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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俗称脑溢血，因其发病率高，
病情异常紧急，致死率较高，近年来受到越
来越多关注。现代医学针对脑出血患者主要
采用传统手术为主，但术后并发症较多，患
者很大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认知、语言以及
相关运动障碍，并且这个病比较容易复发，
每次复发都会加重病情。因此，患者的术后
护理就显得极为重要。那么，针对患者到底
如何护理呢？接下来本篇文章就为大家科普
一些脑出血护理的相关知识。

脑出血的常见病因及诱因
脑出血是非外伤性脑实质内血管破裂引

起的出血，根据病因可分为原发性脑出血和
继发性脑出血。

病因  原发性脑出血是由于原发性血管
病变所导致的脑血管破裂、血液外溢、刺激
脑组织引起的脑出血。常见的原发性脑出血
是由高血压、脑血管畸形等引起的脑出血。
其中，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是原发性脑出血
的常见原因，多发生于中老年患者。

继发性脑出血是由于外部原因导致的脑
出血，常见的有外伤所导致的脑出血、脑梗死
后引发的脑出血、血液疾病所导致的脑出血等。

诱因  1. 情绪波动：经过调查研究，临
床上近 30% 的患者在发病前是因在短期内经
历了过度悲伤、兴奋或是愤怒、恐惧等。

2. 不良生活习惯：过度吸烟人群相较于
一般人群的血管脆性更高，在发生情绪波动
时更易发生血管破裂，进而引发脑出血。长
期过度饮酒很有可能会引起脑血管的条件变
差，更易发生脑出血。此外，由于脑出血还
与血液黏度有关，经常缺乏运动、过度疲累
容易导致脑内的血液黏度过高，引发脑出血。

脑出血患者的护理要点
针对昏迷患者护理  脑出血患者易出现

昏迷症状，因此，医护人员以及家属应当时
刻观察患者的病情，并且要保持患者呼吸通

畅，针对突发情况随时做好抢救准备。在日
常护理时，要将患者头部偏向一侧，防止口
腔分泌物堵住呼吸道造成呼吸阻塞。每天要
给患者进行 2~3 次的口腔护理，如果患者昏
迷并用口部呼吸，则应该用湿纱布盖住患者
的口鼻，以防发生腮腺炎或者呼吸道感染。

一般护理  脑出血患者的一般护理常见
要求是患者绝对卧床休息，将患者头部垫高，
可用冰袋冷敷患者头部防止再度出血。家属
人员要尽量减少对患者的探望，减少对患者
的刺激，保持室内通风。

预防并发症的相关护理  一是由于患者
长期卧床，营养较差，身体消瘦，很有可
能会引发褥疮。因此，应当每隔 3~4 小时
给患者进行翻身，并且给予患者受压处局
部热敷或是按摩，保持患者床铺清洁干燥，
并且要定期更换床单被罩等。二是患者意
识丧失，有痰的情况下不能及时咳出，容
易引发吸入性肺炎，应当将患者的脑部偏
向一侧，便于口中黏痰排出，针对痰多的
患者要每天吸痰。

心理护理  脑出血患者常伴随着情绪低
落、抑郁、烦躁易怒等情绪，这就需要医护
人员和家属积极与患者沟通，及时了解患者
的心理需求，给予安慰和鼓励，帮助患者及
时摆脱不良的心理情绪，使其有信心与决心
克服病情。

康复期的相关护理  当患者病情稳定后
可以让患者进行简单的肢体锻炼、按摩等，
也可以让患者进行一些简单的发音，让患者
跟读录音磁带，逐步恢复语言功能。出院后，
日常饮食要保持清淡，在家属陪同下可以进
行一些简单体育锻炼。在往后日常生活中，
脑出血患者要尽量做到戒烟、戒酒，保持情
绪稳定，这有利于病情的进一步稳定，降低
疾病复发率。

希望医护人员和家属根据以上护理方
法，预防脑出血患者并发症的发生，增强患
者信心，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高血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再熟悉
不过的慢性病了，可能我们身边就有很多
人正承受着高血压带来的痛苦。但是大多
数人对高血压的认知还仍处于误区内，你
对高血压了解多少呢？对此，下文将详细
讲述高血压的误区以及常见的治疗方法，
让更多人远离血压控制不好带来的不适。

高血压的误区
误区一：降压药物有副作用
很多患者因为降压药物会对肝肾功能

造成损害，因此减少药物剂量或者不按照
医嘱服药。事实上，药物副作用对身体造
成的伤害远远小于高血压对机体造成的伤
害，而且目前临床上很多降压药物还会对
肾脏起保护作用，例如，利普类，沙坦类等。
因此，广大高血压人群不要因为药物的副
作用而更改药物剂量。

误区二：血压正常就停药
你的身边是否也有很多人当头不晕、

血压控制正常后就停药呢？事实上这样
做是不正确的。首先，对于大多数患有
高血压的人群来说是没有症状的，但是
没有症状不等于疾病没有危害；其次，
即使血压暂时得到控制，但是停药后会
导致血压出现变化，如此反复容易诱发
心脑血管疾病。

误区三：降压药不要吃太早
很多人即使被诊断为高血压

也因为各种原因而推迟服药时间。
事实上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近年
来， 随 着 大 家 饮 食 结 构 及 生 活 方 式
的改变，高血压已经呈现年轻化，
高血压一旦确诊要及时根据医嘱服
用降压药，避免对心脑血管造
成影响。

