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KET��INFORMATION

B20

健康常识

2024-10-16�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宁 制作 刘宁 电话：0351-�4048890

在日常生活中， 盐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调

味品，它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使餐桌上的佳

肴更加美味。 然而， 随着现代医学研究的深

入， 我们逐渐认识到， 盐的摄入量与健康状

况，尤其是与慢性肾脏病（

CKD

）之间存在着

密切而复杂的关系。 本文将探讨控盐饮食在

预防和治疗慢性肾脏病中的重要性。

盐与健康的体液平衡

食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 其中钠离子

在人体内起着维持体液平衡和神经肌肉正常

兴奋性的关键作用。 然而，当盐摄入过量时，

体内的钠离子和水分会发生潴留，导致水肿、

高血压等健康问题。 对于慢性肾脏病患者而

言，这些问题尤为严重，因为他们的肾脏功能

已经受损，无法有效排除多余的钠和水。

高盐饮食与肾脏损伤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高盐饮食与慢性肾

脏病的进展密切相关。 高盐会导致尿蛋白排

泄增多，促进肾脏损伤加重。 此外，高盐还会

影响降压药物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

ACEI

）和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ARB

）的

疗效，进而难以有效控制血压，进一步加剧肾

脏负担。因此，控制盐的摄入量对于慢性肾脏

病患者来说至关重要。

低盐饮食的益处

低盐饮食在慢性肾脏病的治疗和管理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减少盐的摄入，可以显

著降低血压，减少尿蛋白，减轻氧化应激、炎

症反应及肾纤维化，从而优化药物治疗效果，

延缓疾病进展。 根据《慢性肾脏病早期筛查、

诊断及防治指南》（

2022

年版）， 成人慢性肾

脏病患者每日氯化钠摄入量应小于

5

克，而

在合并有严重水肿及高血压的情况下， 每日

盐的摄入量不应超过

3

克。

控盐技巧与注意事项

1.�

警惕“隐形盐”：除了食用盐外，很多加

工食品和调味品中也含有大量钠，如酱油、腌

制食品、味精等。肾脏病患者应仔细阅读食品

标签，尽量选择低盐或无盐产品。

2.�

使用替代调味品：在烹饪过程中，可以

适量使用醋、 柠檬汁等酸性调味品来替代部

分盐，增加食物的鲜味。

3.�

合理搭配膳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和

全谷类食物，这些食物富含钾和纤维，有助于

维持血压稳定，同时减少盐的摄入。

4.�

避免高盐食物：腌制食品、咸鱼、咸菜等

高盐食物应尽量避免食用，以减少水肿和高血

压的风险。

结论

盐多必失， 对于慢性肾脏病患者而言，控

制盐的摄入量是保护肾脏、延缓疾病进展的重

要措施。 通过科学合理的饮食管理，我们可以

有效减轻肾脏负担，提高生活质量。因此，无论

是健康人群还是慢性肾脏病患者，都应关注盐

的摄入量，做到合理控盐，守护健康。

（作者单位

:�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

控盐饮食与慢性肾脏病的关系

□

郭利萍

脑血管病，又称脑卒中或脑血管意外，是

由于脑血管病变引起的脑部血液供应障碍，

进而导致一系列神经功能障碍的疾病。

主要分为缺血性脑血管病（如脑梗死、短

暂性脑缺血发作）和出血性脑血管病（如脑出

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这类疾病发病率高、致

残致死率也高， 是我国中老年人致残的首要

病因。

一、主要危险因素

脑血管病的发病与多种因素有关， 包括

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心脏病、吸烟、酗

酒、缺乏运动等。 此外，年龄、性别、遗传等也

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通过控制这些危险因素，

可以有效降低脑血管病的发病风险。

二、科学护理原则

1.

急性期护理

病情观察： 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 如体

温、脉搏、呼吸和血压，及时发现异常变化。

药物治疗： 根据医生指导， 合理使用抗血小

板、抗凝、降纤等药物治疗，以控制病情发展。

并发症预防：预防脑水肿、颅内压增高、肺部

感染、深静脉血栓形成等并发症。

2.

康复期护理

早期康复： 病情稳定后

24-48

小时内即

可开始康复治疗，包括躯体功能、认知功能、

语言功能等多方面的训练。

物理治疗：运用电疗法、运动疗法等，促进患

者肌力、耐力和运动协调性的恢复。

作业治疗：通过日常生活、家庭和社会活动训

练，提高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社交能力。

3.

心理护理

情绪支持：关注患者的心理需求，提供必

要的心理支持和情绪疏导， 减轻焦虑和恐惧

情绪。

家属参与： 鼓励家属积极参与患者的康

复训练和心理支持工作， 共同促进患者的康

复。

三、重拾健康生活的建议

1.

健康饮食

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适量摄入优质

蛋白， 减少糖分和油脂的摄入。 避免暴饮暴

食，保持规律的饮食习惯。

2.

适量运动

定期进行适量运动，如散步、慢跑、太极

拳等，增强体质，预防慢性疾病。 久坐者需定

时起身活动，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3.

规律作息

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早睡早起，避免熬

夜。 睡前避免使用电子产品， 保持安静的环

境，提高睡眠质量。

四、心理健康

保持良好的心态， 学会自我调节情绪，避

免压力过大。 定期进行心理评估，及时寻求专

业心理咨询和治疗。

5.

