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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药难，难于上青天！”相信不少家长都有这样的感慨。每当

孩子生病需要吃药时，孩子哭闹挣扎，家长手忙脚乱，一场“喂药大

战”往往以两败俱伤收场。其实，面对儿科常见病，中医有着丰富的

外治绿色疗法，无需让孩子“苦口吞药”，就能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

一、中医外治绿色疗法的优势
中医外治绿色疗法历史悠久，通过皮肤、穴位等途径给药，避

免了口服药物对胃肠道的刺激，也减少了肝脏的首过效应，安全

性更高。对于抗拒吃药的孩子来说，外治方法不经过口腔，没有

苦涩的味道，以推拿、贴敷、艾灸等温和的方式作用于身体，孩子

接受度高，配合度也更好。

二、儿科常见病的中医外治方法
（一）小儿推拿。小儿推拿是中医外治的常用方法，通过特定

的手法作用于孩子的穴位和经络，调节脏腑功能，达到治疗疾病

的目的。感冒：如果孩子出现鼻塞、流涕、咳嗽等感冒症状，可推

攒竹穴（两眉中间至前发际成一直线），用两拇指交替自下而上直

推，每次100-300次；揉太阳穴（眉梢与目外眦之间，向后约1寸

凹陷处），用拇指或中指指腹揉，每次100-200次；清肺经（无名指

末节螺纹面），由指根向指尖方向直推，每次100-300次。积食：

孩子积食时，会出现食欲不振、腹胀、口臭等症状。揉板门穴（手

掌大鱼际平面）100-300次，能健脾和胃、消食化积；清大肠经（食

指桡侧缘，自食指尖至虎口成一直线），从虎口推向食指尖，每次

100-300次，可清利肠腑、导积滞；摩腹，用手掌在孩子腹部做顺

时针环形摩动，每次3-5分钟，能促进胃肠蠕动，帮助消化。腹

泻：对于腹泻的孩子，补脾经（拇指桡侧缘，由指尖向指根方向直

推）300-500次，可健脾益气；推上七节骨（第四腰椎至尾椎骨端

成一直线），用拇指桡侧面或食、中指面自下向上直推，每次100-

300次，能温阳止泻；揉龟尾（尾椎骨末端），用拇指端揉，每次

100-300次，有调理大肠、止泻的作用。

（二）穴位贴敷。穴位贴敷是将中药制成膏剂、散剂等，贴敷

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和穴位的双重作用治疗疾病。例如咳

嗽：选用白芥子、苏子、莱菔子等中药，研磨成粉后用醋或蜂蜜调

成糊状，贴敷在天突穴（颈部，当前正中线上，胸骨上窝中央）、肺

俞穴（背部，当第3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等穴位。一般贴敷2-

4小时，根据孩子皮肤耐受情况调整时间，可起到宣肺止咳的效

果。发热：取生石膏、知母、青蒿等清热药物，制成药贴贴于大椎

穴（后正中线上，第7颈椎棘突下凹陷），但如果孩子体温超过

38.5℃，应及时就医，结合其他治疗方法。

（三）艾灸疗法。艾灸借助艾草燃烧产生的温热刺激和药力，

作用于穴位，达到温通经络、调和气血的目的。但给孩子艾灸时

要注意温度和时间，避免烫伤。例如：脾胃虚寒：孩子脾胃虚寒，

