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冠心病患者的护理
▲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医院  姚春红

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我国心脑血管疾

病患病人数已经达到 2.9 亿，严重威胁居

民生命安全。其中脑梗死是神经内科常见

疾病，中老年人群发病风险较高，致残率

与致死率同样较高。脑梗死通常发病较为

突然且病情紧急，患者在积极接受治疗的

同时还需要做好家庭护理，降低疾病对患

者生活的负面影响，为患者康复创造有利

条件。

心理护理

脑梗死患者以中老年最为多见，即使

接受治疗也可能出现一些后遗症，患者很

容易因此产生烦躁、焦虑情绪，甚至对治疗、

生活丧失信心。脑梗死发生于脑部，其患

病部位相对特殊，很可能压迫脑神经导致

其功能受损，如语言功能丧失或者肢体控

制能力受损，甚至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

动作无法自己完成，会使患者遭受到较大

打击，难以适应，沉浸在负面消极情绪中

无法自拔，这些都不利于患者身体恢复。

对此，应做好患者心理方面的护理，给予

其更多耐心与细心，积极主动与患者交流，

尽可能换位思考，必要时也可借助成功治

疗病例等鼓励患者，帮助其树立治疗信心。

生活护理

环境方面，尽可能将患者所在房间温

湿度控制在适宜范围，如室温以 18~20℃

为宜，湿度 60% 左右为佳，注意房间定期

开窗通风，同时房间也需要定期进行清洁

和消毒。对于缺乏自理能力的脑梗死患者，

应定期帮助其更换衣物，注意床上用品的

更换与清洁。作息方面，存在活动能力的

患者应注意劳逸结合，避免劳累，可进行

适度的文体活动，如练习太极拳或者气功。

此外，家属需要依据家庭情况做好必要的

床边防护，保证患者安全，预防意外坠落

情况使患者受伤加重病情。如于床边放置

软垫或者设置防护栏，若患者存在感觉障

碍，也需要做好相应电器防护，尽可能避

免患者与热的物品接触，以免烫伤皮肤，

将患者活动区域危险物品移出，防止出现

跌倒或者撞击。

并发症预防

对于需要家属照料的患者，若无法自

己刷牙，家属需要为其做好日常口腔清洁，

每日早晚各一次，使用消毒纱布蘸温开水

将口腔清洗干净，使用棉球或者棉签蘸取

温盐水清洁也可。卧床患者通常抵抗力较

弱，应尽可能避免其受凉感冒。家属还需

要定期帮助其翻身调整姿势，可以每隔

2~3 h 翻身一次，使患者皮肤保持干燥卫

生状态，以预防褥疮的发生，若出现褥疮

则及时遵循医师指导妥善处理。患者大小

便后及时处理，垫布以及尿不湿及时更换，

若局部皮肤有发红情况在温水清理干净后

涂抹软膏，对便秘患者可遵循医嘱使用开

塞露、增加饮水量与纤维素摄入量，患者

每日饮水量正常范围在 2000~2500 ml。

饮食护理

家庭护理中需注意患者营养的加强，

注意控制维生素、蛋白质、电解质与纤维

素的正常摄入，存在吞咽障碍患者应采取

鼻饲饮食。日常饮食中注意新鲜果蔬的摄

入，适度添加香菇、山楂、绿豆以及洋葱

等具有保健作用的天然食物。

肢体活动

给予早期卧床患者必要的肢体按摩，

进行四肢被动运动，如手指弯曲、大小关

节屈伸等，预防关节僵硬与肌肉萎缩。若

患者具有一定活动能力可在家人辅助下进

行提腿、伸膝等动作，逐渐过渡到扶物站

立、扶物移动，平卧时也可进行手臂屈伸

运动，如手腕伸屈、手指并拢张开、以手

抓乒乓球等。锻炼时应循序渐进，从被动

到主动，逐渐增加难度与强度，以不感到

疲劳为宜。

脑梗死，相信大多数人都有所了解，

很多人认为它是中老年人才有的疾病，事实

上由于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也让脑梗死盯上

了年轻人。出现哪些症状表明脑梗死距离我

们不远呢？平时又该如何预防脑梗死的发生

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认识脑梗死

脑梗死，医学上称作缺血性脑卒中，是

由于来自机体内部或外界因素的影响，脑部

血管变得狭窄或者发生堵塞，进而导致脑部

的血流供应出现异常，相关脑组织会因为缺

血、缺氧从而发生坏死，局部神经功能也随

之受到损伤的一类脑血管疾病。

脑梗死一旦发生，情况往往比较危急，

严重时还可能威胁患者生命安全，部分脑梗

死患者就算及时干预，也有可能留下比较严

重的后遗症。如果平时出现以下迹象，就表

明脑梗死离我们已经不远：

头晕、头痛  由于大脑的局部血管发生

阻塞，造成部分脑组织缺血，就会引起头痛、

晕眩的症状，而且头痛会随着血管阻塞程度

加重，以至于引起患者无法忍受的剧烈疼痛，

同时还会伴有恶心、呕吐的情况。

经常打哈欠  部分人出现一直打哈欠的

情况，如果排除和睡眠无关，就要警惕脑梗

死的发生，脑内血管发生阻塞导致大脑局部

的血液、氧气供应不足，就会刺激呼吸中枢，

让人一直打哈欠来吸进足够的氧气。

偶尔发生“黑蒙” 如果脑部的局部供

血发生改变，造成视网膜缺血，就会引起短

