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了解“心肌梗死”吗？
▲  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  李悦鑫

心肌炎是一种心肌的炎症性疾病，它
是由于许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心肌炎，会
使得心肌的功能受损，心律异常。心肌炎
的致病因素有感染性和非感染性两方面，
通 常 情 况 下 感 染 性 因 素 造 成 的 心 肌 炎 偏
多，甚至小感冒也会严重到导致心肌炎。

新冠疫情管控放开后，很多人都成了
“小阳人”，其中心慌乏力、胸闷气短的
患者还很多，虽然大家对新冠这种传染病
有一定地认识了，但还是会担心它会诱发
心肌炎，毕竟感染是心肌炎主要的致病因
素嘛！然而这种情况就是心肌炎了吗，接
下来我们去认识心肌炎吧！

心肌炎的病因
心 肌 炎 确 确 实 实 是 心 肌 的 炎 症 性 疾

病，它的致病因子众多。基本病因中最常
见的病毒性感染，例如细菌、真菌、螺旋
体、蠕虫等可导致心肌炎，另外也有非感
染性因素，例如药物、毒物、放射、血管
炎等也可导致心肌炎。诱发因素也是存在
的，例如平时身体健康、无基础器质性疾
病的青壮年多见，急性感染、过度劳累等
容易诱发心肌炎。

除了这些致病因子外，还有一些情况
能够加重心肌炎，例如熬夜和不规律的生
活作息也会使心脏的正常代谢受到影响，
减弱对感染和不良应激的防御能力。

因此，但凡是感冒、“阳了”、发烧
等身体状态不好时，医生或者关心我们的
人都是会建议我们好好休息的，这些都是
情有可原的。

心肌炎的症状
心 肌 炎 发 生 后， 可 能 会 存 在 心 慌 乏

力、胸闷气短的情况，但是并不代表发生
这种情况后就一定是心肌炎了。心肌炎的
症状轻重不一，病情的严重程度也会不一
样，轻度的患者可能无感觉，重度病患可
能产生心力衰竭，严重心律猝死等情况。
当 然 多 数 感 染 者 前 期 1~3 周 内 可 能 会 存

在感冒的现象，例如发热、倦怠感、肌肉
疼痛等。平时体格健壮，没有基础病的患
者出现心慌，胸闷胸痛、呼吸困难、乏力
等症状后要引起重视了，必须及时就医进
行检查。

心肌炎的治疗

心肌炎的治疗要因人而异，视情况而
定。一般情况下，轻度心肌炎可以通过休
息、 清 淡 饮 食， 经 过 1 个 月 左 右， 可 以
自愈。但是比较严重的心肌炎就没有这么
轻松了，要对症治疗。

心肌炎的治疗原则包括：卧床休息，
合理饮食，保证充分热量供给；维持水、
电 解 质 与 酸 碱 平 衡； 及 时 氧 疗 及 呼 吸 支
持，预防和治疗并发症。这里要特别重视
暴发性心肌炎治疗，它的进展是非常迅速
的，早期死亡率很高，真正体现了和死神
赛 跑 抢 救 生 病 的 那 种 惊 心 动 魄。 心 力 衰
竭、心律失常、休克和其他种类病患的心
肌炎，这些情况都有不同治疗办法。

如何预防心肌炎？

心肌炎总喜欢“盯上”年轻人，主要
是由于他们经常熬夜加班，超负荷工作，
不注意休息，抵抗力很容易下降，病毒感
染后，免疫力会过度反应，进而伤害到心
肌细胞。可见咱们要注意预防，身体的预
防很重要，平时注意休息，合理运动，避
免长期疲劳，注意好卫生以免细菌感染，
注意合理膳食，同时关注好自己身体的变
化，遇到身体异常后要及时就诊。

结束语

尽管心肌炎很可怕，但是我们要树立
正确的观念，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对于
身体的变化不要手忙脚乱后自己吓自己，
要科学就诊，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我们
要理性地认识心肌炎，平时加强身体锻炼，
合理饮食，注意劳逸结合，保持身心健康。

