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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疾病是指影响脑、脊髓和神经

系统的各种疾病，这些疾病不仅影响患者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质量，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

了沉重的负担。 本文将从认识、预防和治疗

三个方面，介绍神经内科的一些常见病。

一、认识神经内科常见病

神经内科常见病包括脑卒中（中风）、帕

金森病、癫痫、失眠和耳石症等。

1.

脑卒中：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

阻塞导致脑组织损伤的疾病，具有高发病率、

高复发率、高死亡率和高致残率等特点。

2.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变

性疾病，主要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肌强直、运

动迟缓和姿势平衡障碍。

3.

癫痫：由脑部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起的

短暂性脑功能障碍，表现为突然发生的、反复

发作的运动、感觉、自主神经或意识障碍。

4.

失眠：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表现为

入睡困难和睡眠维持障碍， 同时伴随对白天

功能的显著影响。

5.

耳石症：也称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

晕， 表现为头部位置变化时突然出现的旋转

性眩晕或头晕。

二、预防神经内科疾病

预防神经内科疾病的基础是保持健康的

生活方式。

1.

合理膳食：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类

食物的摄入，减少高脂肪、高糖、高盐食物的

摄入。

2.

适量运动：增强体质，建议进行有氧

运动，如散步、游泳、瑜伽等。

3.

戒烟限酒： 避免吸烟和过量饮酒，以

降低患病风险。

4.

控制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等是神经内科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要积极

治疗和控制这些慢性病。

5.

心理健康：学会调整心态，避免过度

紧张、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保持乐观、积极

的心态。

三、神经内科疾病的治疗

神经内科疾病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物

理治疗、手术治疗和康复训练等。

1.

药物治疗： 常用药物有阿司匹林、甲

钴胺、银杏叶提取物等，用于改善血液循环、

营养神经。

2.

物理治疗：如经颅磁刺激、电疗等，有助

于缓解症状。

3.

手术治疗： 针对严重脑血管病变等，如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

4.

康复训练：包括运动康复、语言康复等，

促进功能恢复，提高生活质量。

结语

神经内科疾病对人类健康有着严重的影

响，但通过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和控

制慢性病、保持乐观的心态等措施，可以有效预

防这些疾病的发生。同时，定期体检和及时就医

也是预防和治疗神经内科疾病的重要手段。 希

望大家能够加强对神经内科疾病的认识， 做到

未病先治，提高防治意识，远离脑血管疾病。

（作者单位：河北省曲阳县第一医院）

浅析常见的检验项目及其意义

□

刘瑞珍

帕金森病，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影

响着全球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 其症状包括

肌肉僵硬、震颤和运动困难等，给患者的日常

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然而，随着现代医学

的发展，尤其是磁共振成像（

MRI

）技术的应

用， 我们对帕金森病脑部变化的理解取得了

显著的进展。

一、帕金森病及其脑部变化

帕金森病的核心问题是中脑黑质多巴胺

能神经元的变性死亡。 这些神经元负责产生

多巴胺，一种在大脑中传递信号的化学物质。

当它们受损时，多巴胺水平下降，导致大脑信

号传递受阻，进而引发一系列帕金森病症状。

因此， 探究帕金森病脑部变化的关键在于了

解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健康状况。

二、

MRI

技术的原理与应用

MRI

是一种基于核磁共振原理的医学成

像技术，它利用磁场和射频脉冲，让身体内部

的氢原子核发生共振，从而生成图像。这种技

术具有无创、高分辨率等优势，就像是给身体

拍了一张高清照片。 在帕金森病的诊断中，

MRI

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

1.

结构成像： 通过高分辨率的

MRI

扫

描， 医生可以清晰地看到中脑黑质区域的结

构和形态， 从而评估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健康

状况。在帕金森病患者中，

MRI

图像往往会显

示出中脑黑质区域的异常信号改变。

2.

功能成像： 除了结构成像外，

MRI

还

包括功能成像， 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

RI

）、磁共振波谱（

MRS

）和磁共振灌注成像

（

PWI

）等。 这些技术可以进一步揭示帕金森

病患者的脑功能变化，如代谢异常、血流灌注

不足等。

三、

MRI

在帕金森病诊断中的重要作用

1.

辅助诊断：

MRI

图像能够显示帕金森

病患者脑部结构的详细情况， 尤其是中脑黑

质区域的异常信号改变， 这对于帕金森病的

诊断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2.

了解病情进展： 通过连续的

MRI

扫

描，医生可以观察帕金森病患者的病情变化，

评估治疗效果，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3.

研究发病机制：

MRI

技术还为科学家提

供了研究帕金森病发病机制的重要工具，有助

于推动疾病治疗方法的不断创新和改进。

四、

MRI

检查注意事项

尽管

MRI

技术在帕金森病诊断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但在进行

MRI

检查时，也需要

注意一些事项：

1.

避免金属物品：尽量不要佩戴金属装饰

品，如耳环、项链等，以免影响检查效果。

2.

特定人群禁忌：装有心脏起搏器或眼球

装有金属异物的患者，不适合进行

MRI

检查。

3.

