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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 是由

于冠状动脉狭窄或闭塞导致心肌缺血、缺氧

或坏死而引起的心脏病。近年来，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冠

心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严重影响

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因此，如何

预防冠心病已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问题。

冠心病病因

冠心病是多种因素作用下导致的冠状动脉

硬化、狭窄、阻塞，这些因素称为危险因素，包括：

血脂异常  血脂异常是指血液中胆固醇、

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升

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降低，它

是动脉粥样硬化最重要的危险因素，特别是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的升高影响最

大，这些物质会在血管内沉积，慢慢形成斑块，

使血流减慢，最终导致冠状动脉狭窄或闭塞。

高血压  血压持续增高使血管壁承受的

压力增大，使心脏负荷增加，引起心肌供血

不足，从而导致冠心病。此外，长期的高血

压会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LDL-C)等有害物质进入动脉血管壁，

黏附在血管壁上，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形成，

进而导致冠状动脉狭窄或闭塞。

吸烟  吸烟会损害血管内皮细胞，增加

血液黏稠度，加速血管的硬化，加重冠状动

脉狭窄或闭塞的程度。被动吸烟也是危险因

素，烟草中的尼古丁可以导致动脉痉挛和心

肌损伤，从而增加冠心病的风险。

糖尿病  糖尿病最严重和突出的并发症

是大血管的病变，血糖控制不佳会造成血管

内皮的损伤，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发

展，从而诱发冠心病。

不良饮食习惯 如常常进食高盐、高糖、

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饮食等也会增加

冠心病的风险。

其他因素  如：口服避孕药、肥胖、家

族遗传等因素也与冠心病的发生有关。

预防措施

合理膳食  合理摄入蛋白质、碳水化合

物、脂肪、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素，多

吃新鲜蔬菜、水果，适当增加粗纤维的食物，

如：芹菜、红薯、山药、豆类等，低盐低脂

肪饮食，如：少吃腊肉、肥肉、动物内脏、

腌制类食品等。

适量运动  适量的体育锻炼，有利于组织

器官的新陈代谢，减少脂肪堆积，应根据个人

的健康状况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以有氧运动

方式为主，如散步、慢跑、太极拳、游泳、骑

车等，以增强心脏耐受力，提高身体免疫力。

控制体重  控制体重在正常范围，体重指

数（BMI）是诊断肥胖症最重要的指标。BMI=

体重（Kg）/身高（m）的平方的平方，正常值

为18.5~23.9，24.0~27.9为超重，≥28.0为肥胖，

肥胖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因

此，在保证营养均衡的情况下，应尽量避免高

脂肪和高热量饮食，食物的烹饪方式以清蒸、

煮为主，避免油炸。少吃油煎食品、巧克力、

甜食等，以减少总热量摄入，减少胆固醇的合

成，有利于控制体重，降低冠心病的风险。

戒烟限酒  戒烟和限酒对于预防冠心病

至关重要。吸烟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比正常

人增高 2-6 倍，而且与每天吸烟的支数成正

比，吸烟越多、越久，患病率就越高。如果

你经常吸烟，应尽快戒烟，或者寻求医生或

专业机构的帮助，提高成功戒烟的机会。过

量饮酒会使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增快，心肌

耗氧量增加，从而增加心脏负担，禁止饮用

烈性酒，降低冠心病的风险。

心理调节    注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避

免情绪激动、精神紧张、劳累等。遇事要冷静，

学会宽容、大度，避免专断、过激的言行，避

免冲突等，同时多与亲人、好友进行沟通交流，

通过转移注意力、找人倾述等方式调节心理状

态，有助于降低冠心病的风险。

定期体检  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包括血脂、

血压、血糖等指标的变化，以便及时发现和治

疗冠心病，避免诱发因素，另外，定期体检能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以便及

时调整生活方式和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冠心病是一种常见的心脏疾病，不仅影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危及生命，了解它

