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一种因脑部血管

突然破裂或因血管阻塞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大

脑而引起的脑组织损伤疾病。 它不仅对患者

的身体造成巨大损害， 还对其生活质量和心

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 了解脑卒中的预防及康复护理知

识，对于维护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

脑卒中的预防

控制危险因素： 高血压是脑卒中的首要

危险因素。 保持血压在正常范围内是预防脑

卒中的关键，患者应定期监测血压，按医嘱服

用降压药物，并遵循低盐、低脂、高纤维的健

康饮食原则。 糖尿病是另一个重要危险因素，

糖尿病患者应严格控制血糖水平， 进行饮食

控制和药物治疗。

戒烟限酒：吸烟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

高，增加脑卒中的发生几率。 过量饮酒则会影

响血脂代谢，损伤血管内皮，同样容易引发脑

卒中。

健康生活方式：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过

度劳累；饮食均衡，多摄入新鲜蔬菜、水果和

全谷类食物；适量运动，增强心肺功能和身体

素质；保持心情愉快，避免长期精神压力和情

绪波动。

定期体检：通过定期体检，及时发现高血

压、高血脂、糖尿病等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并

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建议每年至少进行一

次全面的体检。

脑卒中的康复护理

早期康复介入： 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护理

应尽早开始， 通常在患者生命体征稳定后即

可开始。 早期康复介入有助于预防并发症，促

进患者身体功能的恢复。

功能锻炼： 功能锻炼是脑卒中康复护理

的核心内容。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

化的锻炼计划，包括肢体运动、平衡训练、日

常生活能力训练等。

通过持续的锻炼， 患者可以逐渐恢复肌

肉力量、平衡能力和协调性。

语言和认知康复： 部分脑卒中患者可能

出现语言障碍和认知障碍。 需要制定专门的

语言和认知康复计划，通过语言训练、记忆训

练、注意力训练等方法，帮助患者恢复语言功

能和认知能力。

心理支持与疏导： 脑卒中患者往往面临

巨大的心理压力，如焦虑、抑郁等。

家属和医护人员应关注患者的心理状

况，及时给予关心和支持，必要时寻求专业心

理咨询师的帮助。

营养支持和饮食调理： 脑卒中患者容易

发生各种并发症，如肺部感染、尿路感染、褥

疮等。 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发

现并处理并发症。

家庭康复护理： 脑卒中的康复护理不仅

需要在医院进行， 还需要在家庭中进行长期

的延续。 家属需要积极参与患者的康复锻炼

和日常护理， 为患者提供情感支持和物质帮

助，同时确保患者居住的环境安全。

综上所述， 脑卒中的预防与康复护理是

一个综合性、长期性的过程。 通过控制危险因

素、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早期康复介入、功能

锻炼、心理支持与疏导等措施，我们可以有效

预防脑卒中的发生并促进患者的康复。

（作者单位：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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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检验的定义及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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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医学领域， 生化检验作为诊断疾

病、监测病情、评估治疗效果的重要手段，扮

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本文将详细介绍生化

检验的概念、主要目的及其在临床中的应用，

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医学检测手段。

一、生化检验的定义

生化检验，又称为生物化学检验，是一种

通过分析人体内的体液、 尿液和其他生物样

品中的化学成分， 来评估人体健康状况的临

床检验方法。 这些化学成分包括蛋白质、酶、

糖类、脂肪、电解质、酸碱平衡、肾功能、肝功

能、心肌酶等，它们在人体内发挥着重要的生

理功能。

二、生化检验的主要目的

生化检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检测和分析

人体内的化学成分， 为医生提供关于人体生

理和病理状态的准确信息， 从而辅助疾病的

诊断、治疗和监测。 具体来说，其目的可以分

为以下几个方面：

1.�评估代谢功能：

血糖： 血糖检测是评估血液中葡萄糖水

平的重要指标，对于诊断糖尿病、监测糖尿病

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至关重要。

血脂：血脂检测包括总胆固醇、甘油三

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和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LDLC）等指标，高胆固醇和