暂的黑蒙，通常表现为眼前突然发黑，持续

数秒钟或数分钟可以恢复正常，如果较为严

重时，还可能引起短暂的视力障碍或者视野

缺损等状况。

肢体发麻  在脑梗死的发展过程中，可

能会引起部分人身体一侧肢体发麻、无力、

无法自主控制的情况，继而出现无法拿东西、

行动不便。

口眼歪斜  如果突然发生口眼歪斜，同

时还有流口水，或者正说话时突然不能流畅

地说话，吐字不清也要警惕脑梗死的发生。

性格转变  有些人性格会突然转变，变

得容易烦躁、没有耐心，或者突然对所有事

情都不关心、淡漠、孤僻，甚至智力衰退等，

也应该警惕脑梗死的发生风险。

脑梗死的预防

注意饮食  注意补充含有膳食纤维、维

生素以及优质蛋白的食物，这类营养物质都

有利于心脑血管健康，而且可以防止便秘，

从而预防脑梗死，因此平时要多吃果蔬、鱼

肉、蛋类等食物。

另外，平时要减少脂肪、糖类、盐分等

食物，戒烟戒酒，从而减少脑梗死的发生风险。

适当锻炼  坚持锻炼可以促进机体的血

液循环，加强新陈代谢，改善血管血液流动，

从而避免脑梗死的发生。所以，在日常生活

中可以选择合适的锻炼方式，比如：慢跑、

有氧操、散步等，锻炼要适度，中老年人要

避免剧烈运动。

注意劳逸结合  平时做好自身情绪管

理，避免情绪过于激动、大起大落等，同时

也要保持作息规律，保证每天睡眠充足。

定期体检  特别是中老年人定期进行体

检，能及时发现身体异常，及早进行干预。

大家要重视脑梗死这类疾病，它其实距

离我们并不远。平时要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定期体检，从而远离脑梗死。

脑梗死患者的家庭康复护理
▲ 夏邑县第二人民医院  王娜

脑梗死离我们有多远？
▲ 商丘市长征人民医院  宋晓英

心脏是除了大脑以外，人体的另一个重

要器官，它承担着对整个身体的供血和供氧

的重要工作，使人体能够正常维持各项生命

活动。一旦心脏出现问题，便可能会给身体

各个部位功能带来严重影响。心脏病有很多

种类，其治疗过程也较为繁杂，甚至很多都

难以根治，比如常见的冠心病。冠心病会给

患者带来许多痛苦与折磨，患者需要积极接

受治疗。接下来，笔者将介绍冠心病的常见

症状以及护理要点，帮助大家及早发现病情，

缓解患者痛苦。

认识冠心病

冠心病属于心脏病的一种，通常由于某

些因素对冠状动脉造成了影响，发生动脉粥

样硬化，进而导致血管管腔变窄、出现堵塞，

进而引起心脏功能障碍，出现缺血和缺氧等

症状，严重的还会造成心肌坏死。

对于冠心病的治疗，主要方式有药物治

疗、支架治疗和手术治疗等。

冠心病的早期症状

尽早发现冠心病的存在对后续治疗有着

重要作用，如有以下症状者应尽早去医院进

行检查。

（1）心脏出现不明原因的绞痛感；

（2）身体受到刺激，如受寒、惊吓等

情况时，容易出现心悸或胸部感到异常疼痛；

（3）运动锻炼后或身体劳累时，会感到

胸部有气闷感或心慌，休息后又会有所缓解；

（4）平躺时，头部位置过低会产生胸

闷感；

（5）日常睡觉时会突然出现心悸或者

胸痛的情况；

（6）因排便不畅用力时，胸部会出现

憋闷、疼痛感；

（7）所处环境过于嘈杂时，容易感到

心慌气短；

（8）经常性莫名出现心跳过快或过慢，

甚至出现昏厥的情况。

冠心病患者的护理

冠心病是一种极易频繁发作的疾病，因

此在日常对于患者的护理工作很重要。

（1）要时刻关注患者的情绪状态，使

其避免大喜大悲，情绪波动过大会引起心跳

过快、心肌的耗氧量大幅增加，进而引发心

绞痛，甚至心肌梗死。家属要及时开导患者，

安抚患者情绪；

（2）患者衣物及时更换清洗，患者的

居住环境要保持干净整洁，时常通风。另外

患者最好避免去人流过多、环境比较封闭和

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这容易使患者的呼吸道

造成感染，从而加重冠心病；

（3）患者要远离吸烟环境，有吸烟史

的患者也要尽早戒烟，烟中含有大量尼古丁

会造成血管的收缩加快，并对血管内层造成

损害，从而加大心脏负荷，加重冠心病；

（4）冠心病患者可以进行一些适当运

动，控制体重，避免出现高血脂、高血压的

情况，增加身体的素质和抵抗力。但是要注

意避免过于剧烈的活动，以免造成病情加重；

（5）患者要注意休息，避免劳累、熬夜，

这会加重血管内皮的损伤，引起脂质和炎性

因子的积聚，引起动脉硬化，加重病情；

（6）患者要遵循医嘱，按时服药，家

属和护理人员可以进行督促；

（7）患者要定期去医院复诊，以便让

医师随时了解患者的身体恢复情况，对于病

情出现的异常能够及时发现，制定相应的治

疗措施，避免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

综上所述，冠心病是一种很难根治的疾

病。冠心病容易频繁发作，因此除了要求患

者积极接受治疗外，患者的日常护理工作也

极其重要，患者和家属都应当多学习并加以

应用，以此有效缓解病情，降低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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