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帕金森病患者的日常护理
▲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  王金艳

疝气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疾病，高发于
老年男性。当老年患者出现疝气后，无需过
度紧张，需尽早规范就医，以免病情进一步
发展导致手术难度和手术风险增加。本文介
绍一下老年患者疝气后的护理方法。

疝气概况
疝气，俗称“小肠气”，医学上又称“腹

外疝”。是由于人体先天或后天出现的缺损、
薄弱点、或空隙，导致器官或组织的一部分
离开解剖位置进入其他部位。常发生于大腿
根部及腹股沟区域。患者可以在肚皮下摸到
或看到肿块突出，在平躺、站立、咳嗽、用
力时肿块回落。在肿块凸起时，轻轻用手上
推可以感觉到轻微的阻力，但阻力会立即消
失，并伴有咕噜声。肿块凸起时，患者还会
有明显的坠胀感，并伴随扯痛或胀痛。因腹
股沟紧邻泌尿生殖系统，患者可能会出现尿
频、尿急、夜尿多等问题，如果疝气较大的
话还会对患者的性功能造成影响。另外，发
生疝气后，老年患者的临床症状还有腹胀腹
痛、消化不良、营养不良、便秘严重、抵抗
力下降等。

疝气托带不具有治疗功效
由于对疝气的认知不足，一些老年患者

会佩戴疝气带、疝气托，期望达到疾病治疗
的目的。但由于受年龄影响老年人群的腹横
筋膜会不断老化、脆弱，失去自我修补的能
力，佩戴疝气托带不仅不能促进腹横筋膜的
修补治疗，无法阻止部分组织突破隔离，还
可能使局部组织受到更严重的压迫造成萎缩
或局部粘连，从而增加手术难度。

治疗方法
手术治疗是目前最好的治疗老年疝气最

好的方法，手术治疗分为以下三类。
传统疝修补 如果患者为一般直疝或斜

疝，腹股沟管后壁正常、腹横筋膜没有出现
明显的缺损适用于加强前壁修补法。如果患

者的腹股沟管比较薄弱、腹横筋膜松弛适用
于加强后壁修补法。

无张力疝修补 利用疝补片进行疝修补，
有效缓解患者的术后不适症状，对术后疝气
复发率的降低更加显著。

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 这是目前的首选
方法，同样利用疝补片进行疝修补，但对患
者创伤更小，恢复更快更好。

日常护理
日常饮食 患者日常注意饮食调理，采

取少量多餐方式，避免过饱。日常饮食以营
养丰富且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以免增加胃
肠负担，减轻对疝气的压力。日常饮食需要
煮熟，以温热、软烂为宜，不得使用生、硬、
冷的食物。患者注意增加食用纤维含量高的
食物，如谷物、无辜、麸皮、新鲜的蔬菜水
果等，减少食用容易造成腹内胀气或便秘的
食物，如红薯、煮熟的鸡蛋、豆类、花生、
碳酸饮料、啤酒等。

生活行为 对疝气进行预防和护理的关
键是保证大便通畅，防止便秘。当出现便
秘问题时，排便会更加用力，导致腹内压
升高。老年人群的腹壁比较弱，腹内压升
高可能会造成腹壁损伤，或使疝气向下移
动提高病情的控制难度。预防感冒引起的
慢性咳嗽性疾病同样重要，老年人群坚持
合理的运动锻炼，可以提高身体素质，提
高疾病抵抗力，有效预防疝气的发生。此外，
老年疝气患者不宜进行剧烈运动，不利于
疝气的维护和护理。

心理健康 建议患者保持愉悦、乐观的
心态，提高疾病治疗信心。家属也要给予
更加细致、耐心的护理。

总之，老年人群需要注意日常调理，
确保身体健康，并定期进行体检，可以及
早发现疝气等疾病，并进行及时治疗。老
年患者出现疝气疾病也无需过度担心，及
时就医，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可及早恢
复身体健康。