的病因和预防措施对于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具

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已经确诊冠心病的

患者，应及时就医并配合医生采取相应的治疗

措施，以控制病情的发展，从而保护我们的健

康，提高生命质量。

脑出血又称脑溢血，是一种原发性、非

外伤性脑实质内出血疾病，其发病是疾病、

生活、药物等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患者将出

现头晕、头疼、肢体无力、说话困难、麻木

等症状，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

了极大影响。

脑出血的发病原因

疾病因素  高血压是诱发脑出血的高危

因素，当患者情绪激动或者过于劳累时，便

可能引起患者血压剧烈升高，导致已经出现

病变的脑血管破裂而出现出血的情况；脑动

静脉血管畸形、动脉瘤、白血病、血友病、

再生障碍性贫血等患有血管性病变、凝血障

碍疾病的患者诱发脑出血的概率也较高。

不良生活与饮食习惯  吸烟、过量饮酒、

身体肥胖、暴饮暴食等都将增加脑出血的风

险；长期睡眠不足、长期熬夜也是脑出血的

危险因素，人体在此情况下容易出现血压升

高的情况，从而可能引起脑动脉硬化，继而

诱发脑出血。

情绪波动  当出现情绪剧烈波动时，人

体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增加，可导致出

现心跳加快的情况，此时血管急剧收缩，血

管就容易破裂，从而增加脑出血风险。

气候因素  如寒冷季节可导致血管收缩，

血压升高，增加脑出血的概率；气候变化对

人体内分泌产生一定影响，血液黏稠度、肾

上腺素升高，将增加血管破裂的可能性，增

加脑出血的概率。

脑出血患者可出现哪些表现？

脑出血发病早期并无明显症状表现，少

数患者可能出现头晕、头疼、肢体乏力等表

现，在发病数分钟或者数小时内可不同症状，

且症状轻重由出血量及出血位置决定。

深度出血患者可出现运动和感觉障碍、

头晕、呕吐、偏瘫、失语、精神障碍等表现，

出血量较大患者可出现昏迷；脑叶出血患者可

能出现头疼、呕吐、癫痫发作、幻嗅、幻视、

偏视等症状，但是肢体瘫痪较轻，一般情况下

不会出现昏迷；脑干出血患者可出现突然头痛、

呕吐、眩晕、复视、眼睑下垂、心律失常等情

况；小脑出血发病会比较突然、眩晕与共济失

调明显，部分患者伴有频繁呕吐及头后脑疼痛

等症状；脑室出血量较少患者可出现头痛、呕

吐等症状，出血量多可出现快速昏迷并逐渐加

深、四肢肌张力增高、上消化道出血、急性肺

水肿等表现，病情较为凶险。

脑出血患者可出现伴随症状：第一，说

话含糊不清，难以理解别人说的话；第二，脸、

胳膊、腿等突然麻木、无力或者瘫痪，通常

情况下发生在身体一侧；第三，单眼或者双

眼视觉突然模糊、变黑或者出现双影；第四，

行走困难，出现绊倒，或者突然头晕而失去

平衡与协调能力。

脑出血患者应该如何护理？

正确、科学的护理措施不仅能降低脑出血

患者出现并发症的可能性，还能有效提升患者的

生活质量，促进患者病情缓解的进程。对于脑出

血患者的护理，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生活护理  脑出血患者在进行抢救治疗

后，需至少卧床休息 2 周，在此期间及身体

康复期，需对患者进行积极的生活护理。首先，

患者头部不能抬太高，可左右缓慢移动，定

期对患者四肢进行小幅度活动及按摩，促进

身体血液循环；然后，为患者营造一个干净、

整洁的生活环境，定期打扫居室卫生，定期

为患者更换衣物及床上用品，预防褥疮出现；

最后，对患者自身的卫生进行清洁，可用温

毛巾定期为患者擦拭身体，并做好口腔护理

工作，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按时服药，病情监测  高血压是导致脑

出血的重要原因，需遵医嘱按时定量让患者

服药，不能随便改变服药剂量或者随意停药，

以免血压出现波动而影响病情；严密监测患

者病情，一旦出现不良情况，需及时同医生

沟通。

饮食调理  是脑出血患者护理的重要方

面，在日常饮食中，需构建均衡的饮食结构，

避免摄入过多脂肪和蛋白质，还需避免摄入

辛辣、过甜、过凉等刺激性食物，需保持饮

食清淡、低糖、低脂。

心理护理  瘫痪在床的脑出血患者，可

能会出现抑郁、悲观、焦虑等不良心理情绪，

家属需细心监测患者的情绪变化，多与患者

沟通交流，耐心对患者不良情绪进行疏导，

并积极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消除患者的不

良情绪，帮助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了解病因   科学预防冠心病
▲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罗瑞霞

