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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护士为什么进行术前访视
张阿姨是一名65岁的退休

教师，因为妇科疾病需要接受
手术。手术前一天，手术护士
小李来到病房，与张阿姨进行
了详细的交流。小李不仅询问
了张阿姨的病史和用药情况，
还耐心地解答了她对手术的种
种疑问。张阿姨原本因手术临
近而非常紧张，担心手术后会
疼痛难忍，但在小李的安慰
和解答下，她的情绪逐渐平
静下来。手术当天，张阿姨
按照小李的指导，提前禁食、
禁水，并换上了手术服。手术
进行顺利，术后张阿姨也积极
配合康复治疗，很快就恢复
了健康。

术前访视是手术护士在手
术前一天或当天，到病房里与
即将接受手术的患者进行面对
面的交流。这个过程不仅仅是
简单的问候，而是一次全面的

“术前准备”。手术护士通过
访视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心
理状态、手术需求等，同时也
会向患者解释手术流程、麻醉
方式、术后护理等关键信息。

为什么要进行术前访视

1. 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
手术护士在术前访视中，

会仔细查看患者的病历，了解
患者的病史、过敏史、用药情
况等。这些信息对于手术的安
全进行至关重要。例如，如果
患者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手
术护士会提醒医生在手术中特
别注意对血压和血糖的控制；
如果患者对某些药物过敏，手
术护士会确保手术中不会使用
这些药物。

2. 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
手术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

次巨大的心理挑战，恐惧、焦
虑、紧张等情绪不仅会影响患
者的睡眠质量，还可能在手术
中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等
不良反应。手术护士在访视中
会通过耐心的沟通，帮助患者
缓解紧张情绪，解答他们的疑
问，增强他们对手术的信心。

3. 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护
理方案

每名患者的情况都是独特

的，手术护士在访视中会根据
患者的具体需求，制定个性化
的护理方案。例如，老年患者
可能需要更多的术后康复指
导，而儿童患者则需要更多的
心理安抚。通过术前访视，手
术护士可以提前做好准备，确
保患者在手术中得到最合适的
护理。

4. 确保手术顺利进行
手术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

程，手术护士在术前访视中会
向患者解释手术的流程，告诉
他们什么时候需要禁食、禁
水，什么时候需要更换手术
服，手术后如何配合康复等。
这些细节看似简单，但对于手
术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通过
术前访视，手术护士可以确保
患者在手术前做好充分的准
备，避免因为一些小问题而影
响手术的进程。

术前访视的重要性

1. 帮助患者减少手术前的
焦虑

手术前的焦虑是很多患者

会有的情绪。通过术前访视，
手术护士可以提前解答患者的
疑问，告诉他们手术的具体步
骤、麻醉的方式、术后的恢复
过程等。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患
者更好地理解手术，减少对未
知的恐惧。

2. 提高手术的安全性
手术护士在术前访视中会

详细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确
保手术团队在手术中能够采取
最合适的措施。例如，如果患
者有心脏病史，手术护士会提
醒医生在手术中特别注意心脏
功能的监测；如果患者有药物
过敏史，手术护士会确保手术
中不会使用这些药物。这些细
节的把握，可以大大提高手术
的安全性。

3. 加快患者术后恢复
通过术前访视，手术护士

可以提前为患者制订术后康复
计划，告诉他们手术后如何配
合康复训练、如何控制饮食、
如何预防感染等。这些指导可
以帮助患者在手术后更快地恢
复健康，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4. 增强患者的信任感
手术护士在术前访视中与

患者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关系，
这种关系不仅有助于缓解患者
的紧张情绪，还能增强患者对
手术团队的信任感。当患者知
道手术护士一直在关心他们的
健康时，他们会更加放心地接
受手术。

术前访视是手术护理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通过术前访
视，手术护士不仅可以了解患
者的身体状况，评估他们的心
理状态，还能为患者提供个性
化的护理方案，确保手术的顺
利进行。对于患者来说，术前
访视不仅能减少手术前的焦
虑，还能提高手术的安全性，
加快术后恢复。手术护士不仅
是手术中的得力助手，更是手
术成功的重要保障。当患者躺
在手术台上时，请相信手术护
士已经在术前访视中为手术做
好了充分的准备。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麻醉
科 唐华）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康复训练
如今，心脏病已经成为威

