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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一种常见疾病，也叫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当患者患有冠心病后，

对身体的危害非常大的，因为冠心病会引

起患者的心肌血液供应不足，从而导致患

者出现心绞痛、心肌梗塞、心力衰竭等症

状，所以对患者而言，在日常的生活中要

注意做好冠心病的护理。

冠心病常见的三种类型

☆患者由于心脏缺氧导致的冠心病，

会造成患者胸痛、心绞痛等症状，因此这

种冠心病也叫心绞痛冠心病。

☆如果患者的冠状动脉供血有减少的

情况，导致患者的心肌出现持久性的缺血

现象时，使患者的心肌出现坏死，这种病

症称之为心肌梗死型冠心病。

☆对于隐匿型冠心病，在动脉硬化的

情况下，如果患者的隐匿型冠心病较轻且

有较好的侧支循环，患者一般没有任何疼

痛的感觉，因此隐匿型冠心病很难被发觉。

冠心病的五大护理措施

饮食护理  对于冠心病的患者而言，

在日常的饮食上做好护理，有助于降低

冠心病的发病率，这是因为做好饮食护

理，可以有效的降低患者体内胆固醇的

浓度，从而降低了冠心病的发病率。因

此在日常生活中，患者应该注意饮食习

惯，减少抽烟、喝酒等不良习惯，少吃

蛋黄、动物内脏等，多吃鱼和豆类食品

以及蔬菜水果，同时患者还应该保证充

足的睡眠。

用药护理  对于患有冠心病的患

者，日常服药有助于冠心病的恢复，

因此患者在用药时必须按照医生的嘱

咐用药，切记不可自作主张地服用相

关冠心病药物，这是因为患者在用药

中会有许多因素影响到药物的疗效，

如果患者在不懂的情况下服用药物，

会导致药物的药效减弱甚至出现其他

副作用。

日常护理  对于患者的日常护理，

包括患者的日常生活环境、作息规律等，

通过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及作息规律，有

利于患者的病情治疗，从而使患者精神

愉悦，促进了患者冠心病的恢复情况。

精神护理  当患者患有冠心病，除

需对身体上进行护理外，在精神上的护

理也非常重要，由于冠心病的危害较大，

会导致患者出现精神上各种紧张、焦虑

的情况，因此给予患者精神护理就显得

非常有必要，通过精神护理，可以有效

地消除患者的心理恐慌。

运动护理  当患者患有冠心病后，

如果是属于急性期，一定要注意休息，

如果是恢复期，可以适当的进行运动，

通过适当的运动有利于身体的恢复，同

时又提高了患者的免疫力，但是要注意，

在患者患病期间，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

况以及患者的体质安排运动量，切记不

可因为运动量过大的导致患者产生疲劳。

冠心病的常见治疗方法

手术治疗  一般而言，当患者处于

冠心病晚期时，药物已经难以治疗冠心

病，所以只能使用手术治疗的方法，但

是手术治疗不能矫治、修复顽固性的心

力衰竭以及心律失常等疾病，因此需要

通过心脏移植手术治疗冠心病。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是最常见，也是

最有效治疗冠心病的一种方法，在使用药

物治疗冠心病的时候，需要根据患者冠心

病的实际情况用药，对于一些特定的药物，

还具有减轻冠状动脉硬化的疗效，因此，

除非患者的冠心病到了晚期需要手术治

疗，药物治疗冠心病是目前最佳的方法。

再灌注治疗  对闭塞的冠状动脉进行

疏通，从而恢复了患者的心肌灌注，使

患者的心肌得到血液供应，并缩小心肌

梗死的面积，由于患者的心脏恢复了血

液的供应，因此患者的冠心病得到了治

疗，这种方式就是再灌治疗法。

在就医或者体检时，很多人对检查项目

中的血液生化全套检查感到非常的陌生，不

知道这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作用，对此类项

目的检查有些犹豫不决，怕会给自己的身体

带来危害。生化全套检查通常指的是利用化

学或生物的方法对人体进行全面检查。

生物全套检查的具体用途

☆常规体检普查。

☆疾病的筛查和确证试验  生化全套

检查是对身体进行的一次全面检查和对身体状

况的一种了解，通常人们自身无法发现的疾病，

都可以通过这种检查方式来及时的发现潜伏人

体中的疾病。比如乙肝病毒携带者就需要定期

的去医院进行检查，了解病情的发展情况。在

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医生也经常会通过检验结

果的变化，来观察治疗的效果，以此来适当调

整药物的种类以及使用的剂量。

解读检验结果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需依据正常的参考值范围进行疾

病判断；第二，应注意不同人群不同生理状

态下检验结果的变化；对于多项检验结果要

进行综合的分析；第三，注意报告结果所使

用的单位；第四，注意正确采集标本，了解

自己采血时的状况；第五需明确检查的目的。

血液生化全套检查的临床意义

☆血清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升高：

常见于急慢性肝炎、皮肌炎、心肌梗塞发病

期、心功能不全等。

☆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升高：常

见于脂肪肝、急慢性肝炎、肝硬化、心肌炎等。

☆血清总蛋白  增高：临床上常见于患

者出现多发性骨髓瘤以及高度脱水症（如呕吐

感明显、腹泻、高热）。降低：检查报告显示

血清总蛋白降低，可能是患者出现营养吸收障

碍、肾病综合征、重症结核、烧伤、失血等。

☆血清白蛋白  增高：说明患者可能是

由于严重失水，导致血浆浓缩，从而造成白蛋

白浓度上升。降低：基本上和总蛋白相同，尤

其是肝肾脏疾病更加明显。

☆血清碱性磷酸酶  升高：以肝硬化、

肝癌、骨折恢复期、骨细胞瘤表现最为明显。

另外，青少年在生长发育期，骨骼系统比较

活跃，也会导致血清碱性磷酸酶升高。此外，

使用不同的绶冲液，检查结果会有较大差异。

☆血清总胆红素  增高：在检查结果中，

若出现血清总胆红素升高，可能是由于多种

