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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理化因素所致疾病病人的护理

主讲人：XXX



病人，男，18岁，学生。因“高热、意识障碍5h”急诊入院。双

下肢阵发性抽搐，大、小便失禁。病人平素体健，连续多日参加学

校军训。

护理体检：查体：T 41℃，P 130次/min，律齐，BP 

90/60mmHg，深昏迷，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1.5mm，对光

反射迟钝，皮肤干燥，双肺呼吸音正常，未闻及干、湿啰音。        

导入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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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患者最可能发生了什么情况?

2.该患者应采取哪些急救措施?

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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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目标：

1.掌握中暑病人的临床表现、现场急救、院内急救措施。

2.熟悉中暑病人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3.了解中暑的定义、主要护理诊断/问题。

能力目标：能识别细菌性食物中毒病人的病情变化, 为病人实施正确的护理措施。

素质目标: 具有奉献精神和团队协作意识。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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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 中暑病人的临床表现、护理措施。
难点
• 中暑的临床表现、治疗。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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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暑 是指人体在高温环境下，由于水和电解质丢失过多散热功能障

碍所引起的以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的热损伤

性疾病。它是一种威胁生命的急症，可因中枢神经系统和循环功能

障碍导致永久性脑损害、肾衰竭甚至死亡。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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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体产热增加 在高温或在强热辐射下从事长时间劳动机体产热增加，容易发

生热蓄积，如果没有足够的防暑降温措施就容易发生中暑。

2. 机体散热减少 在湿度较高和通风不良的环境下从事重体力劳动可发生中暑。

3.机体热适应能力下降 热负荷增加时机体会产生应激反应，通过神经内分泌的

各种反射调节来适应环境变化，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当机体这种调节能力下降

时，对热的适应能力下降，机体容易发生代谢紊乱而发生中暑。

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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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史

• 重点询问患者是否存在引起机体产热增加、散热减少或热适

应不良的原因，如有无在高温环境中长时间工作、未补充水

分等情况。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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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体状况

1.先兆中暑 

• 在高温环境下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大汗口渴头晕头痛注意力

不集中、眼花耳鸣、胸闷、心悸、恶心、四肢无力、体温正常

或略升高，不超过 38℃。及时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安静休

息，补充水、盐，短时间即可恢复。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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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体状况

2.轻症中暑 

• 除上述先兆中暑症状加重外体温升高至38℃以上早期出现面色

潮红、苍白大汗淋漓、皮肤湿冷、脉搏细速、血压下降、心率

加快等循环功能紊乱表现。如进行及时有效处理，可于数小时

内恢复。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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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体状况

3.重症中暑 

• 根据热损伤因素作用于机体引起的特定病理生理表现，或者是

热致疾病进展过程中特定器官或系统的受损表现，重症中暑又

可分为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但临床上难以严格区分可单

独或合并存在。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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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体状况
3.重症中暑-热痉挛

• 在高温环境下强体力作业或运动，大量出汗造成水、

钠大量丢失，过量补充水而未补充盐，造成低钠、低

氯血症，导致骨骼肌痉挛伴疼痛。

• 尤以腓肠肌痉挛最为多见，常呈对称性和阵发性。

• 病人意识清楚，体温多正常。

• 热痉挛可以是热射病的早期表现。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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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体状况
3.重症中暑-热衰竭

• 是最常见的类型。

• 常发生于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疾病病人。

• 为机体对热环境不适应引起水钠丢失过多使循

环血容量不足所致。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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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体状况
3.重症中暑-热射病

又称中暑高热，是中暑最严重的类型。分为劳力性和非劳力性两种类型。

 劳力性热射病

• 多发生于青壮年人。

• 为在高温、高湿或强烈的太阳照射环境中作业或运动数小时所致。

• 约50%病人大量出汗，心率160～180次/分、脉压增大，可发生横纹

肌溶解、急性肾衰竭、肝衰竭和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病死率高。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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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体状况
3.重症中暑-热射病