高甘油三酯水平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

相关。

2.�监测肝肾功能：

肝功能： 常见的肝功能指标包括谷丙转

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碱性磷酸酶

（ALP）和总胆红素等。 这些指标能够反映肝

脏的健康状况和损伤程度。

肾功能：肾功能指标包括血清肌酐、尿素

氮和尿酸等， 它们能够反映肾脏的排泄功能

和滤过功能。

3.�辅助疾病诊断：

生化检验可以用于早期发现和诊断一些

常见疾病，如糖尿病、肝脏疾病、肾脏疾病等。

例如，通过检测血液中的血糖和胰岛素水平，

可以及早发现糖尿病。

4.�评估治疗效果：

在治疗过程中， 生化检验可以帮助医生

评估治疗效果，如通过血糖、血脂等指标的变

化，监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进展。

5.�预测疾病发展趋势：

通过连续监测某些生化指标的变化，医

生可以预测疾病的发展趋势， 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

三、生化检验在临床中的应用

生化检验广泛应用于临床各个领域，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内分泌科：用于诊断糖尿病、甲状腺疾

病等内分泌疾病。

2.�心血管科：通过血脂检测，评估心血管

疾病的风险。

3.�消化内科：用于诊断肝脏疾病、胰腺炎

等消化系统疾病。

4.�肾内科：通过肾功能检测，诊断肾脏疾

病，如肾炎、肾衰竭等。

5.�其他科室：如呼吸科、神经科等，也常

利用生化检验辅助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四、注意事项

1.�样本采集与储存： 采集到的样本应尽

快送至实验室进行检验， 避免样本的温度变

化和外界污染的影响。

2.�实验操作规范： 实验操作人员应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3.�结果解读： 生化检验结果应由专业医

生或技术人员进行解读和分析， 结合病人的

临床表现和其他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判断。

五、结语

生化检验作为现代医学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环节，通过检测和分析人体内的化学成分，

为医生提供了丰富的生理和病理信息， 帮助

进行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

说，了解一些基本的生化检验知识，可以更好

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及时发现并处理潜

在的健康问题。

（作者单位：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医院）

在现代医疗体系中， 检验科作为疾病诊

断、预防及健康管理的重要基石，扮演着不可

或缺的角色。 它不仅是医院临床科室的“眼

睛”，为医生提供精准的诊断依据，更是公共

卫生体系中的“哨兵”，在疾病预防与控制方

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详细阐述检验科在疾

病预防与健康管理中的具体作用。

1.

早期发现与诊断疾病

筛查潜在疾病：通过定期的血液、尿液、

粪便等常规检查， 检验科能够及时发现身体

内的异常指标，如血糖升高、血脂异常、肝肾

功能下降等，这些都是许多慢性疾病（如糖尿

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早期信号。

早期发现有助于采取干预措施， 延缓或

阻止疾病的发展。

感染性疾病的快速识别： 利用先进的微

生物培养、核酸检测等技术，检验科可以快速

准确地识别出细菌、病毒、真菌等病原体，为

感染性疾病（如流感、新冠肺炎、肝炎）的及时

诊断和治疗提供关键信息。

2.

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的制定

基因检测：随着遗传学的发展，检验科

能够通过基因检测识别个体的遗传风险，

如癌症易感基因、 药物代谢能力等， 从而

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建议和预防

措施。

营养与代谢评估： 通过分析血液中的维

生素、矿物质、激素水平等，检验科可以评估

个体的营养状态和代谢能力， 为制定个性化

的饮食计划和营养补充方案提供依据。

3.

疾病预防策略的支持

疫苗接种效果监测： 检验科通过抗体检

测，评估疫苗接种后的免疫效果，确保人群免

疫屏障的有效性， 对于传染病防控具有重要

意义。

公共卫生监测：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如疫

情爆发时， 检验科通过对大规模样本的快速

检测， 能够迅速锁定病原体， 追踪疫情传播

链， 为政府和卫生部门制定防控策略提供科

学依据。

4.

慢性病管理与跟踪

定期监测与调整治疗方案： 对于已确诊

的慢性病患者， 如糖尿病患者需定期监测血

糖、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检验科的数据为医

生调整药物剂量、 优化治疗方案提供了直接

依据。

并发症预警： 通过持续监测相关生化指

标， 检验科能够提前发现慢性病可能引发的

并发症风险，如糖尿病肾病、心血管疾病等，

为早期干预和治疗赢得时间。

5.

