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KET��INFORMATION

B20

健康常识

2023-12-29���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宁 制作 刘宁 电话：0351-�4048890

继发性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

病， 指的是由其他确定的疾病引起的血压

升高， 其特点是血压升高只是这些疾病的

症状之一。 本文将向您介绍继发性高血压的

定义、原因、症状、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知识。

一、定义

继发性高血压是指由其他确定的疾病

或者病因引起的血压升高， 当原发疾病治

愈后， 作为继发症状的高血压也会随之下

降或恢复正常。 因此，尽早明确病因、及时

治疗对疾病的治愈及转归有促进作用。

二、病因

继发性高血压的病因多种多样， 最常

见的原因是肾脏疾病和肾血管疾病。 肾脏

疾病包括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等，这些

疾病会导致肾脏功能受损， 进而导致血压

升高。 肾血管疾病则是因为血管狭窄或阻

塞，导致肾脏血液供应不足，从而引发血压

升高。这些疾病包括但不限于肾脏疾病、肾

血管疾病，库欣综合征、原发性醛固酮增多

症、主动脉狭窄、多囊肾、糖尿病、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症等也可能导致继发性高血压的

发生。

三、症状

继发性高血压的症状与原发性高血压

相似， 可出现一系列与血压升高相关的症

状，包括头痛、头晕、心悸、疲劳等。 但需要

注意的是， 继发性高血压的症状往往不仅

仅是血压升高， 还可能伴随着原发疾病的

特定症状，如肾脏疾病可能伴有排尿困难、

尿液颜色改变等； 库欣综合征可能伴有肥

胖、肌肉无力等。 因此，对于出现血压升高

症状的患者， 医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和诊断，以确定是否为继发性高血压。

四、诊断

诊断继发性高血压需要结合患者的症

状、病史和检查结果进行。医生通常会进行

一系列的检查，包括尿液检查、血液检查、

肾脏、肾血管、肾上腺超声检查、

CT

扫描或

磁共振成像等， 以确定患者是否患有其他

疾病，并确定高血压是由哪种疾病引起的。

在确定病因后， 医生可能会针对病因进行

治疗，以降低血压并治疗相关症状。

五、治疗

继发性高血压的治疗方法取决于病

因，治疗重点在于治疗原发病。 例如，对于肾

病综合征，治疗方法包括使用激素类药物、免

疫抑制剂等；对于肾血管疾病，治疗方法包括

手术置入肾血管支架改善肾血管狭窄。 库欣

综合征可以通过手术或药物治疗； 主动脉狭

窄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或手术治疗来改善血管

状况。对于其他疾病引起的继发性高血压，治

疗方法也各不相同，需积极治疗原发疾病，原

发疾病得到治疗后，高血压会随之改善。治疗

过程中，患者需要遵医嘱，定期进行检查和调

整治疗方案。

总之，明确继发性高血压的原因，随之明

确诊断和治疗方法， 对于预防和治疗这种疾

病非常重要。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

什么是继发性高血压

□

孙 萍

肾衰竭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它会影响

患者的肾功能， 导致身体内部环境的失

衡。 对于肾衰竭患者来说，正确的饮食和

生活习惯对于病情的控制和康复至关重

要。 本文将为肾衰竭患者提供全面的饮

食和生活习惯指南。

一、饮食指南

1.�

水分摄入： 肾衰竭患者需要限制

水分摄入，尤其是急性肾衰竭患者。 过多

的水分会导致水肿和心力衰竭。 然而，这

并不意味着要完全禁止水分， 可以在医

生的指导下，适当摄入低盐分的汤、果汁

等液体。

2.�

盐分摄入： 肾衰竭患者通常需要

限制盐分的摄入，以减轻水肿和高血压。

尽量选择低盐分的食品， 如蔬菜、 水果

等，避免食用高盐分的食品 ，如咸菜 、酱

菜等。

3.�

蛋白质摄入： 肾衰竭患者需要限

制蛋白质的摄入量，以减轻肾脏负担。 可

以选择优质蛋白质，如鱼肉、瘦肉、蛋等。

同时，要避免食用高蛋白质含量的食品，

如动物内脏、豆制品等。

4.�

脂肪摄入： 肾衰竭患者需要控制

脂肪的摄入量，尤其是动物脂肪。 可以选

择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品，如鱼类、坚

果等。 同时，要避免食用高脂肪含量的食

品，如油炸食品、肥肉等。

5.�

钾摄入： 肾衰竭患者需要限制钾

的摄入量，以避免高钾血症。 尽量避免食

用高钾含量的食品，如香蕉、柿子等。