误区四：血压降越快越好？
很多人在得知自己患高血

压后就会通过各种方法想快速

将血压降至正常水平，但是这种做法是错
误的，降压过快或者血压过低很容易引发
晕倒，对血压控制以及身体健康起着相反
的作用。

高血压的治疗办法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主要维持血压

平衡的方法为服用降压药。由于个体存在
差异性以及年龄、高血压的严重程度有所
不同，所以建议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在
医生的指导下根据高血压分期服用相应降
压药物，要加强用药管理，按医嘱服药，
不要擅自更改药物剂量或更换药物。不仅
如此，要定期监测血压的变化，做好记录，
有利于医生对患者病情的评估；并且定期
去医院进行检查，了解药物治疗高血压的
效果以及分析疾病是否对其他器官或系统
造成影响，对于所有高血压患者来说，积
极药物治疗的同时也要改变生活方式，注
意戒烟戒酒。在饮食上调整饮食结构，限
制盐的摄入，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养
成良好的生活及饮食习惯。

以上就是有关高血压误区及治疗的常
见知识，但是有关高血压的误区还有很多，

对于高血压患者及家属来说
要加强生活中各方面的

护理，共同维护血压
平衡，改善患者生
存质量。

脑出血患者该如何进行护理
▲ 河南省宁陵县中医院 潘青

收藏 ! 高血压的误区和治疗办法
▲ 河南省邓州市人民医院  杜雅鹤

高血压是现代常见的慢性病，主要特
征为收缩压和 / 或舒张压升高，可引起靶器
官功能损害，也是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
因素。目前我国高血压疾病的发生率逐年升
高，《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21》
显示，我国高血压患病人数约为 2.45 亿，
由此可见我国高血压疾病防治形势严峻。高
血压患者日常生活中需要加强疾病管理，尤
其是用药、饮食、运动等方面，做好血压监
测，从而有效控制疾病进展，降低高血压并
发症的发生率。本文将针对高血压患者的注
意事项展开分析。

健康饮食
目前临床研究指出，食盐摄入量对于

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有着直接影响，若每
天食物中食盐摄入量≥ 15g，高血压发生风
险升高 10%，若食盐摄入量≥ 18g，那么发
生风险将升高 30%。我国居民食盐摄入量远
高于国际水平，且农村地区高于城市水平，
远超过WHO提倡的每日食盐摄入量≤5g的
水平。因此高血压患者需要遵循低盐饮食原
则，少摄入腌制食品例如酱菜、腊肉、腊鸡

等食物，合理控制食物中的钠盐添加量，从
而有效控制病情。

图 1 高血压患者饮食推荐
高血压患者还需要少摄入高糖食品，

尤其是巧克力、冰淇淋、蛋糕等食物，这些
容易导致血液黏稠度升高，从而导致循环阻
力升高，引起血压水平升高。对于高血压患
者来说，需要合理搭配饮食，选择高维生
素、高纤维素的新鲜蔬果。肥胖是高血压的
重要危险因素，因此需要合理控制高脂食物
摄入，尤其是各种动物油脂、动物奶油、动
物内脏等食物，每天新鲜牛奶摄入量不能超
500 ml，每天肉类摄入量≤75g，以瘦肉为主，
可以多摄入鸡肉、虾类等食物；需要多食用

苹果、大蒜、韭菜、山楂等降脂食物；可以
多食用高钾食物，例如豆类、黑枣、核桃、
花生、土豆、瘦肉等食物，有助于新陈代谢，
降低血脂水平。

适当运动

适 当 运 动 有 助 于 促 进 新 陈 代 谢， 改
善 血 糖、 血 脂、 血 压 水 平， 同 时 有 助 于
提 高 身 体 素 质， 因 此 高 血 压 患 者 需 要 适
量 运 动。 有 氧 运 动 是 首 选 运 动 方 式， 例
如 游 泳、 慢 跑、 骑 自 行 车 等， 老 年 高 血
压 患 者 可 以 进 行 八 段 锦、 太 极 拳 等 有 氧
运 动。 在 运 动 时 需 要 注 意 温 度 以 及 身 体
耐 受 情 况。 冬 季 由 于 天 气 寒 冷， 血 管 容
易 收 缩， 在 运 动 时 要 注 意 保 暖， 避 免 着
凉，尤其是老年患者，需要穿戴好帽子，
降低脑出血的风险。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高血压患者需要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戒烟戒酒、早睡早起。高血压患者长期熬夜，
容易导致精神恍惚、情绪波动。在日常生活

中，患者需要保持心情平稳，情绪波动、易
怒易躁容易诱发血压升高，导致头晕头痛，
甚至诱发脑出血。

合理用药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合理用药具有
重要意义，可以维持血压稳定，减少高血
压并发症的发生。但从实际调查来看，高
血压患者的用药依从性较低，导致血压达
标率下降，尤其是老年高血压患者，普遍
存在漏服错服、随意更改药物的情况。因
此药学服务需要加强，患者尤其是合并基
础疾病的高血压患者，需要遵医嘱用药。
用 药 效 果 不 佳 的 患 者， 需 要 及 时 咨 询 医
师， 更 换 药 物 种 类 或 采 取 联 合 用 药 的 方
式，不能私自更换药物或增加服用剂量。
高血压患者需要定期测量血压，1 天至少
1 次，最好在清晨或睡前进行，若出现头
晕头痛的症状，需要及时进行血压监测并
做好相关记录。若有不适症状需要及时就
医，避免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发生，定期随
访复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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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血压出现变化，如此反复容易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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