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肿瘤患者的饮食护理原则
▲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媛媛

近几年频发的精神疾病，引起了社

会关注。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精

神疾病，不仅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

同时还会给患者自身和家庭造成严重

影响。

精神分裂症到底有哪些症状表现？日

常生活中又该如何对患者进行科学护理？

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

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表现

妄想  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对自己

的无稽之谈深信不疑，并且经常会看到幻

象，很难被外人说服，这种症状也被称作

是精神分裂症的妄想状态。

思维障碍  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展现出

一定的思维定向障碍，在语言表达时能明

显看出言语结构不规则，思维逻辑不清晰，

让人无法理解其想要表达的意思，缺乏一

般性的问答。另外，精神分裂症患者会明

显表现出神情呆滞、目光呆滞等现象，不

知所措。

幻听  幻听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常展现

出的一种病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会莫名

其妙听到他人说话，或者是他人自言自语，

对自己进行引导指示等，一般这种情况被

称作是语言幻觉。

睡眠改变  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会经常出现失眠，但是有一定的间接

性，也就是在某个特定时期突然变得

难以入睡，睡着后很容易惊醒，或者

是睡得很沉、睡得过多，并且整夜都

会做噩梦。

行为障碍  行为障碍主要表现在患者

日常行为怪异，动作缺乏条理性、目的性，

长时间保持忙碌与活动状态，但是最终没

有完成任何事情。

敏感多疑  精神分裂症患者最典型

的症状就是敏感多疑，主要表现为在日

常生活中会将自己遇到的各种事情或者

是周围事物与自己建立联系，认为一切

都与自己有关，针对自己。比如当别人

在说话时，患者会自认为是在谈论自己；

别人偶尔看患者一眼，患者就认为别人

有恶意；甚至有患者认为广播、电视、

报纸的内容与他们有关；还有一些患者

认为有人要害他，不敢喝水，不敢吃东

西，或者睡觉，也有患者认为自己的爱

人对自己不忠等。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日常护理

注意患者情绪  精神分裂症患者脑

部功能受损严重，很容易出现精神和情

绪问题，整个人更加敏感，对外界各种

刺激因素的反应也更加明显。在对其进

行护理时，家属要尽可能不让患者接触

到惊悚恐怖电影，日常中避免对其造成

突然惊吓，更不要让患者接触到酒精等

刺激性物质。

避免阳光暴晒  抗精神病药物的某些

成分容易引起患者对阳光过敏，有时经过

阳光暴晒后会引发过敏性皮炎。精神分裂

患者的日常护理中，要尽量避免患者长期

暴露在阳光之下。

保障充足睡眠  研究表明，充足且

高质量睡眠能更好地修复大脑。因此

要保障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充足睡眠，

日常护理中，为患者创建优质的睡眠

条件，帮助其快速入睡，能对后期调

理工作起到辅助作用。特别是入睡前要

保障环境安静，减少与患者交谈或者是

刺激患者。

减少诱发因素刺激  患者对外界刺激

因素较为敏感，因此我们要事先了解到哪

些因素会对患者造成刺激，掌握发病因素，

之后在护理中格外注意并尽可能减少此种

因素出现。

治疗是一个漫长过程，精神分裂患者

家属要给予患者足够耐心与呵护，给患者

足够的温暖与理解，让患者有一个稳定的

情绪，对治疗有很大帮助。

肝硬化是一种常见的肝病，这是由于多

种致病因素长期反复作用在肝脏上造成的肝

组织损害，从而使得肝功能障碍受损，临床

表现为慢性肝病。我国病毒性肝炎导致肝硬

化的现象最为常见。

肝硬化患者的肝细胞大部分已经坏死，

结缔组织不断生长，假小叶不断形成，使得

肝血液循环进一步受到阻碍，随着病情不断

恶化，肝硬化病症越来越严重。若能早期找

到病因，找到良好的治疗护理方法，就可以

放慢病变脚步。晚期的肝硬化患者会出现消

化道出血、继发性感染等一系列并发症。肝

硬化已经成为死亡率比较高的疾病之一，因

为这种疾病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所以预防

以及综合治疗护理显得十分重要。

正常护理措施

（1）做好口腔上的护理，可以加强食

欲，减少继发感染概率。

（2）久治不愈的慢性肝病患者会出现

情绪低落现象，护理人员应给予心理护理。

（3）黄疸可引起皮肤瘙痒，通常来说

患者抵抗力差，应该做好皮肤护理，可以使

用温水清洗皮肤，遵医嘱使用止痒药物。

（4）合理科学地饮食，多吃高蛋白、

高维生素、低脂肪的食物，不要吃生冷、坚

硬、具有刺激性的食物，如果有腹部水肿，

应该限制钠盐的补充量。肝性脑病科患者应

该严格限制蛋白质的食物。

（5）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以此减少

肝脏的运行负荷。患者心理上以及精神上的

安抚，比如听广播、户外散步、阅读书籍等，

