医疗费用可按比例报销，大大减少了自费部分。此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也为慢性病患

者带来了福音，通过签约家庭医生，患者可以获得更加便捷、连续的医疗服务，同时享受

健康管理、用药指导等增值服务，进一步降低了医疗成本和生活压力。这些政策的实

施，让慢性病患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四、门诊特殊检查与治疗费用
申请特殊慢性病门诊治疗费用报销，患者需遵循以下步骤：首先，前往医保定点医

疗机构就诊，并确诊患有特殊慢性病；其次，向医院申请慢性病门诊特定病种证明，该证

明是报销的关键依据；接着，在治疗过程中，妥善保留所有医疗费用发票、处方底方、检

查报告单等相关医疗凭证；最后，携带上述材料至当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报销手续。提

醒患者，保留完整的医疗凭证至关重要，它是顺利报销的前提。同时，了解并遵循当地

医保政策的具体规定，如报销时间限制、报销比例等，也是确保报销顺利进行的关键。

如有任何疑问，可随时咨询医保经办机构或定点医疗机构，以获得更详细的信息和指

导。

五、其他支付范围及注意事项
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外的医疗费用类型多样，包括但不限于自购药品费用、进口

药品及复杂疾病治疗费用、特定生活服务项目和设施费用（如转诊交通费、急救车费

等），以及法律明确规定不纳入报销范围的费用，如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费用、由

第三人负担的费用、在境外就医的费用等。医保政策具有动态性和更新性，其报销范围

和支付标准会随时间调整。因此，建议读者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医保政策，以了解

最新的报销规定和待遇标准，从而更好地利用医保资源，减轻个人医疗负担。

血糖检测对于乡镇老年人来说，是预防和控制糖尿病的关键措

施之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在农村地区的发病率逐年上

升，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重要因素。了解血糖检测的重要性，不

仅可以帮助早期发现疾病，还能有效管理病情，改善生活质量。

1.血糖检测的基本概念
1.1什么是血糖：血糖指的是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作为人体

细胞活动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食

后，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在消化系统中被分解为葡萄糖，并释放

到血液中。胰岛素由胰腺分泌，帮助身体细胞吸收和利用这些葡

萄糖。维持血糖稳定对于预防这些并发症至关重要，尤其对于老

年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需要特别注意饮食控制和定期监测血糖

水平，以保障身体健康。

1.2如何进行血糖检测：血糖检测主要通过指尖采血完成，这

种方法简便易行，非常适合基层医疗环境和家庭使用。操作时，

首先用酒精棉球消毒手指尖，然后使用一次性针头轻轻刺破皮

肤，挤出少量血液滴在试纸上，再将试纸插入血糖仪读取结果。

还有连续血糖监测设备可供选择，但价格昂贵且普及度不高。掌

握正确的操作方法对老年人尤为重要，这使他们能够在家中自行

检测血糖，及时调整饮食和药物用量，以维持血糖稳定。

1.3正常的血糖范围：正常情况下，空腹血糖应在3.9至6.1毫摩

尔/升(mmol/L)之间；餐后两小时血糖应低于7.8mmol/L。如果空

腹血糖达到或超过7.0mmol/L，或者餐后两小时血糖达到或超过

11.1mmol/L，则可能提示糖尿病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年龄

段的人群其血糖标准可能会有所差异，尤其是老年人，由于生理机

能衰退，血糖标准可适当放宽。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应该忽视高血

糖所带来的风险，因为它同样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2.血糖检测的重要性
2.1预防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定期进行血糖检测有助于早期识

别糖尿病前期状态，比如空腹血糖受损和糖耐量减低，从而采取

积极的生活方式干预措施，包括合理膳食与适量运动等，以此延

缓甚至阻止糖尿病的发展。对于已经确诊为糖尿病的老年患者

来说，频繁的血糖监测能够有效预防急性并发症如低血糖、酮症

酸中毒以及慢性并发症如视网膜病变、肾病和神经病变的发生。

这种持续监控不仅有利于控制病情，还能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

量。

2.2辅助药物治疗效果评估：血糖检测的结果是医生调整治疗

方案的重要依据。通过观察一段时间内血糖的变化情况，医生可

以判断当前使用的降糖药物是否有效，并据此做出相应调整。若

发现某位患者的血糖持续偏高，可能需要增加药物剂量或是更换

其他类型的降糖药；反之，若血糖过低，则需减少用药量以免引发

低血糖反应。准确的血糖数据为个性化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确

保每位患者都能获得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

2.3提升自我健康管理能力：掌握正确的血糖检测方法并养成

定期检测的习惯，有助于增强老年人对自己健康的关注程度，促

进他们积极参与自身疾病的管理过程中去。这种主动参与不仅

有利于更好地控制血糖水平，还能提高生活质量，减轻家庭和社

会负担。鼓励家人参与到老年人的健康管理中来，共同营造一个

支持性的环境，这对于老年人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有着积极作

用。家人的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能够让老年人感到温暖和安

全，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健康管理意识。

结语：血糖检测对于乡镇老年人预防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至关

重要。通过定期监测血糖水平，不仅可以早期发现问题并采取相

应措施，还能有效辅助药物治疗，提升自我健康管理能力。掌握

正确的检测方法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能够帮助老年人更好地控

制病情，改善生活质量，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希望每位老年

朋友都能重视血糖检测，积极维护自身健康，享受幸福的晚年生

活。同时，家人的支持与参与也是不可或缺的，共同构建一个关

爱健康的和谐环境。

快速了解血糖检测的重要性
秧云芬 湘乡市梅桥镇卫生院

心肌酶谱生化检验在评估心脏健康状况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它通过分析血液中特定心肌酶的活性水平，为医生提供了