出现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症状时，可艾灸神阙穴（肚脐）、中脘

穴（上腹部，前正中线上，当脐中上4寸）。艾条距离皮肤2-3厘

米，每次艾灸10-15分钟，以孩子皮肤微微发红、有温热感为宜，

能温中散寒、健脾和胃。免疫力低下：艾灸足三里穴（小腿外侧，

犊鼻下3寸，犊鼻与解溪连线上），可增强孩子的免疫力。每周艾

灸2-3次，每次10-15分钟，长期坚持，能提高孩子的抗病能力。

三、中医外治的注意事项
使用中医外治绿色疗法时，家长需严格遵循操作规范，精准

掌握推拿手法、贴敷穴位与艾灸技巧，不确定时应向专业中医儿

科医生请教，防止因操作失误影响疗效或损伤孩子。治疗期间密

切观察孩子反应，一旦出现皮肤瘙痒、红肿、疼痛等不适，立即停

止操作，若穴位贴敷后仅轻微发红属正常，若出现起水泡等严重

情况则需及时就医。这些疗法适用于儿科常见轻症，面对重症、

复杂病症，不能仅依赖外治，需及时就医并结合药物等综合治

疗。此外，中医外治效果需时间积累，家长要耐心按疗程坚持，切

勿半途而废。如此，方能发挥中医外治优势，温和守护孩子健康。

孩子抗拒吃药？儿科常见病中医外治绿色疗法
向群华 北海市妇幼保健院

病理留存“福尔摩斯”：精准记录不马虎
田语嫣 雄安新区容城县妇幼保健院

在手术室的日常工作中，护士们不仅要协助医生完成复杂的

操作，还要负责术中各项关键任务。其中，病理留存就是一项看

似简单、却极其重要的工作。它不仅关系到术后诊断的准确性，

也直接影响患者的后续治疗方案。那么，这项“藏在福尔马林瓶

子里的秘密”，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

一、什么是病理留存？
病理留存，指的是在手术过程中，由医护人员将切除的组织

或器官样本收集、标记并保存，以便送至病理科进行进一步检查

的过程。虽然最终的病理分析是由病理科医生完成的，但最初的

采集与保存工作，则完全依赖于手术室护理团队的专业操作。

在护理工作中，病理留存是一项标准化流程，也是手术配合

中的关键环节之一。护理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规范执行，确保标本

的完整性、标识的准确性和运送的及时性。

二、病理留存为什么这么重要？
很多人可能认为，病理留存只是把切下来的组织装进瓶子而

已，没什么技术含量。其实不然。一个小小的失误，比如标本混

淆、标签错误、固定液不足，都可能导致病理诊断出现偏差，进而

影响患者的整体诊疗决策。例如，在肿瘤手术中，医生切除的肿

块需要通过病理检查来确认其性质（良性或恶性）、边界是否清

晰、是否有转移等信息。这些信息直接决定了患者是否需要进一

步放化疗或者靶向治疗。如果标本在护理环节中处理不当，可能

会导致无法获得准确结果，甚至需要再次手术取样，给患者带来

额外痛苦和医疗负担。因此，病理留存不仅是护理工作的一部

分，更是保障患者安全的重要防线。

三、护理人员在病理留存中的职责有哪些？
在手术过程中，器械护士和巡回护士共同承担着病理留存的

任务，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1.器械护士的职责。器械护士主要负责手术台上的操作配