定期体检

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及时了解自身健康状

况，预防疾病的发生。特别注意高血压、糖尿病

等慢性疾病的筛查和管理。

五、总结

科学护理脑血管病，不仅需要医疗人员的

专业指导和治疗，更需要患者和家属的积极配

合和坚持。

通过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和心

理健康等多方面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效预防和

改善脑血管病，重拾健康生活。 让我们从日常

生活中的小事做起， 逐步养成健康的生活习

惯，享受更加健康快乐的人生。

（作者单位

:�

河北省邯郸市中医院

)

科学护理脑血管病，重拾健康生活

□

郝阳阳

儿科常见疾病的护理方法

□

邓盟

护理质量持续改进的方法与策略

□

程澄

护理质量是护理工作的核心， 是提高患

者满意度、保障患者安全的关键。为了提高护

理质量，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方法与策略，

包括加强护理人员培训、优化工作流程、加强

沟通协作、引入信息化技术等。本文将详细介

绍这些方法与策略， 以期为读者提供有益的

参考。

一、加强护理人员培训

护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直接影响着

护理质量。因此，加强护理人员培训是提高护

理质量的重要途径。 具体措施包括：

1.

定期组织专业培训，提高护理人员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 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

各种护理工作。

2.

加强沟通协作能力的培养，使护理人

员能够更好地与其他医护人员沟通协作，提

高整体护理质量。

3.

鼓励护理人员参加继续教育，不断更

新知识，提高自身素质。

二、优化工作流程

优化工作流程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

错误和疏漏，从而提高护理质量。 具体措施

包括：

1.

合理安排护理人员的工作任务，避免

过度劳累和疲劳。

2.

制定标准化操作流程和规范，确保每

个环节都按照规范进行。

3.

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利用信息化手

段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三、加强沟通协作

良好的沟通协作是提高护理质量的重

要保障。 具体措施包括：

1.

加强医护人员之间的沟通协作，及时

反馈患者的病情和需求， 确保患者得到及时

有效的治疗和护理。

2.

加强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了解患者

的需求和心理状态，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3.

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及时收集患者

及其家属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

四、引入信息化技术

信息化技术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和

质量，是提高护理质量的重要手段。具体措施

包括：

1.

使用电子病历系统，方便医护人员查

阅患者的病史和检查结果，提高工作效率。

2.

引入移动医疗设备，如智能手环、智能

血压计等，方便患者自测身体指标，及时发现

异常情况。

3.

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患者信息

的实时共享和反馈， 方便医护人员及时了解

患者的病情和需求。

五、建立有效的质量评估体系

建立有效的质量评估体系是持续改进护

理质量的重要手段。 具体措施包括：

1.

制定科学的评估指标和标准，定期对护

理工作进行评估和考核。

2.

采用多种评估方法，如患者满意度调查、

护士自我评估等，全面了解护理工作的质量和

不足。

3.

对评估结果进行反馈和整改，不断改进

护理工作，提高整体护理质量。

综上所述，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需要从多

个方面入手，包括加强护理人员培训、优化工

作流程、加强沟通协作、引入信息化技术以及

建立有效的质量评估体系等。这些措施不仅有

助于提高护理质量，还有助于提升护士的职业

素质和工作满意度，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作者单位

:

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第三医院

)

儿科疾病的护理是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

重要环节。针对儿童常见的几种疾病，科学的

护理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以下将详细分条介

绍几种儿科常见疾病的护理方法。

1.�

发热

发热是儿童常见的症状之一， 护理时应

遵循以下几点：

保持通风：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避免过度捂

热，室温以

20℃~25℃

为宜。

适量衣物：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避免穿得过多导致散热不良。

补充水分：发热时孩子易出汗，需及时补

充水分，促进毒素排出。

物理降温：体温不超过

38.5℃

时，可采用

温水擦浴、温水浴等方法进行物理降温。

药物使用：若体温持续升高，可在医生指导下

使用退热药，并注意观察孩子的面色、意识等

状况。

2.�

咳嗽

咳嗽是呼吸道疾病的常见症状， 护理时

需注意：

保持室内清洁：定期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新鲜。

饮食调整：饮食宜清淡易消化，避免辛辣

刺激食物，可适量饮用温开水。

拍背排痰：对于有痰的咳嗽，可轻轻拍打孩子

背部，帮助痰液排出。

体位调整：晚上咳嗽严重时，可适当抬高孩子

头部，缓解咳嗽症状。

3.�

腹泻

腹泻是儿童常见的消化道疾病，护理时应：

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腹泻易导致脱水，需

及时补充口服补液盐（

ORSⅢ

），以防脱水。

臀部护理： 保持臀部皮肤清洁干燥， 预防红

臀，可使用紫草油等护臀霜。

饮食调整：饮食应以易消化、营养丰富的食物

为主，避免油腻、生冷食物。

观察病情：注意记录孩子腹泻的次数、量及性

状，如有异常应及时就医。

4.�

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护理时需：

隔离防护：患儿应居家隔离，避免交叉感染。

皮肤护理：保持手、足、口等部位的皮肤清洁，

防止抓破皮疹。

饮食调理：饮食宜清淡，多食用富含维生素的

食物，增强免疫力。

病情观察：密切观察孩子的病情变化，如出现

高热、精神萎靡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5.�

哮喘

哮喘是儿童常见的呼吸道慢性疾病，护

理时应：

避免过敏原： 明确过敏原并尽量避免接

触，如花粉、尘螨等。

规律用药： 遵医嘱按时使用哮喘药物，控

制病情。

环境管理：保持室内空气清新，避免烟雾、

异味等刺激因素。

情绪管理：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避免过

度激动或紧张，以免诱发哮喘。

总结

儿科常见疾病的护理方法涉及多个方面，

包括环境、饮食、用药等多个环节的综合管理。

家长在护理过程中应细心观察孩子的病情变

化，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科学治疗。同时，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家长的健

康素养和护理能力，对于保障儿童健康成长具

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

:�

河北省霸州市妇幼保健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