健康教育与公众意识提升

检验结果的解读与咨询： 检验科不仅提

供检测报告， 还承担着向患者及公众解释检

验结果的职责，帮助大家理解自身健康状况，

提高健康意识。

健康科普宣传：通过举办讲座、发放宣传

资料等方式，检验科积极参与健康科普活动，

普及疾病预防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增强

公众的自我保护能力。

综上所述， 检验科在疾病预防与健康管

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早期发现疾

病、制定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到支持疾病预

防策略、 管理慢性病， 再到提升公众健康意

识，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检验科的技术手

段将更加先进，其在维护人类健康、促进公共

卫生事业发展方面的贡献也将日益显著。 因

此，加强检验科的建设与发展，提升检验人员

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 对于构建更加完善

的医疗卫生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医院）

一氧化碳中毒是一种常见的急性中毒事

件， 尤其在密闭环境中使用燃气或木炭等设

备时更容易发生。一旦中毒，患者可能出现头

痛、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严重时甚至会导

致昏迷和死亡。

在康复过程中， 高压氧治疗作为一种特

效疗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下将从几

个方面详细介绍高压氧在一氧化碳中毒康复

中的重要性。

一、高压氧治疗的基本原理

一氧化碳中毒的根本原因是血红蛋白与

一氧化碳的结合能力远高于与氧气的结合能

力， 导致血液中氧含量降低， 身体各器官缺

氧。 高压氧治疗通过提高患者吸入氧气的浓

度和压力，增加血液中溶解氧的含量，促使一

氧化碳与血红蛋白解离， 加速一氧化碳排出

体外。

二、高压氧治疗的具体作用

1.�加速一氧化碳排出：高压氧环境下，血

红蛋白对一氧化碳的结合能力降低， 一氧化

碳更容易从血红蛋白中解离出来， 通过呼吸

排出体外，从而迅速纠正缺氧状态。

2.�改善脑组织供氧： 高压氧能显著提高

血液中的溶解氧含量，增加脑部氧气供应，缓

解因缺氧引起的脑损伤。

3.�减轻脑水肿： 高压氧能降低颅内压和

脑血管阻力，减轻脑水肿，防止脑损伤进一步

加重。

4.�保护神经细胞： 高压氧具有稳定自由

基、抑制炎症反应的作用，能保护神经细胞免

受损伤，促进受损神经功能的恢复。

三、高压氧治疗的实际应用

高压氧治疗通常需要在专业的高压氧舱

内进行，每次治疗时间约为两个小时，包括加

压、稳压吸氧和减压三个阶段。 稳压吸氧时间

一般为一小时， 加压和减压时间则根据患者

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在实际应用中， 高压氧治疗通常与其他

康复措施相结合，如运动疗法、神经营养药物

治疗等。

运动疗法可以提高血液循环和心肺功

能，减少因长期卧床引起的并发症风险；神经

营养药物如维生素 B 族、神经生长因子等，则

有助于促进神经再生和修复。

四、高压氧治疗的成功案例

许多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已经积累了

丰富的临床经验。 例如，某医院自引进高压氧

治疗技术以来， 已成功治疗了数千例一氧化

碳中毒患者，取得了显著的疗效。 特别是在一

氧化碳中毒性脑病的救治方面， 高压氧治疗

展现出了其独特的优势， 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和后遗症的发生率。

五、康复期间的注意事项

在进行高压氧治疗的同时， 患者还需要

注意保持呼吸道通畅，避免呕吐物误吸；如果

出现呼吸心跳停止等紧急情况， 应立即进行

胸外按压并拨打急救电话。

此外， 康复期间应密切监测患者的临床

表现和生命体征，定期评估并调整康复计划。

综上所述， 高压氧治疗是一氧化碳中毒

康复过程中的坚强后盾。 通过科学、规范的高

压氧治疗，可以加速患者康复进程，提高生活

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医院）

一氧化碳中毒康复路，高压氧是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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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