合。在手术医生切除病变组织后，器械护士需第一时间识别并接

收标本，初步判断其完整性，并使用无菌纱布包裹或放置于专用

容器中，防止污染或破损。同时，器械护士还需记录标本的基本

信息，如组织类型、大致部位、外观特征等，为后续标签填写提供

依据。2.巡回护士的职责。巡回护士则负责手术室外的协调与管

理。当器械护士将标本传递出来后，巡回护士需要核对相关信

息，并按照医院标准流程进行正式登记。随后，将标本放入含有

10%中性福尔马林溶液的容器中进行固定，以保持组织形态不

变，便于后续病理分析。

四、病理留存的标准操作流程是怎样的？
为了确保病理标本的质量和信息的准确性，护理人员在进行

病理标本留存时，必须遵循一套严谨的操作流程：

第一步：确认标本来源。手术医生切除组织后，器械护士应立

即确认该组织是否为本次手术所需留存的标本，并与巡回护士沟通

确认。第二步：临时保存。使用无菌器具将标本取出后，避免接触

地面或其他非无菌区域，置于干净的标本盘或无菌袋中。若为大块

组织，应尽量保持完整，不可随意剪裁或挤压。第三步：编号与记

录。巡回护士根据手术安排和患者信息，为标本分配唯一编号，并

在护理记录单上详细记录标本名称、部位、大小、颜色、质地等基本

信息。第四步：固定处理。将标本浸入适量的10%中性福尔马林溶

液中，液体量应为标本体积的5~10倍，以保证充分固定。容器密封

良好，防止泄漏。第五步：贴标签并填写申请单。在标本瓶上粘贴

双份标签，内容包括：患者姓名、住院号、标本编号、采集时间、采集

人签名等。同时填写病理申请单，确保信息完整无误。第六步：交

接与运输。由巡回护士或指定人员将标本送往病理科，并与接收人

员共同核对信息，完成交接手续，确保全过程闭环管理。

结语：病理留存虽是手术室护理工作中的一环，但却关乎术

后诊断的准确性与患者治疗的安全性。护理人员凭借专业素养

和严谨态度，将每一份标本视为生命的延续，用实际行动守护每

一位患者的健康之路。

预防医院感染,你必须知道这几条
杨秀梅 滨州市荣军优抚医院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各种病菌聚集之所，医院感染问题不容忽视，

它不仅会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增加痛苦，还可能加重社会及家庭的经济负担；掌握有

效的预防措施，对于保障医患健康至关重要。以下几条预防要点值得我们深入了解。

1.手卫生：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外界最多的部位，也是传播病菌的重要途径；在医院环境

中，医护人员在接触不同患者前后、进行各种医疗操作前后及接触患者周围环境后都应

该严格进行手卫生；病人和家属在接触医院设施、照顾病人前后也需要做好手卫生。比

如护士护理完一位病人后未及时进行手卫生，又去给另一位病人护理，就可能将病菌传

播给后者；正确的洗手方法应该遵循六步洗手法，搓揉时间不能少于15秒，确保手心、

指缝、手背等部位都能得到清洁。

2.环境清洁与消毒：打造安全空间
注意对病房及时进行清扫，使用合适的消毒剂对地面、墙面、物体表面等进行擦拭

消毒；对于一些特殊的区域，比如重症监护室、新生儿病房等，消毒要求更为严格。同

时，要注意医疗废物的处理，避免其成为病菌滋生的源头，比如被污染的注射器、输液器

等应该放在专用的医疗废物容器中，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理。病房的通风也很重要，良好

的通风可以降低空气中病菌的浓度，减少感染的风险；但是如果通风不良时，需要用消

毒设备对病房进行空气消毒。

3.无菌技术操作：杜绝病菌入侵
在医院的各种诊疗操作中，严格遵循无菌技术原则是预防感染的关键。医护人员

在进行手术、注射、穿刺等操作的时候，必须戴上无菌手套、口罩，使用无菌器械和用

品。手术区域要进行严格的消毒铺巾，确保手术在无菌环境下进行。

4.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避免滥用
抗菌药的合理应用对于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有很重要的作用，滥用抗菌药物不仅会

导致细菌耐药性的增加，还可能破坏人体的正常菌群，增加感染的风险。医生应该根据病

人的病情、病原菌种类和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用抗菌药物，严格掌握用药指征和疗程；同

时，要加强对抗菌药物使用的监测和管理，避免不必要的联合用药和长期用药，比如对于

一些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很多时候不需要使用抗菌药物，而应该依靠自身免疫力恢复。

5.患者管理：增强自身抵抗力
病人自身的抵抗力对于预防感染起着重要的作用，医院应该加强对病人的营养支

持，鼓励病人摄入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的食物，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并且也

要注意病人的个人卫生，指导病人进行正确的咳嗽礼仪，避免交叉感染。对于一些易感

人群，比如老年人、儿童、免疫功能低下者等，应该采取特殊的防护措施；比如为他们安

排单独的病房，减少与其他感染病人的接触；病人在住院期间要积极配合治疗，按时服

药、接受检查、保持良好的心态，以促进身体的康复。

6.探视与陪伴管理：控制人员流动
探视和陪伴人员也是医院感染传播的潜在因素，医院应该制定合理的探视制度，限制

探视时间和人数；探视人员在进入病房前应该做好手卫生，必要时候佩戴口罩。陪伴人员

注意自身的健康状况，如有发热、咳嗽等症状应避免进入医院陪伴病人；比如在流感高发

季节，严格控制探视人员数量和来源，可以有效地减少流感病毒在医院内的传播。

7.培训与教育：提高防控意识
对医护人员、病人和家属进行院感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是预防医院感染的重要环