慢性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呼吸道慢性
炎症，发病原因复杂，是常见的呼吸道
疾病。其临床表现为气短胸闷、咳嗽、
喘息，且反复发作，疾病初期症状表现
不显著，常被误认为感冒或伤风。治疗
慢性支气管哮喘的正确方法是，将病源
切断，防止病情发展变得更加严重。接
下来，重点科普治疗慢性支气管哮喘的
常见方法。

药物治疗方法
药物治疗慢性支气管哮喘分为两类。

如下：
控制类药物  控制类药物需要患者坚

持每天使用。这类药物通过抗炎使患者处
于良好的临床状态，常见的药物包括吸入
性糖皮质激素、缓释茶碱、受体激动剂
ICS、白三烯调节剂等。

缓解类药物  缓解类药物主要为急性
发作期使用的急救型药物。这类药物可以
使支气管痉挛迅速解除，从而使哮喘症状
得到缓解，常见的药物包括吸入性抗胆碱
能药物、全身性激素药物、受体激动剂
SABA、短效茶碱等。具体功效和治疗方法
如下：

抗感染：通过抗生素类药物进行抗
感 染 治 疗， 具 体 药 物 选 择 需 基 于 患 者
的 病 情 和 感 染 的 病 菌， 以 及 药 敏 试 验
结 果； 口 服 抗 生 素 适 用 于 病 情 较 轻 的
患 者， 静 脉 注 射 和 肌 肉 注 射 抗 生 素 适
用 于 病 情 较 重 的 患 者； 同 时 注 意， 如
果 窄 谱 抗 生 素 单 独 使 用 能 获 得 显 著 的
治 疗 效 果， 就 避 免 食 用 广 谱 抗 生 素，
防 止 造 成 耐 药 性 或 二 重 感 染， 给 疾 病
治疗增加难度。

镇咳祛痰：在哮喘急性发作期，抗
感染治疗的同时还需要使用镇咳祛痰类药
物，改善相应症状；在迁延期为了消除不
适症状，需长期坚持服用此类药物；常用
的镇咳祛痰类药物有维静宁、氯化铵合
剂、溴已新等，以及常见的具有止咳功效

的中成药物。同时注意，不能食用可待因
等强镇咳效果的药物，防止造成呼吸道阻
塞问题加重，造成多种并发症，加重患者
的病情。

解痉平喘：患者在急性发作期会出现
呼吸困难的问题，此时需要使用解痉平喘
类药物。常见的药物类型包括气道舒张剂
及皮质激素，则可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选
择适宜药物。经过长期治疗后，患者的肺
部功能不一定有所改善，但解痉平喘类药
物具有缓解症状的作用，可以显著提高患
者的活动力。

吸入性治疗方法
雾化疗法  雾化治疗适用于经常出现

气道不顺畅、多痰、咳嗽重等症状的患
者。患者吸入添加适量复方安息香酊的湿
化气雾，可以使气道中的分泌物得到有效
稀释，可以使痰液顺利排出。若患者的痰
液过于黏稠，可使用超声雾化，并将适量
的痰液稀释剂及抗生素加入雾化药物中，
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使患者的症状得到
有效缓解。

负氧离子疗法  患者将负氧离子吸入
体内后，可以促进气道黏膜上皮纤毛的
运动，提高呼吸酶的活性，使肺泡的分
泌能力加强，肺部提升换气功能，从而
使支气管痉挛得到缓解，同时，肺活量
增加可以使呼吸频率得到改善，实现镇
咳平喘的作用。另外，负氧离子还能促
进鼻黏膜上皮细胞再生，使鼻粘膜的分
泌能力得到恢复。

慢性支气管哮喘疾病非常常见，随
着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治疗方法不断
增加，治疗效果显著，但是当前还不能
彻底治愈。因此，患者在积极配合治疗
的过程中，还需要进行积极预防和控制，
以营养均衡的膳食改善体质，积极参加
有氧运动改善肺部功能、提高抵抗力，
改善居住环境、避免呼吸道疾病，从而
减少哮喘的发作频率。