关于心脏肌肉是否受损、受损程度及可能病因的重要线索。这些心

肌酶，如肌酸激酶（CK）、肌酸激酶同工酶MB（CK-MB）、乳酸脱氢

酶（LDH）以及肌钙蛋白等，在心脏肌肉细胞受损时会释放到血液

中，其活性水平的变化能够反映出心脏的健康状况。心肌酶谱作为

心脏健康评估工具，其价值在于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当心脏受到损

伤，如心肌梗死、心肌炎等，心肌酶谱能够迅速反应，帮助医生及时

诊断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

一、心肌酶谱的基本概念
心肌酶谱是指存在于心肌细胞中的各种酶的总称，主要包括乳

酸脱氢酶（LDH）、肌酸激酶（CK）及其同工酶CK-MB、谷草转氨酶

（AST）以及肌钙蛋白等。这些酶类在正常情况下主要存在于心肌

细胞内，参与心脏的能量代谢和肌肉收缩等生理过程。心肌酶谱在

心脏功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心肌细胞受损或坏死时，这些酶类

会从细胞内释放到血液中，导致血液中的酶水平升高。通过检测血

液中这些酶的水平变化，可以间接反映心肌细胞是否受损以及受损

的程度，从而帮助医生判断是否存在心脏疾病，如心肌梗死、心肌炎

等。此外，心肌酶谱还可以用于监测心脏疾病的治疗效果，评估心

脏功能的恢复情况。

二、心肌酶谱生化检验的检测方法和原理
心肌酶谱生化检验的采样通常是通过抽取患者的静脉血来进

行。在严格的无菌操作下，医护人员会选择适当的静脉部位，采集

一定量的血液样本，然后送往实验室进行分析。检测方法主要包括

生物化学分析，利用特定的试剂和仪器，对血液样本中的心肌酶进

行定量测定。通过测定心肌酶的活性或浓度，可以反映心肌细胞是

否存在损伤或病变。

心肌酶谱生化检验的原理是基于心肌细胞受损时，会释放特定

的酶到血液中。这些酶在血液中的水平变化，可以间接反映心肌的

损伤程度。其科学依据在于，心肌酶在心肌细胞内的含量较高，且

心肌细胞受损时释放到血液中的酶具有特异性，因此可以通过检测

这些酶的水平变化来评估心脏健康状况。

三、心肌酶谱生化检验的临床应用
心肌酶谱在心脏疾病诊断中至关重要。当心肌受损，如心肌梗

死时，心肌酶会释放入血，其水平显著升高，有助于医生及时诊断心

脏疾病。不同心肌酶的特性使得它们在不同时间段内呈现不同的

变化趋势，这为医生提供了关于心肌损伤程度和时间进程的宝贵信

息。在治疗监测方面，心肌酶谱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定期检

测心肌酶水平，医生可以评估治疗效果，判断心肌功能是否逐渐恢

复。如果心肌酶水平持续升高，可能提示病情恶化或治疗无效，需

要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因此，心肌酶谱是心脏疾病治疗和康复过程

中不可或缺的监测指标。

四、心肌酶谱生化检验的注意事项与解读
虽然心肌酶谱生化检验在心脏疾病诊断和治疗监测中具有重

要意义，但其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心肌酶水平的升高

不仅可能由心脏疾病引起，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剧烈运

动、肌肉疾病等。其次，不同个体之间心肌酶水平存在差异，因此解

读结果时需考虑患者的具体情况。为了正确解读心肌酶谱生化检

验结果，患者和医生应充分了解心肌酶谱的正常范围和变化趋势。

当结果出现异常时，应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病史和其他检查结果

进行综合判断。同时，还需注意监测心肌酶水平的动态变化，以更

准确地评估心脏健康状况。在面对心肌酶谱结果时，我们应保持理

性态度，避免过度解读或忽视重要信息。

结语：心肌酶谱生化检验是评估心脏健康的关键手段，能及时

发现心肌损伤，为心脏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提供重要依据。通

过定期检测，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心脏状况，及时采取措施保护心脏

健康。因此，鼓励大家关注心脏健康，根据自身情况和医生建议，定

期进行心肌酶谱生化检验，确保心脏健康无忧。

心肌酶谱生化检验：心脏健康的晴雨表
杨显芳 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