脑出血患者该如何护理？
▲  广西梧州市人民医院  苏美华

麻醉≠神秘，这些知识你知道吗？
▲ 山东省淄博一四八医院  李洋

在普通人看来，麻醉似乎有些神秘，但

其实麻醉是一门极为精密且复杂的学科，不

仅涉及到意识的调节和疼痛的控制，还涵盖

了对患者生命体征的维持与监测、并发症的

预防处理以及患者术后恢复的指导与促进。

麻醉是通过药物或其他手段，让人体全

身或局部处于某种特殊状态，在这种状态下，

人体能够承受原本无法承受的操作或刺激。

通常这种状态包括以下几方面：（1）镇痛：

也就是可以消除或减低疼痛感；（2）镇静：

也就是消除或降低意识水平；（3）消除记忆：

抑制或防止记忆的形成；（4）松肌：就是

消除或降低肌肉张力。

麻醉都有哪些类型

麻醉是一项在保证患者安全的前提下，

还能确保手术治疗顺利实施的医学技术。通

过麻醉药物的使用，帮助患者减轻疾病或治

疗带来的疼痛感，从而确保手术有条不紊的

顺利完成。但是，麻醉过程是较为复杂的。

根据作用范围以及麻醉程度的不同，分为全

身麻醉和局部麻醉两种类型。

（1）全身麻醉。借助药物，让患者镇

静下来，产生肌松、镇痛的作用。麻醉的主

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患者在整个手术过程

中，体征始终保持相对平稳的状态；同时也

是为了便于外科医生更好的对患者开展手术

干预，保证手术操作的安全性。

（2）局部麻醉。医生在患者需要切除

的肿物周围注射麻醉药物，从而让患者身体

局部感觉不到痛感。另外，麻醉也可起到神

经阻滞的作用。例如，臂从神经阻滞，就是

将药物注射于患者上臂的神经干周围，以确

保上肢手术能够顺利实施。半身麻醉也是局

麻的一种，常见的有硬膜外麻醉、腰麻以及

椎管内麻醉等。用药后，患者下半身基本不

会感到疼痛。

麻醉医生需要做什么

麻醉医生在患者术前，需要和其主治医

生就患者麻醉的承受力，共同予以评估，并

选择最适宜患者的麻醉方式，从而确保手术

操作顺利完成。很多朋友都以为，麻醉医生

只需给患者打一针就完事儿了。其实则不然，

麻醉医生的工作并非是这么简单的事情。麻醉

医生需全程参与手术全过程，对患者的各项生

命体征给予持续监护，确保患者各项体征均能

维持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同时，麻醉医生还

要看护好麻醉管路，并关注患者是否有出血的

情况。若患者出血严重，麻醉医生需及时对

患者实施补液干预，并使用适合的止血药物，

从而保证患者身体循环的稳定性。手术结束后，

麻醉医生还需就患者术后的疼痛情况做出针

对性处理，以减轻药物对患者产生的不良影响，

以便患者能够尽快康复。

全麻会不会影响智力？

“全麻后会不会影响智力？”“麻醉会

影响孩子的大脑发育吗？”……相信不少朋

友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担心。对此，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表明：多次重复的

应用全身麻醉，儿童的大脑发育容易受到影

响，长期使用镇静类药物，可能不利于三岁

以下幼儿大脑的发育；另外，处于孕晚期的

女性，若长时间接受全麻，腹中胎儿大脑的

发育也可能会受到影响。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上述提到的所有可能影响大脑和智力发育的

情况，均建立在“重复应用”和“长时间使

用”的前提下，目前我国使用的全麻药物均

是安全的，而且通常来说，三岁以下幼儿的

手术治疗时间都超不过三个小时，基本上不

会影响其智力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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