70 岁的张老爷右侧肢体震颤，且伴行
走不便已经持续 3 年，从右下肢开始，出现
节律性抖动，慢慢累及右上肢，震颤症状大
多在静止状态下出现的，当精神紧张时，症
状加重，行走变得缓慢、笨拙，运动迟缓，
走路时存在起步困难的情况，且面部表情过
于呆板。随后，张老爷子的肢体震颤现象开
始加重，四肢抖动，后入院就诊，经过三个
月的治疗以及辅助调理，相比入院前症状得
到明显改善，行动能力提高。那么，张老爷
得的是什么病？

帕金森病概况
帕金森病是常见的老年人神经退行性疾

病，它的主要特征是表现为肢体或者躯体的
运动缓慢，伴随着有肢体静止性的震颤，肌
肉张力增高。在疾病的中晚期，可能会伴随
有跌倒，或者步态异常，患者会有僵、抖、
倒等特征。同时，患者还会出现非运动症
状，包括患者可能出现嗅觉减退、便秘、
焦虑、抑郁，或者晚上做噩梦、大喊大叫，
并伴随手、脚摆动，这些症状都提醒着可
能患有帕金森。还有一个词是帕金森综合
征，概念涵盖一组疾病，这些疾病都有震颤、
抖动等症状，但由不同病因导致。传统上
所说的帕金森病或原发性帕金森病，指的
是病因不明确，对左旋多巴药物治疗有效
的较为特殊的帕金森综合征。

帕金森病的危害
老年人患帕金森病的影响比较大，会

出现运动迟缓、震颤等症状，不管是哪一种，
都会对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心理伤害  老年人患有帕金森病后会出
现行动不便、肢体震颤等症状，为了避免
他人见笑，可能会不愿意出门社交，将自
己封闭起来，远离生活圈，长时间下去，
不仅症状加重，还会影响心情，甚至引发
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等。

身体伤害  帕金森病患者一般是单侧发

病，慢慢累及对侧的肢体，中晚期后，还
会影响吞咽、发声等，出现失眠、翻身困
难等情况。情况严重者，还会因肌肉挛缩
而卧床不起。

帕金森病的治疗方法

药物治疗  帕金森病采用综合性治疗，
目前还比较缺乏有效的治愈性药物，只有
一些可以缓解症状、起到生活质量改善作
用的一些药物。使用比较多的药物就是多
巴能药物，包括复方左旋多巴制剂，如多
巴丝肼、息宁等药物。还有部分多巴胺受
体的激动制剂可以用于治疗，包括普拉克
索等，这些多巴胺受体激动剂也是比较常
用的一个主打药物。同时，还有 COMT 抑制
剂、抗胆碱能药物等。药物的使用都需要
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般从小剂量开始，
慢慢调整药剂。药物治疗除了改善运动症
之外，还适用于非运动症状的改善，如改
善睡眠的药物治疗、抗抑郁药物的治疗等。

手术治疗  除了药物治疗之外，手术治
疗也是帕金森病的一种治疗方式，主要是
针对晚期的帕金森病，在药物治疗没有效果
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手术治疗的方式。例如，
患者出现十分严重的运动并发症异动症等
这些情况，或者患者出现明显的震颤症状，
使用药物依然无法得到控制，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选择手术治疗。DBS（脑深部电刺激
术）是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一种微创手术
方法，治疗效果比较有效。

康复锻炼  在日常生活中，帕金森患者
进行康复训练十分有必要。患者在专业医
生的指导下，根据医生指定的动作进行康复
训练，这对于缓解症状、恢复病情十分有
帮助。头颈部锻炼是指颈部进行前后、左
右、上下转动训练。面部肌肉的动作锻炼
是对着镜子做夸张的动作，如大笑、挤眼睛、
鼓嘴等。此外，放松和呼吸训练可以锻炼
核心控制能力，有效训练核心肌肉群。

