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种救命药

到底该咋用
在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预防和

急救中，有三种药，我们最为熟悉：阿
司匹林、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到底
急救时该用哪个？很多人都说不清
楚，今天一篇文章全都解释清楚了。

阿司匹林：空腹服最好

阿司匹林与青霉素、安定同列为世
界三大经典药物，贡献在于大大降低了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与死亡率。阿司
匹林的临床运用，主要是预防和治疗，
就是已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和极可能
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最适合用。

阿司匹林什么时候用？一般是晚
上空腹时服用效果最好，有明显胃肠
道反应的可早饭后服用。

阿司匹林几小时才起效，不能救
急。对于急性心梗，阿司匹林起效比
较慢，至少几个小时。

如果身边没有其他急救药，只有
阿司匹林，服用的剂量应是300毫克，
而不是随便服下“两片”。

另外，急救时为了加快吸收效
果，嚼碎服用比“喝水吞下”更有用。

速效救心丸：胸闷时服用

速效救心丸是治疗冠心病、心绞
痛的急救药，具有预防、治疗和急救
三重功效。主要是应急时使用，冠心
病高危人群必备。速效救心丸能抗心
肌缺血、保护心脏、降低血黏度、解痉
镇痛，也可在医生指导下服用，用于
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出现胸闷、心前区不适、左肩酸
沉等先兆症状时，可以迅速含服速效
救心丸，切不可等典型的心绞痛发作后
再含服。因为每一次心绞痛发作，都会
对心脑功能造成严重损害，在有先兆症
状时及时服药，能够取得更佳效果。

一般服用后几分钟就能生效，可
以防止猝死。但速效救心丸只是应急
用药，不能从根本上治疗疾病，症状
缓解后应尽快就诊。

速效救心丸适合舌下含服法，药
物有效成分通过舌下黏膜吸收，可迅
速进入血液循环，为更快地发挥药
效，还可先将药丸咬碎后再置于舌下
方。若连服两次症状不缓解，要及时
将患者送往医院。

硝酸甘油：突然胸痛时服用

硝酸甘油片是冠心病人的常备
药，它能迅速缓解心绞痛，能急救，关
键时候能救命，是冠心病必备救命
药！但硝酸甘油能有效缓解的是一种
病——— 心绞痛！其他心脏疾病用它不
救命反而可能会更伤身！所以，要对
症下药，不要盲目用药。

冠心病典型心绞痛为阵发性胸
闷、憋气、胸痛，出现在胸骨后，可放
射到心前区和左臂。

心绞痛的部位有时会发生“偏
离”，出现在上腹部或放射到颈、下
颌、左肩或右前胸。发作时可能感觉
压榨痛或闷胀，甚至感到窒息伴有濒
死的恐惧感，此时可用硝酸甘油。

含服硝酸甘油时，坐着效果最
好。坐位含服比躺着、站着都好，体位性
低血压会引发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晕、
低血压，甚至晕厥症状；若含服时采取
平卧位，可因回心血量增加，导致加重
心脏负担，从而影响疗效。

若含服3次后病情不能缓解，不可
继续含服硝酸甘油片，需及时呼叫
120，而且不能随意搬动病人。

最后，总结起来就是3句话：阿司
匹林主要是预防和治疗使用，能大大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速效救心丸可以在应急时使用，
冠心病高危患者可随身携带。

硝酸甘油主要是急救时使用，关
键时候能救命，冠心病患者必备！

小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如意

二孩妈妈压力过大导致抑郁

“我怎么活都不对！”一位济南二孩妈
妈道出了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那句话。这是
一位38岁的职场女性，同样也是两个孩子
的母亲。外表上看来她总是很平静，其实内
心早已千疮百孔。

1年前，胡女士的二孩宝宝出生了，本
来是喜事，胡女士却感到压力倍增。孩子没
日没夜哭闹，家人不理解，自己体形外貌发
生变化……日复一日，这些就像大石头一
样压得她喘不上气来。

后来，胡女士休完产假回单位上班，本
来以为能换个心情，却发现自己变得更痛
苦了，总感觉有忙不完的工作，回到家还要
照顾孩子。本就压力倍增，胡女士还一度受
到领导的指责。“我怎么活都不对！”面对陈
修哲，胡女士终于说出这句让她痛苦万分
的话。

“抑郁症虽然有各种表现形式，但很多
时候却是患者的一种自我体验，一个抑郁
症患者有可能会面带笑容、正常上班、维持
一般性工作，但内心可能已经充满了焦虑
与绝望。”陈修哲说。

对感觉持续心情低落的人，陈修哲建
议去医院进行心理健康查体，因为在他接
触的患者中，绝大多数已是中重度患者。在
最初出现症状时，这部分患者及其亲人并
没重视并进行早期干预，从而耽误了治疗。

要学会调节控制情绪

陈修哲表示，对于职场人士来说，工作
应激频度和强度、职业优越感、能力、经济
状况、对权力的看法等成为影响他们情绪
的主要因素。

同样面对压力，为什么有人能很好地
缓解，有人却越积越深导致疾病发生呢？陈

修哲解释说，这首先与人对压力的认识有
关。有人把压力当成动力，挑战压力在他们
看来是一种自我促进。而有人恐惧压力，不
能正确对待反而被压倒。其次，这还与人的
自身免疫力及是否科学应对压力有关。