疾病所引起的。常见的有原发性胆汁性肝硬

化、新生儿黄疸、闭塞性黄疸、胆石症、阻

塞性黄疸胰头癌肝硬化等。

☆血清 r- 谷氨酰基转移酶  升高：常

见于急性肝炎、慢性肝炎活动期肝硬化、心

理衰竭等。

☆血清直接胆红素  增高：常见于肝癌、

胆石症、胰头癌等。

☆血清甘油三酯  增高：可由饮食习惯、

遗传或继发于某些疾病（如糖尿病、肾病等）

引起。降低：临床上常见于肾上腺皮质功能

低下、原发性B脂蛋白缺乏、甲亢等。

☆血清高密度脂蛋白  增高：可由胰岛

素、雌激素、饮酒、运动等多方面原因引起。

降低：常见于脑梗塞、慢性肾功能不全、糖

尿病、肝硬化等。

☆血清肌酸激酶  升高：心肌梗死

4~6h 开始升高，18~36h可达正常值的

20~30 倍，并达到最高峰，在2~4d 将恢

复正常。此外，皮肌炎、肌营养不良、心脏

手术等都会使血清肌酸激酶增高。

☆血清葡萄糖  高血糖：情绪紧张、饭

后1~2h以及静脉注射肾上腺素等都会引起血

糖的升高。一般引起血糖升高的主要疾病有：

心肌梗塞、糖尿性、内分泌疾病、慢性胰腺炎等。

☆血清钙  升高：常见于急性骨萎缩、

骨肿瘤、维生素D摄入过量等。降低：可多见

于维生素D缺乏、小儿手足抽搐症、佝偻病、

慢性肾炎、老年骨质疏松、吸收不良等。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饮

食习惯等生活方式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使得结

肠癌发病率逐年升高，其发病年龄也呈现出明

显的年轻化趋势。结肠息肉是导致结肠癌发生

的主要原因，且在中老年人群中比较常见。息

肉相比于其他病症来说，特别“狡猾”。为什

么这么说呢？因为它通常会隐藏在人体的结肠

中，不会引起任何的症状，如果患者没有进行

肠镜检查，是不会发现的。但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结肠息肉会慢慢的生长、变化，逐渐演

变成结肠癌，从而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

结肠息肉到底是什么 ?

结肠息肉所指的是肠道黏膜向肠腔内局

限隆起的一种病变，只要是从结肠黏膜表面突

出到肠腔的息肉状病变，在不能确定病理性质

之前，都被称为结肠息肉。

   结肠息肉通常情况下没有明显的症状

表现，却是结肠癌的“前身”。据临床数据显

示，有80%~95%的结肠癌都是从息肉开始，一

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发病过程是从小息肉→大

息肉→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息肉癌变，这一过

程往往需要5~15年。该病发生率会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持续上升，以男性较为多见。息肉一

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炎症性，另外一种是腺

瘤性。中年以后，结肠息肉会普遍出现，发生

率为25%~80%。

炎症性息肉危害性小，通常在炎症得到控

制之后，息肉会随之消失。而腺瘤性息肉则大

不一样，一般不会主动消失，具有一定的恶变

倾向。对于息肉的检查以及病变性质的确定，

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全结肠镜进行检查，并借

助肠镜进行针对性治疗。

结肠息肉的症状表现

总体来说，大多数患者不会出现任何症状，

但有小部分患者会有以下症状表现：

便血  结肠中息肉变大，有时候会出现破

裂，这个时候患者会发生便血的情况。一般而

言，如果症状比较轻微，只会有少量的血附着

于排出的粪便之上。如果症状变得严重，出血

量可能会明显增多。

排便习惯改变  如果息肉发生在结肠的远

端，并且随着病情的发展，体积增大的话，就

会使患者出现排便困难，从而引发便秘。有少

数患者会出现便秘和腹泻交替变化的情况。

腹痛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是由于息肉体

积过大，引起肠套叠等并发症，进而作用于腹

部，诱发疼痛。

结肠息肉的治疗方法

要想对结肠息肉予以确诊，就必须进行结

肠镜检查。通过结肠镜，可以清楚的观察到患

者直肠、全部结肠以及回肠末端的肠黏膜情况。

结肠镜检查  简单来说，就是在结肠镜末

端使用切割工具，对结肠中的息肉进行切除。

对于体积比较小的息肉，可将液体注射于息肉

下方，以便于将其从周围区域中分离出来，予

以切除。

腹腔镜检查  利用腹腔镜对患者进行检查

的过程中，通常医生会在其骨盆或者腹部切开

一个小口，然后在肠道中插入腹腔镜。往往不

能通过结肠镜切除或者去除太大的息肉时，会

采用此方法。

切除结肠和直肠  这种方法一般只适用于

病情比较严重或者是已经发生癌变的患者，才

会被允许进行全直肠切除术。患有罕见遗传疾

病，比如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FAP）的患者，

医生会建议其切除直肠和结肠。FAP是一种遗

传性疾病，很大程度上会诱发直肠癌以及结肠

癌，切除息肉可防止癌变。

对于患有息肉或者结肠癌的患者，为了防

止新息肉的出现，医生多数情况会给患者开一

些COX-2抑制剂和阿司匹林药物来进行控制。

对于有结肠息肉家族史的人群，应进行基因咨

询，以免发生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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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眉山医院\眉山市人民医院  胥钱平 

冠心病护理的五大要点 
▲ 宜宾市翠屏区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袁德会

血液生化全套检查的临床意义
▲ 井研县人民医院  谈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