老年人疝气护理有妙招
▲ 四川省彭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蓝忠杰

帕金森病治疗的常见方法
▲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人民医院   周艳娜

说到帕金森病，很多人的印象是来自
于是影视里的形象。在特写镜头里，白发
苍苍的老人，微微颤颤的手，固执地去完
成某个动作，比如拿起水壶想给自己倒杯
热水。但是对于帕金森病的患者来说，不
自主颤动的双手，让这一个看似简单的任
务变得不那么顺利。其实，帕金森病患者
不一定都是会“抖”，“抖”的也不全是
帕金森病。帕金森病是常发于老年人的一
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但并不是说年轻
人就可以放心了。临床统计，帕金森病也
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40 岁以下的帕金
森也不再是少数。如今不论是我们的国家，
还是全世界都无法避免地陷入人口老龄化
社会，像帕金森病这样老年高发的疾病应
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帕金森的症状
帕金森在最初病程非常慢，往往很难

被人注意到，但是随着症状的不断出现，

就基本可以确诊为帕金森病了。
静止性震颤 震颤的发生是帕金森病

早期的表现，早期患者的震颤是不引人注
意的，姿势的变动就会消失，但以后发展
到从一侧手臂的上端，手部开始呈现像是
在数钞票一样的动作，尤其体现在拇指食
指中指。随着病情加重，逐渐蔓延到另一
侧手臂，然后是下肢，晚期更可能会延伸
到头面部。震颤往往在情绪激动紧张时加
剧，睡眠的时候又消失蛰伏。

肌肉僵直 帕金森病的患者失去了身
躯的柔软性，变得好像铅管一样僵直。病
变的早期多自一侧肢体开始。初期感到某
一肢运动不灵活，有僵硬感。并逐渐加重，
出现运动迟缓，甚至做一些日常生活的动
作都有困难。

运 动 迟 缓 就 像 人 们 的 印 象 里 那 样，
一些简单的日常动作对于帕金森的患者来
说，变成了非常困难的运动。肢体运动受
挫，还不是结束，面部肌肉运动的迟缓，

使得他们脸上的表情日渐呆滞，如同带上
面具一样。

护理措施
如 果 我 们 的 至 亲 爱 人 被 诊 断 为 帕 金

森 病， 也 不 要 陷 入 绝 望， 及 时 有 效 的 护
理还是可以帮助他们缓解痛苦的。

首先，家人朋友的理解和关心永远是
抚 平 病 人 痛 苦 的 良 药， 患 者 确 诊 后 的 巨
大 心 理 压 力 是 我 们 要 重 视 的， 当 患 者 出
现 焦 虑 紧 张、 恐 惧 不 安 时， 护 理 的 人 员
一定要及时沟通，做好心理疏导的工作，
增 强 患 者 自 己 关 于 治 疗 的 信 心， 避 免 消
极情绪。

其次，饮食上要了解帕金森病人的情
况，针对帕金森患者会出现的吞咽障碍，
要 选 择 合 适 的 食 物， 以 容 易 消 化 的 流 食
为 主， 避 免 辛 辣 刺 激 的 食 物， 并 保 证 营
养均衡。

再次，康复训练一定要契合患者的病

情， 借 助 康 复 的 仪 器， 在 护 理 人 员 的 帮
助下完成训练。

最后，家庭的支持是患者康复中必不
可 少 的 一 环， 帕 金 森 的 患 者 的 常 常 会 产
生 抑 郁 和 焦 虑 的 情 绪， 如 果 没 有 外 力 的
干 涉， 很 容 易 会 发 展 成 精 神 疾 病， 这 时
候 家 人 的 鼓 励 和 支 持 是 对 患 者 康 复 不 可
或 缺 的 力 量， 只 有 让 患 者 意 识 到 自 己 的
重 要 性， 才 能 更 好 的 激 发 患 者 康 复 的 欲
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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