在陈修哲的门诊中，有位高中学生因
为一次考试失误引发心理障碍。“他是个完
美主义者，对自己的学习高标准严要求，因
为一次考试失误，便一直控制不住地想这
件事，对试卷、作业反复检查，逐渐形成强
迫性思维。”陈修哲说。

这其实就是他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压
力而形成的。陈修哲表示，如果不能很好地
缓解压力，久而久之，压力就变成了消极情
绪，这对健康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这需要随时意识到并控制调节好情绪
反应，要能超然解脱。否则，容易发展为职
业倦怠———“枯竭综合征”，进而引发心理
和躯体疾病。

“80%的焦虑、抑郁是由压力引起的。”
陈修哲说，很多人经常感到疲惫、头疼脑
胀、恶心、心慌气短、睡眠质量差等，这并不
是真正的躯体疾病带来的，而是焦虑抑郁
情绪在作祟。一旦这些症状影响到工作和
生活，那其实就已经发生心理障碍了。

压力过大导致失眠怎么办

面对压力、负面情绪，我们该如何管
理呢？“患者首先不应排斥压力带来的症
状，要顺其自然，做感兴趣的事如运动来
转移注意力，你会发现，专心做其他事情
的时候，症状往往不会那么明显甚至会消
失。”陈修哲说。

此外，改变压力来源。分析压力的来
源和问题的核心，将压力因子逐步击破，
不要让压力累积，必要时可以寻求帮助。

“沟通是缓解情绪的必要工具，能疏通我
们心中的死结。”陈修哲说，我们可以让
自己成为善于沟通，做事果断的人，还应
该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培训、发展自
己。

我们的思维决定了情绪和态度。还可
以对自己的思维进行改造。建立积极的生
活态度、改变不切实际的信条、避免使用
消极词语、保持积极的心理暗示等。

对于如何缓解不良情绪，陈修哲介
绍，平时我们可以通过倾诉、写日记等方
式适度宣泄，把不良情绪释放出来，从而
使紧张情绪得以放松缓解。也可以关注使
自己愉悦的事情，不去想烦恼事。

对于压力大导致的失眠问题，陈修哲
表示，可以尝试以下几点。1、规律作息：保
持生活规律，是睡眠的基本保障。2、清空
大脑：让自己放松下来，准备进入休息状
态。3、不要担忧明天的事情。4、睡前不要做
刺激的事：睡前至少1 . 5小时内不做容易
引起兴奋的脑力劳动或观看容易引起兴
奋的书籍和影视节目。睡前2小时不要剧
烈运动。5、睡前不要大吃大喝或进食不易
消化的食物。6、室内环境适宜，睡前听点轻
音乐有助于进入放松状态。7、午休不宜过
久，特别是夜间睡眠不好的人群。

陈修哲提醒，如果情况较复杂、严
重，应该尽快寻求专业心理卫生专业人
员的帮助。

眼球疼，竟是传输视觉信号的“电线”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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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由山东省心理咨询中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主办的“心灵
驿站”心理健康公益讲座，走进济南能
源集团所属济南能投集团山东德和地
热开发有限公司，山东省精神卫生中
心主任医师、精神一科主任陈修哲为
该公司员工带来一场主题为《健康心
理 快乐人生》的心理健康讲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焦守广

亮亮是个聪明的小男孩，今年9岁了，
平时视力很好，但这两天眼睛不红不肿，看
东西就是不清楚，眼球转动时还有点疼痛。
妈妈赶紧带他到医院就诊，当时双眼视力
只有0 . 2，医生检查后诊断为“视神经炎”。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解孝锋
主任介绍，如果把眼球比作照相机，视神经
就是将视网膜获得的图像信息传递到大
脑，从而产生视觉的“电线”。有时，眼球明
明是好的，怎么就突然看不见了？答案可能
是“电线”出了问题。

视神经炎是一种常见的视力丧失眼
病，目前来说，除了一些儿童会因为感冒等
发病外，成年人患自身免疫性疾病、感染病
原微生物也会发病，更多情况查不出具体
病因。

视神经炎症状有很多，如视力模糊或
视力暗；盲点，尤其是中央视野有盲点；眼

球运动便会疼痛；头痛；突然失明；夜视力
受损；敏感度受损。

解孝锋提醒，儿童视神经炎的典型症
状为视力急剧下降与眼球压痛。患儿眼球
外观无明显变化，只有在视力完全丧失时
才出现瞳孔散大，一般情况下仅为瞳孔对
光反射不持久。因此，如果小儿患急性传染
病后，诉说视物不清或出现目光呆滞，家长
应考虑到视神经炎的可能，并及时带孩子
去看医生。

临床上将视神经炎分为视神经乳头炎
和球后视神经炎两种。前者除有眼压痛、视
物不清外，诊断主要依据眼底变化情况；后
者除视力下降外，眼底可完全正常。一般而
言，儿童患的视神经炎多属于视神经乳头
炎，球后视神经炎较少见。

视神经炎既可单眼发病，也会双眼发
病。一旦确诊，首先应针对病因治疗。其次，
选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往往能使病情迅速
得到控制，且既可通过口服或静脉给药，又

可进行眼球后注射。另外，还要配合血管扩
张剂、能量合剂、维生素类药、针灸以及中
药益视疏肝汤促进恢复等方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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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跟跟““压压力力山山大大””说说拜拜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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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神经就像“电线”一样传输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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