胁人们健康的重要因素，急性
心肌梗死更是其中之一，每年
都有大量患者因心肌梗死而住
院，甚至面临生命危险。

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与多
个因素密切相关。最常见的原
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
是动脉壁内沉积了脂肪、胆固
醇等物质，从而形成了斑块。
这些斑块可能会破裂并导致血
栓形成，从而阻塞心脏的血流
导致心肌缺血。除了动脉粥样
硬化，高血压、糖尿病、高胆
固醇、肥胖等疾病，以及吸
烟、长期缺乏运动等不良生活
习惯，也是促发心肌梗死的危
险因素。

在急性心肌梗死发生时，
心脏的某一部分因缺氧而受
损，可能导致心脏功能下降、
心律失常，甚至危及生命，还

会对患者的心理和生活质量造
成重大影响。急性心肌梗死患
者通常会感到胸痛、气短、出
汗等不适症状，部分患者可能
还会出现恶心和呕吐等表现。
及时就医并接受治疗，能够有
效降低心肌损伤的程度，提高
生存率。

经历过心肌梗死的患者，
虽然在急性期经过及时救治，
生命得以延续，但后期的康复
训练同样需要重视。所以，急
性心肌梗死的治疗不仅仅局限
于急救和住院治疗阶段，患者
在出院后还需要进行系统的康
复训练，以促进心脏功能的恢
复和预防再次发作。

身体训练

康复训练通常会根据患者
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设计，
主要包括有氧运动、力量训练

和柔韧性训练等。
1. 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是康复训练的基

础，建议患者在医生的指导
下，逐渐增加运动强度。常见
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骑自行
车、游泳等。研究表明，有氧
运动能够有效改善心肺功能，
促进血液循环，降低心脏病复
发的风险。对于训练初期阶段
的患者，可以从每天10分钟至
15分钟的低强度运动开始，逐
渐增加到每天30分钟，频率为
每周5天。

2. 力量训练
力量训练同样不容忽视，

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提高日
常生活的活动能力。患者可以
在康复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简单的力量训练，如哑铃训
练、弹力带训练等。需要注意
的是，不要做过于激烈的力量
训练，确保动作的规范与安全。

3. 柔韧性训练
柔韧性训练可以帮助改善

身体的柔韧性和协调性，预防
运动损伤。患者可以选择简单
的拉伸运动，如瑜伽或普拉提
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增强身体
的柔韧性，还有助于心理放松。

心理康复

心肌梗死患者在经历了生
死考验后，心理上往往会产生
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此
时，患者可以通过参加心理咨
询、团体支持活动，或者寻求
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来帮助自己
走出阴霾。积极乐观的心态有
助于加速康复过程。

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的生活习惯是预防心
血管疾病的基础，均衡饮食也
是心脏健康的重要保障，调整
生活习惯、坚持健康饮食是康
复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患者
应遵循保持心脏健康的生活方
式，主要包括：

1. 患者应戒烟，限制酒精
摄入，同时保持规律的作息习
惯，避免熬夜和过度疲劳。

2. 控制脂肪摄入，选择健
康的脂肪来源，如鱼油、坚果
和橄榄油，避免饱和脂肪和反
式脂肪的摄入。

3. 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多
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和全谷
物，帮助降低胆固醇和改善心
血管健康。

4. 限制盐和糖的摄入，过
多的盐会导致高血压，而过量
的糖分则可能导致肥胖和糖尿
病。因此，应尽量减少加工食
品的摄入。

5. 保持每天摄入足够的水
分，有助于维持身体正常的代
谢。

定期的健康检查

这也是康复训练的重要环
节，患者应定期到医院进行心
脏功能评估和其他相关检查，
以便及时发现潜在问题并进行
干预。

上述康复训练，有助于急
性心肌梗死患者恢复身体健
康，重拾生活的信心。在坚持
运动、提升心理素质、保持健
康饮食及生活方式的同时，积
极乐观的态度和持续的努力都
是成功康复的关键。总之，急
性心肌梗死后的康复训练是一
个系统而全面的过程，需要患
者、家属与医疗团队的共同努
力。希望所有经历过心肌梗死
的患者都能在康复的道路上坚
定前行，早日重返健康的生活。

（柳州市工人医院心血管
内科 黄小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