节。医院应该定期组织医护人员进行院感防控知识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防

控意识。同时，通过宣传栏、宣传手册、讲座等形式向病人、家属普及医院感染的预防知

识，让他们了解感染的危害和预防方法。

总之，预防医院感染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医护人员、病人和家属的共同努力；通过

做好手卫生、环境清洁和消毒、无菌技术操作、合理应用抗菌药等方面的工作，能够有效

地降低医院感染的风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增强防控意识，为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医

院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警惕血管里的“隐形刺客”
薛万兰 重庆市潼南区柏梓中心卫生院

血管是我们体内庞大而精密的“运输网络”，它们日夜不停地输送血液，维持生命的

运转。在这看似平静的“生命通道”中，却潜藏着一位危险的“隐形刺客”——血栓。它

悄无声息地潜伏，随时可能发动致命攻击，威胁我们的健康。

潜藏的“刺客”
血栓，从本质上来说是血液在血管内异常凝结成的块状物。正常情况下，血液在血

管中流动顺畅，各种成分协同合作，完成运输氧气、营养物质以及代谢废物等任务。但

当某些因素打破这种平衡时，血液中的血小板、纤维蛋白等成分就会相互聚集，形成血

栓。之所以称其为“隐形刺客”，是因为它常常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

血栓形成的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就像刺客隐藏在暗处，让人防不胜防，一旦血栓

堵塞重要血管，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疾病，如心肌梗死、脑梗死、肺栓塞等，甚至危及生命。

那么，这位“隐形刺客”是怎样悄悄堵塞“生命通道”的呢？当血管内壁因各种原因

（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疾病导致血管内皮损伤，或随着年龄增长血管自然老化）

变得不再光滑时，就给了血栓可乘之机。血液中的血小板就像“侦察兵”，一旦发现血管

内壁的破损，便会迅速黏附在破损处，接着，纤维蛋白等其他凝血物质也会陆续赶来，相

互交织，如同一张巨大的网，将更多的血细胞捕获，逐渐形成血栓。血栓形成后，会像滚

雪球一样，不断增大体积。随着血栓的不断增长，或是在血流的冲击下，它可能会脱落，

变成“流动的刺客”，顺着血流在血管中游走，一旦卡在某个狭窄的血管部位，就会造成

血管堵塞，切断相应组织器官的血液供应，使这些组织器官因缺血缺氧而受损。

血栓早期的“求救信号”
血栓早期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但再狡猾的“隐形刺客”，也会留下蛛丝马迹。在血栓

形成早期，一些轻微的症状可能已经出现，只是容易被人们忽视。比如，肢体的肿胀和

疼痛就是较为常见的表现。如果突然发现一侧肢体，如小腿、大腿变得肿胀，按压时疼

痛明显，并且这种肿胀和疼痛不会在短时间内自行缓解，就需要警惕下肢深静脉血栓的

可能。还有不明原因的胸闷、胸痛、呼吸困难，这很可能是肺部血管被血栓堵塞，引发了

肺栓塞。此时，“隐形刺客”已经攻击到了肺部这个重要的呼吸器官，严重时会危及生

命。另外，一些人还可能出现头晕、头痛、眼前发黑、短暂性失语等症状，这或许是脑血

管中的血栓影响了大脑的血液供应，大脑因缺血而发出的“求救信号” 。

这些习惯可“防刺”
面对这位危险的“隐形刺客”，我们并非束手无策。从预防到反击，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

措施来进行自我保护。预防方面，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关键。首先，保持合理的饮食结构，减少

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这样有助

于降低血液黏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其次，坚持适量的运动，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血管弹性，比如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等。同

时，要戒烟限酒，烟草中的尼古丁和酒精都会对血管内皮造成损伤，为血栓的形成创造条件。

另外，对于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一定要严格按照医嘱服药，控制好

病情，定期体检，监测各项指标，防止这些疾病对血管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发现血栓及时就医
如果已经出现了血栓症状，应立即就医，通过超声、血管造影等检查手段明确血栓的位

置和严重程度。治疗方法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常见方式包括药物溶栓、抗凝治疗、介入治疗

等。药物溶栓是通过使用溶栓药物，将血栓溶解；抗凝治疗则是使用抗凝药物，防止血栓进一

步增大和新的血栓形成；介入治疗是通过微创手术，直接对血栓进行处理，如取栓、碎栓等。

“隐形刺客”虽然危险，但只要我们提高警惕、做好预防，就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威