家人陪伴：建议在做

MRI

检查时要有家

人陪伴，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紧张情绪。

五、结语

MRI

技术就像是探秘帕金森病脑部变化的

“魔眼”， 让我们看到了帕金森病在身体内部的

真实面目。通过这一技术，我们不仅能够更准确

地诊断帕金森病，还能够了解病情进展、评估治

疗效果， 并为科学家提供了研究帕金森病发病

机制的重要工具。 相信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

步，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帕金森病，为患者带来

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作者单位：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MRI

探秘解密帕金森病的脑部变化

□

吴云霞 王一凡 韩旭

高血压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 影响

着大量人群的生活质量。 尽管高血压无法根

治，但通过合理的日常生活护理，可以有效地

控制血压，减少并发症的风险。 以下是一些高

血压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实用的自我管理技巧。

1.�

调整饮食习惯

限制钠盐摄入：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每人

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超过

5

克。 过多摄入盐分

会导致血压升高， 因此高血压患者应尽量避

免高盐食品，如调味品、腌制品等。

低脂高纤维饮食：采用低脂、高纤维的饮食，

多吃新鲜水果和蔬菜，以及全谷物食品。这些

食物富含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

2.�

监测血压

高血压患者应养成定期测量血压的习

惯，建议每日早晚各测一次，每次测三次取平

均值，以明确血压波动趋势。当血压发生波动

或明显升高时，应适当增加测量次数，并及时

就医。

3.�

规范用药

严格遵医嘱服用降压药， 如硝苯地平控

释片、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等，不可随意停药或

自行更改剂量。建立一个固定的用药时间表，

比如每天早餐后或睡前服用， 有助于记住服

药。 使用药盒或手机提醒功能也是保持服药

依从性的好方法。如果需要长时间外出，建议

随身携带降压药，以免途中出现血压波动。

4.�

适度运动

适度的有氧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提

高心血管系统的效率，有助于降低静息血压。

建议每周进行至少

150

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或

75

分钟的高强度运动，可以根据个人情况

分成几个短时段进行。 运动时应注意逐渐增

加强度，避免突然进行剧烈的运动，以免引起

血压急剧上升。

除了有氧运动，一些轻松的活动，如瑜伽

和太极，也有助于放松身心，减轻压力，对控

制血压也有积极作用。 这些活动可以提高身

体的柔韧性和平衡性，减少跌倒的风险。

5.�

戒烟限酒

吸烟会导致血管收缩并增加心脏负荷，

从而引起血压升高；同时，烟草中的尼古丁还

会影响降压药物的疗效。 戒烟不仅能够降低

血压，还能减少心脏病、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

过量饮酒会提高血压，并对心脏健康造成

损害。 建议男性每日饮酒不超过两杯，女性不

超过一杯。 一杯的标准是指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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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纯酒精

的饮料，约等于一瓶啤酒、一杯葡萄酒或一杯

烈酒。

6.�

控制情绪

不良情绪容易引起高血压并引发并发症，

所以高血压患者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尽

量不要暴躁、发脾气。 若出现负性情绪，可通过

找人倾诉、培养兴趣、出门活动等方式发泄，尽

快调整情绪，以维持血压平稳。

通过上述护理小贴士的实施，高血压患者

可以有效地控制血压， 减少并发症的风险，提

高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馆陶县人民医院）

高血压护理的自我管理技巧

□

张彬

神经内科常见病的预防与治疗措施

□

刘杭东

在现代医学中， 临床检验是疾病诊断和

治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通过一系

列的检查项目， 医生可以获取患者的身体状

况数据，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科学依据。以下

是几种常见的检验项目及其意义。

1.�

血液检查

血常规检查：包括红细胞计数、白细胞计

数、血红蛋白浓度和血小板计数等指标。红细

胞和血红蛋白反映贫血状况， 白细胞则与炎

症和感染相关，血小板与凝血功能有关。通过

血常规检查， 医生可以判断患者是否存在贫

血、感染或炎症等问题。

血液生化检查： 主要检查肝肾功能、血

糖、血脂等代谢指标。血糖异常可能提示糖尿

病，血脂异常则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相关。这

些检查有助于医生发现潜在的代谢性疾病，

并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2.�

尿液检查

尿液检查是了解泌尿系统健康的重要工

具。 通过检查尿液的比重、

pH

值、蛋白质、尿

胆原、葡萄糖等指标，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

泌尿系统感染、肾脏疾病或全身性脏器病变。

例如，蛋白尿可能提示肾脏疾病，血尿则可能

与泌尿系统感染或肿瘤有关。

3.�

粪便检查

粪便常规检查： 通过检查粪便的性状、颜

色、细胞等内容，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消化

道出血、寄生虫感染等问题。例如，红细胞增多

可能提示肠道出血，虫卵则表明寄生虫感染。

粪便培养检查： 通过培养粪便中的微生

物，可以了解肠道的菌群状况，判断是否存在

肠道感染或菌群失调。

4.�

放射诊断技术

X

光、

CT

、

MRI

： 这些无创或微创的放射

诊断技术能够生成高分辨率的图像， 清晰显

示人体内部结构和病变细节。 医生可以通过

这些图像准确识别病变部位，判断病变性质，

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同时，部分技术如超声心

动图可以实时监测人体生理功能的变化，有

助于及时发现并诊断急性病症。

5.�

注意事项

样本采集： 正确的样本采集方法和时间对检

验结果至关重要。 例如，空腹采血可以更准确

地反映血糖水平。

检验结果解读：检验结果需要结合临床症

状、病史等进行综合分析，不能仅凭一项指标

就做出诊断。

安全性与质量控制：检验科需要严格遵守

实验室安全规定，进行质量控制，确保检验结

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通过以上几种常见的检验项目，医生能够

全面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为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提供科学依据。 作为患者，应积极配合医生

进行相关检查， 以便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

题，采取相应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作者单位：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