6.�

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 肾衰竭患

者需要保证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 ，以

维持身体的正常功能。 可以选择富含维

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 ，如蔬菜 、水果、全

谷物等。

二、生活习惯指南

1.�

休息和运动： 肾衰竭患者需要保

证充足的休息时间， 避免过度劳累。 同

时， 适当的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抵抗

力，促进康复。 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适度的运动。

2 . �

控制感染：肾衰竭患者容易发生

感染 ， 如呼吸道感染 、 泌尿道感染等。

因此，患者应尽量避免前往人群密集场

所 ，避免与呼吸道感染者接触 ， 以降低

感染的风险 。

3.�

戒烟限酒： 吸烟和饮酒都会对肾脏

造成损害，加重肾衰竭的症状。 因此，患者

应戒烟限酒，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总之， 肾衰竭患者的饮食和生活习

惯对于病情的控制和康复至关重要。 患

者应遵循以上提供 的 饮 食 和 生 活 习 惯

指南 ，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的治

疗和调养 。

（作者单位：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

肾衰竭患者饮食及生活习惯指南

□

宋学薇

室间隔缺损是一种常见的先天

性心脏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

意一些日常护理事项，以保持身体健

康。本文将为您介绍室间隔缺损的日

常护理注意事项，帮助患者更好地管

理自己的健康。

一、合理饮食

室间隔缺损患者需要注意饮食

的合理搭配，以保持身体所需的营养

平衡。建议食用高蛋白、高维生素、高

纤维的食物，如瘦肉、鱼类、蛋类、蔬

菜、水果等。 同时，要避免食用辛辣、

刺激、油腻的食物，以免加重病情。

二、注意休息与运动

室间隔缺损患者需要注意休息

与运动的平衡，以保持身体健康。 患

者应该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劳

累。 同时，适当的运动有助于增强身

体免疫力，促进身体的康复。 建议进

行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

避免剧烈运动。

三、控制情绪

室间隔缺损患者容易受到情绪

的影响， 因此需要学会控制情绪，保

持心情愉悦。 患者可以尝试通过听音

乐、阅读、与朋友交流等方式来缓解

情绪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

四、定期检查

室间隔缺损患者需要定期进行

身体检查， 以了解病情的发展情况。

建议患者定期前往医院进行心脏彩

超、心电图等检查，以便及时发现病

情变化，并得到相应的治疗。

五、预防感染

室间隔缺损患者容易受到感染

的影响，因此需要注意预防感染。 在

季节交替时， 患者应适当增加衣物，

避免感冒。 在出入公共场所时，应佩

戴口罩，防止交叉感染。

六、注意水分摄入

室间隔缺损患者需要注意水分的

摄入，以免加重心脏负担。 患者应该根

据身体状况适量饮水， 避免过量饮水

导致水肿或呼吸困难。

七、其他注意事项

室间隔缺损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还

需要注意一些其他事项， 如避免剧烈

运动和体力劳动，以免加重心脏负担；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避免空气污浊影

响呼吸；定期清洁口腔和皮肤，防止感

染；避免使用影响心脏的药物。

总之， 室间隔缺损患者在日常生

活中需要注意合理饮食、 注意休息与

运动、控制情绪、定期检查、预防感染、

注意水分摄入和其他注意事项。 这些

日常护理事项对于患者的身体健康非

常重要， 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管理自

己的健康。

作者单位： 山东省立医院菏泽医

院

(

菏泽市立医院

)

室间隔缺损的日常护理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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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也叫血透， 是血液净化常用