心慌乏力、胸闷气短  不会是心肌炎吧？
▲  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 / 郑州大学华中阜外医院 冠心病重症监护室   王伯乐

科普慢性支气管哮喘的治疗方法
▲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磐石镇卫生院  田秦彪

有一种病来势汹汹，死亡率也很高，一
旦发生会让你措手不及，这就是心肌梗死。
心肌梗死会导致心肌细胞大量死亡，且不可
恢复，是最危重的心脏疾病。下面带大家了
解什么是心肌梗死。

心肌梗死表现
心律失常  很多心梗的患者在发病前，

都会有间歇性心律失常的症状。并且还会在
心梗发生后的 1 至 2 周内，出现心跳加速的
现象。如果大家在出现这些情况时，应该尽
快到医院进行检查，防止病情加重。

胸口闷痛  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胸痛、胸
闷气短，还往往伴有烦躁不安、大汗淋漓、
头晕恶心、极度恐惧等症状，严重者可引起
心跳骤停甚至猝死。

身体各部位疼痛  疼痛部位常为胸部，
一般疼痛范围有一个巴掌大小，但有的人可
能表现为整胸部，甚至肩膀、左臂、脖子、
咽喉、后背、牙齿、胃部等部位的不适。临

床上因牙痛、上腹痛就诊的患者诊断为急性
心肌梗死的并不少见。

胃肠道疼痛  胃肠道出现疼痛也是心梗
非常明显的症状，通常这类患者还会出现腹
胀、呕吐、恶心的现象。病情严重时，还会
因为神经坏死而引起心脏排血量下降，导致
心肌受到刺激的情况。

心肌梗死常见诱因
过劳过重的体力劳动，剧烈体力负荷也

可诱发斑块破裂，导致急性心肌梗死；由于
激动、紧张、愤怒等激烈的情绪变化诱发；
进食大量含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后，血脂浓
度突然升高，导致血黏稠度增加，血小板聚
集性增高。在冠状动脉狭窄的基础上形成血
栓，引起急性心肌梗死；突然的寒冷刺激可
能诱发急性心肌梗死。所以冬季是高发期；
便秘，老年人当中十分常见。因便秘时用力
屏气而导致心肌梗死的老年人并不少见。必
须引起老年人足够的重视，要保持大便通畅；

吸烟、大量饮酒，诱发冠状动脉痉挛及心肌
耗氧量增加而诱发急性心肌梗死。

心肌梗死发作如何自救  保持镇静，家
属也不要随意搬动患者。立即拨打 120，送
医院就诊，心肌梗死一旦发生，不是一般的
药物或方法能缓解的，尽快去医院才是唯一
的解决方案。心肌梗死发作后，应第一时间
向家人求救，拨打 120 呼叫急救车。最好不
要自己去医院。

生活中如何预防心肌梗死？
控制食盐的摄入量  摄入食盐太多，就

会造成血管对升高血压物质出现敏感性，从
而引起细小动脉发生痉挛。大量的盐分还会
增加心脏的负担，令心脏处的血容量迅速增
加，所以为了防止心梗的发生，一日内盐量
的摄入最好不要超出 4g。

控制好血压  好的血压是预防冠心病和心
梗的重要条件。高血压患者要听从医生医嘱，
按时服用降压药，更好预防其他疾病的出现。

控制总热量的摄入  肥胖人群患心梗的要
远高于正常体重的人。因为大量的脂肪会环绕
心脏，导致心肌受到压迫，从而降低心肌功能。

控制胆固醇、脂肪摄入量  日常以植物
油为主，植物油不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与胆固
醇，对人体的血管不会造成伤害。尽量不食
用动物内脏，每天胆固醇的总摄入量要严格
控制在 300mg 以内。

定期接受体检  少熬夜，避免过度疲劳
和精神紧张，保持心情愉悦；戒烟限酒，多
进行运动，特别是有氧运动。

结束语

心脏是生命的源泉，一旦出现问题，那
么生命即将结束，我们要保护好心脏。有很
多人由于忽略心肌梗死早期症状，而耽误了
抢救时间，所以我们应该时刻警惕身体给你
发出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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