 非劳力性热射病

• 多见于老年、体弱或有慢性疾病的病人。

• 在拥挤和通风不良环境中持续数日所致。

• 病人可有谵妄、昏迷、抽搐、瞳孔缩小等表现。

• 严重者出现休克、心力衰竭、脑水肿、肺水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急性肾功能衰竭、轻中度DIC，常在发病后24小时左右死亡。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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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体状况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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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辅助检查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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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血液生化检查可有低钠、低钾。

2.尿常规检查 出现急性肾衰竭血肌酐、尿素氮升高；合并横纹肌

溶解可见血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升高。

3.其他检查 心电图、胸部X线、超声、CT、MRI等。



（五）治疗要点

1.现场急救：

 先兆及轻症中暑：

• 立即将患者安置于阴凉、通风的环境中平卧休息口服淡盐水或含盐

的清凉饮料。对有循环功能紊乱者，可静脉补充5%葡萄糖盐水，密

切观察，直至恢复。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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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治疗要点

1.现场急救：

 重症中暑：

• （1）快速、有效、持续降温

立即脱离热环境、快速测量体温、积极有效降温。

• （2）液体复苏

• （3）气道保护与氧疗

• （4）控制抽搐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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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治疗要点

2.转运急救

• 转运后送指征：①体温>40℃。②行降温措施（转移至阴凉地方、

冷敷、促进空气流动等体外降温措施等）持续 5min 后体温仍

40℃。③意识障碍无改善。④缺乏必要的救治条件。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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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治疗要点

3.院内急救

• 早期有效治疗是决定预后的关键。有效治疗的关键点为迅速降低

体核温度、血液净化、防治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1）目标温度管理

（2）循环功能监测与管理 

（3）血液净化

（4）其他 

护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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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护理诊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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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温过高 与环境温度过高有关。

2.体液不足 与高温环境下水电解质丢失引起血容量不足有关。

3.急性意识障碍 与头部温度过高有关。



护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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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人体温降至正常。

2. 病人体液补充及时。

3. 病人意识恢复。

4. 病人无并发症发生。

5. 病人了解中暑的预防方法及紧急处理措施。



护理措施

一、病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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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生命体征 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意识、面色、四肢末梢循环、中心静脉压、尿量

及尿比重等变化。持续监测体核温度，至少10min测量一次。通过观察末梢循环情况确定

降温效果。

2.观察补液过程 正确补液，防止补液过量而引起肺水肿和低钠血症。

3.横纹肌溶解的观察 深茶色尿和肌肉触痛往往提示横纹肌溶解。

4.监测凝血功能 发病24h可出现凝血障碍，常见于48~72h，严密监测凝血酶原时间、凝

血活酶时间、血小板计数和纤维蛋白原，以防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发生。



护理措施

二、高热病人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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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腔护理 防止感染与口腔溃疡发生。

2.皮肤护理 高热大汗者应及时更换衣裤及被褥，保持皮肤清洁卫生，定时

翻身，防止压力性损伤的发生。

3.高热惊厥护理 应置病人于保护床内，防止坠床和碰伤，惊厥时注意防止

舌咬伤。



护理措施

三、呼吸道管理
• 保持气道通畅，及时清理呼吸道分泌物，充分供氧，做好机械通气

治疗患者的护理。

四、心理护理
• 对病人及家属进行心理疏导与支持，缓解其紧张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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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康教育

1.大量饮水，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在高温天气里，不应等到口渴时才喝水。如果

需要在高温的环境里进行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至少每小时喝2~4杯凉水

（500~1000ml）。不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以免导致失去更多的液体。同

时，还应避免饮用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胃部痉挛。

2.注意饮食及休息，少食高油、高脂食物，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保证充足

的睡眠。

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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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教育
3.高温天气里应尽量在室内活动；户外活动时穿着合适的衣服并涂
抹防晒霜，活动时间最好避开正午时段，尽量将时间安排在早晨或
者傍晚。

4.锻炼自己的耐热能力，学会适应热环境。

5.中暑患者恢复后，数周内避免在阳光下剧烈活动。

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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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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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体温是否下降；

 体液补充是否充足；

 意识状态是否恢复；

 是否有并发症的发生；

 是否知道中暑的预防方法及紧急处理措施。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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