的方法之一， 主要是指通过血液透析设备

建立体外循环， 将患者的血液和透析液同

时注入透析器中， 并利用透析器的半透膜

弥散作用去除血液中的小分子代谢废物或

有害物质，包括尿素氮、肌酐、小分子毒物

和水分等， 从而达到纠正患者体内的水分

负荷、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的目的。

一、饮食护理

对于血液透析病人来说， 饮食控制是

日常护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首先，他们

需要控制水分摄入， 避免过多饮水或摄入

含有水分的食物。 同时，由于肾功能衰竭，

他们需要摄入高质量、 高蛋白的食物来补

充身体所需的营养。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饮

食建议：

1.�

限制水分摄入：尽量选择低盐、低盐

分的食品和饮料， 如无盐或低盐酱油的菜

肴。 避免喝含糖饮料、果汁等高水分的食物。

2.�

增加蛋白质摄入： 高蛋白食物有助

于维持身体所需的营养。可以选择瘦肉、鸡

蛋、鱼类等高蛋白食物。

3.�

控制盐分摄入：尽量选择低盐、低盐

分的调味品和食品，如醋、柠檬等。

二、日常活动与休息

血液透析病人需要定期接受治疗，这

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然而，

适当的日常活动和休息对于他们的健康非

常重要。 以下是一些建议：

1.�

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保持充足的

睡眠对于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定期的作息

时间可以帮助维持正常的生物钟， 有助于

身体的代谢和免疫功能。

2.�

适当运动： 虽然血液透析病人需要

限制水分摄入， 但他们仍然可以进行适当

的运动。

三、预防感染

血液透析病人由于免疫功能下降，容

易受到感染。因此，预防感染是他们日常护

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以下是一些预防

感染的建议：

1.�

保持个人卫生：定期洗手、洗脸、刷

牙等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有助于预防感

染。 避免与生病的人接触，以减少感染的风险。

2.�

避免去拥挤的场所： 血液透析病人

应尽量避免去拥挤的公共场所， 以减少感

染的风险。

总之， 血液透析病人的日常护理非常

重要，需要从饮食、活动与休息、预防感染

等方面进行关注和护理。 通过合理的日常

护理， 可以帮助血液透析病人更好地应对

疾病，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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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动静脉内瘘是血液透析患

者的生命线， 其自我管理对于维持

内瘘功能、延长使用寿命至关重要。

自我管理包括内瘘的定期检查、正

确的穿刺方法、 压力的控制以及并

发症的预防等。 忽视这些细节，可能

导致内瘘提前失效， 给患者带来不

必要的痛苦和经济负担。

一、定期检查

1.�

观察内瘘部位有无红肿、疼

痛、硬结等异常表现，如有异常，应

及时就医。

2.�

定期检查内瘘血流是否通

畅， 可以通过听诊血管杂音或者使

用多普勒超声进行检查。

3.�

定期测量内瘘处的血压，以

了解内瘘功能是否正常。

二、正确的穿刺方法

1.�

穿刺点应选择在血管弹性最

好的部位， 避免在瘢痕或狭窄的部

位进行穿刺。

2.�

每次穿刺应更换部位， 避免在

同一部位反复穿刺， 以减少血管损伤

和血栓形成的风险。

3.�

穿刺时应使用合适的针头深

度，避免刺入过深导致血管破裂。

4.�

避免用力牵拉内瘘血管， 以免

损伤血管。

三、压力的控制

1.�

避免在内瘘侧肢体施加过大的

压力，如提重物、过度运动等。

2.�

睡觉时应避免压迫内瘘侧肢

体，可采用平卧位或健侧卧位。

3.�

透析过程中， 应控制水分的摄

入，避免过度肿胀导致内瘘压力过大。

四、预防并发症

1.�

保持内瘘部位的清洁干燥，防

止感染。

2.�

避免在内瘘侧肢体使用具有刺

激性或过敏性药物。

3.�

如有血肿、疼痛、发热等异常情

况，应及时就医。

4.�

密切关注内瘘血流量是否正

常，如发现血流减慢或变弱，应及时调

整透析参数或就医。

五、总结与建议

自体动静脉內瘘的自我管理看似

简单， 实则对于血液透析患者的生存

质量至关重要。定期检查、正确的穿刺

方法、 压力的控制以及预防并发症等

细节，都是维持内瘘功能的重要因素。

患者应充分了解自体动静脉內瘘的护

理知识，并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应用。同

时， 家属和医护人员也应给予患者足

够的支持和指导，共同维护患者的健康。

最后， 建议血液透析患者定期参

加相关的健康讲座和培训， 提高自我

管理的意识和能力； 医护人员也应加

强对于自体动静脉內瘘管理的宣传教

育，提高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为血液

透析患者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

（作者单位：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

院）

自体动静脉内瘘的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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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爱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