胁。守护好“生命通道”，让血液循环畅通无阻，享受美好生活。

血常规检查是一种基础的医学检验项目，它通过对血液中

各种细胞成分的数量、形态及比例进行分析，以评估人体的健康

状况。其目的在于及时发现血液系统的异常变化，为医生提供

诊断疾病的线索，以及监测治疗效果和判断预后。血常规检查

在医学诊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许多疾病初步筛查的

首选方法，能够快速反映出机体的炎症反应、贫血状况、凝血功

能以及是否存在潜在的血液系统疾病。通过血常规检查，医生

可以初步判断患者是否存在感染、贫血、白血病、血小板减少症

等疾病，从而为进一步的确诊和治疗提供依据。

一、血常规检查的主要内容
血常规检查是评估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关键指标：首先是红细胞计数，它反映了血液中红细胞的

数量，正常值范围通常为男性4.0-5.5×1012/L。红细胞负责运

输氧气，其数量减少可能意味着贫血。其次是血红蛋白，它是红

细胞内的一种含铁蛋白质，正常值范围通常为男性120-160g/

L，女性110-150g/L。血红蛋白水平降低同样提示贫血。白细

胞计数及其分类也是血常规检查的重要部分，白细胞负责免疫

防御，正常值范围为4.0-10.0×10^9/L。白细胞分类包括中性

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等，它们的比例变化可以反映机体

的免疫状态和是否存在感染。最后是血小板计数，它反映了血

液中血小板的数量，正常值范围为100-300×10^9/L。

二、血常规检查指标的意义
红细胞计数与血红蛋白是评估机体氧合功能的重要指标。红

细胞负责将氧气输送到全身各组织，而血红蛋白则是红细胞内携带

氧气的关键物质。当红细胞计数或血红蛋白水平降低时，可能意味

着机体存在贫血状况，导致氧气供应不足。白细胞计数及其分类则

反映了机体的免疫功能。白细胞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

识别和消灭外来病原体。当白细胞计数升高时，可能表示机体正在

应对感染或炎症。不同分类的白细胞增多或减少，还能进一步揭示

免疫系统的具体反应和可能存在的疾病。血小板计数则与血液的

凝血功能密切相关。血小板负责在血管受损时形成血栓，以止血并

促进伤口愈合。当血小板计数过高时，可能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

而血小板计数过低，则可能导致出血倾向。

三、血常规检查的注意事项
在进行血常规检查前，患者需要注意一些关键的采集样本前

准备事项。首先，饮食应保持均衡，避免摄入过多油腻或刺激性

食物，以免影响血液成分。同时，良好的作息习惯也很重要，确保

充足的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以减少对血液指标的影响。此外，为

了避免剧烈运动、饱餐或沐浴后立即进行血常规检查，因为这些

活动都可能暂时性地改变血液成分，从而影响检查结果的准确

性。建议患者在检查前保持平静状态，至少休息15-30分钟后再

进行采样。在解读血常规检查结果时，医生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

个体差异和实验室差异。每个人的正常生理范围可能略有不同，

而且不同实验室的检测方法和设备也可能存在差异。

四、血常规指标异常与疾病关联
血常规指标异常往往与多种疾病相关。例如，红细胞计数

和血红蛋白降低可能与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疾病有关；

白细胞计数升高可能提示感染、炎症或白血病；而血小板计数异

常则可能与血小板减少症、血栓性疾病等相关。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血常规检查只能作为辅助诊断手段。虽然它能提供有价

值的线索，但确诊疾病通常需要结合其他检查，如骨髓穿刺、影

像学检查或特定生物标志物检测等。

结语：血常规检查在医学诊断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是评估人体健康状况的基础手段，还能为医生提供疾病

诊断、治疗效果监测和预后判断的重要依据。通过血常规检查，

我们可以及时发现血液系统的异常变化，为早期发现和治疗疾

病赢得宝贵时间。因此，我们呼吁公众定期进行血常规检查，关

注自身健康状况。血常规检查简单快捷，对预防和及早发现疾

病具有重要意义。让我们行动起来，将血常规检查纳入日常健

康管理计划，共同守护我们的健康。

血常规检查指标与疾病关联
曾念茂 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