维持情绪在稳定的状态并积极配合治疗。

（6）鼓励肝硬化患者多卧床休息，减少

能量的消耗，减轻肝脏负荷，帮助肝脏血流量

增加，有助于肝细胞的自我修复，有充足的睡

眠时间，可以加快糖原以及蛋白质的合成。

肝硬化有合并症患者的护理

（一）腹部有积水的护理

（1）将腹部的积水引流出来，可以改

善腹部增压产生的不适感，但不可以一次性

抽吸腹水太多，应该同时束紧腰带，以此

来避免腹部减压之后出现肾脏充血的状况。

抽吸腹水的过程当中应该观察患者意识的变

化，如果发现有昏迷现象，应尽早处理。

（2）有水肿的卧床患者不应该长时间

受到局部挤压，防止腹水外漏增加感染的

机会。

（3）如果腹水使得呼吸困难，可以

采用半卧的方式让膈肌下降，增加肺部

活动避免肺部出现淤血状况，增加患者

舒适感。

（4）在使用利尿剂时，患者应定期复

查体重和电解质。

（二）肝硬化患者出血的护理

（1）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面色、

呕吐物以及大小便的次数、颜色等系列变化。

将患者头偏向一侧，以防呕吐物堵塞气道引

起窒息。

（2）护理人员应认真地询问和观察患

者有无鼻子、牙龈出血，或者便血现象。

（3）应该保持患者大便通畅，避免排

便时过度用力，从而引起破裂性出血。如果

发现消化道出血，应该采取紧急施救措施，

比如：静卧、采取有效性质的止血措施、静

脉输注高营养等。

（三）肝性脑病患者的护理

（1）一定要卧床休息，减少肝脏负荷，

防止泌尿系统、呼吸系统感染。

（2）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入量，肝性脑

病患者应限制蛋白质的摄入，病情好转或神

志清醒后可逐步增加蛋白质的摄入。

（3）可戴冰帽减少脑水肿的能量消耗。

（4）不要使用安眠药、止痛药、镇静

剂以及麻醉类药物，这些药物会诱发或加重

肝性脑病。

（5）保持患者大便通畅，对患者灌肠

时不能使用碱性溶液，可以用生理盐水或弱

酸性溶液灌肠。

精神分裂症的表现及日常护理
▲ 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  郭静

日常如何护理肝硬化患者
▲ 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   陈东丽

由于肿瘤患者情绪波动较大，受到病

情进展等因素影响，在长时间治疗中产生

较多不良反应，如食欲缺乏，味觉异常等。

部分患者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症状，影响

其消化吸收。如果不及时对其进行护理干

预，就会导致其营养不良，体重下降，抵

抗力降低。因此，在肿瘤患者后期治疗中，

要重视饮食护理工作，从而进一步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

热量控制

肿瘤患者在治疗中，热量一定要足够。

营养不良者要适当增加膳食营养，必要时

还需要辅以肠外营养。这主要因为肿瘤患

者体中蛋白质分解程度高，但是合成代谢

功能不强，长时间会导致患者营养处于入

不敷出状态。对此，要确保患者对蛋白质

的充足摄入，多吃肉类，豆制品等食物，

多吃维生素。

营养的均衡性

肿瘤患者每天不仅需要摄入足够蛋白

质，还要选择低脂肪食物，注意对碳水化

合物的摄入，多吃维生素、纤维素等食物，

要做到清淡与高营养饮食。同时，还要促

进新鲜和寒热温平味的有效结合，实现整

体饮食结构的合理优化。吃饭的氛围要愉

悦，最好与亲属同进食。

肿瘤患者体中的蛋白质分解程度非常

高，合成的代谢功能会显著降低，这会导

致营养失衡。因此，肿瘤患者在日常生活中，

要注意对蛋白质需求量的补充，每天的摄

入总热量需要在 10 千焦以上，蛋白质需要

达到1.5克体重以上，主要以优质蛋白为主，

提高身体抵抗力。

合理忌口

肿瘤患者在疾病的治疗中，要注意某

些食物禁忌，一般情况下，不可以吃鸡、

鸭和鱼等肉类。部分患者在忌口后，可

能会日渐消瘦，体质也会一日不如一日，

这会影响饮食护理的效果。对此，患者

需要合理忌口，注意对鸡、鱼和肉类的

合理食用，避免肿瘤复发。患者在日常

生活中，还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并

且避免进食高脂肪、腌制和霉变等食品，

一定要忌酒。

晚期肿瘤患者存在合并营养不良、贫

血或者是低蛋白血症等情况，消化与吸

收能力都非常弱，因此饮食上一般以优

质蛋白为主，配上新鲜蔬菜，多吃膳食

纤维，注意少食多餐，从而减少其他并

发症的发生。

注意烹调与进食方法

饭前，一定要尽量避免油烟味等因素

对患者的不良刺激。在对食物进行选择、

制作和烹调时，要注意食物的色、香和形等，

满足患者口味的偏好。只有这样才可以增

进患者的食欲。

此外，患者还要结合自身消化能力，

遵守少量多餐的原则，注意粗细搭配，促

进软食与硬食的交替，对整体的饮食结构

进行优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最后，患

者的饮食要结合其病情与体质等情况，遵

循相关的食疗原则，制定饮食护理方案，

不能随便乱进补，更不可以轻信广告，最

好请教专业的医生，实现针对性的饮食护

理，进而不断改善生活质量。

总而言之，对于已经确诊的肿瘤患者，

除了要接受积极治疗，还要进行饮食干预，

强化治疗的耐受力。同时，科学的饮食护理，

具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可以提高疾病治

愈率，改善预后。对此，肿瘤患者在平时

的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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