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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瘤患者的日常护理

□

黄雪棉

淋巴瘤， 作为起源于淋巴系统的一类恶

性肿瘤， 其治疗过程复杂且漫长， 常伴随化

疗、放疗等多种治疗手段。 在这个过程中，除

了医院的专业治疗外， 家庭护理同样至关重

要。 合理的家庭护理不仅能减轻患者的身体

负担，还能有效提升其生活质量。 以下是一份

详细的淋巴瘤患者家庭护理指南， 希望能为

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实用帮助。

一、饮食护理：均衡营养，助力康复

淋巴瘤患者的饮食应以高热量、高蛋白、

高维生素及易消化类食物为主， 确保营养均

衡。 建议多食用谷类、肉类（瘦肉为佳）、豆类、

蔬菜水果等，这些食物富含营养，有助于提升

患者的免疫力和体力。 同时，应避免摄入辛辣

刺激、腌制、油炸及含有过多添加剂的食物，

以减少对身体的刺激和负担。

少食多餐：患者应根据自身情况，采取少

食多餐的方式进食，以保证能量的持续供应，

同时减轻胃肠负担。

饮食卫生：所有食物应确保新鲜、煮熟煮

透，避免食用生冷食物，以防肠道感染。

鼓励饮水：鼓励患者日常多饮水，以温热白开

水为宜，有助于促进体内毒素的排出。 同时，

避免饮用浓茶、咖啡等刺激性饮料。

二、生活起居：细致入微，提升舒适度

淋巴瘤患者在治疗期间可能会感到疲劳

和不适，家属应提供全方位的生活起居照顾。

环境清洁：保持居室内干净整洁，定期开窗通

风，减少病菌滋生。 垃圾桶应加盖，并定时清

理，以减少细菌传播。

个人卫生： 鼓励患者保持良好的个人卫

生习惯，如饭前饭后勤洗手，使用肥皂或洗手

液按照七步洗手法进行清洗。 同时，注意皮肤

清洁，每日使用温水擦拭皮肤，特别是放疗照

射区域皮肤，需重点保护，避免受日晒、冷热、

消毒剂、肥皂等刺激。

规律作息： 帮助患者养成规律的作息习

惯，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良好的睡眠有助于

提高身体免疫力，促进康复。

三、心理支持：情感陪伴，增强信心

淋巴瘤的治疗过程漫长且充满挑战，患

者常常会出现焦虑、恐惧、沮丧等负面情绪。

家属应给予患者充分的情感支持， 帮助他们

缓解情绪，增强信心。

倾听与理解：耐心倾听患者的诉说，理解

他们的感受，给予安慰和鼓励。

积极沟通：与患者保持良好的沟通，了解

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 及时向医生反

馈，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陪伴与娱乐： 陪伴患者参与一些适合的

娱乐活动，如散步、打牌、看电影等，以缓解压

力，增强身心健康。

四、症状管理：细心观察，及时应对

淋巴瘤患者在治疗期间可能会出现各

种症状，如乏力、盗汗、发热等。 家属应细心

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 及时采取相应的应

对措施。

观察病情：每日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如

出现乏力、盗汗、发热等症状，应及时查血常

规，进行对症处理。

预防感染： 由于化疗药物对正常细胞也

有损伤，患者易出现骨髓抑制，导致身体抵抗

力下降。 因此，家属应尽量避免患者去人群密

集的地方，以防感染。 同时，保持患者个人卫

生和环境卫生，减少感染风险。

疼痛管理：对于疼痛明显的患者，家属应

遵医嘱给予止痛药物， 并关注患者的疼痛变

化，及时调整用药方案。

五、运动锻炼：适度活动，增强体质

淋巴瘤患者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

应坚持适度的运动锻炼，以增强体质，提高免

疫力。

选择适合的运动： 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

和兴趣爱好，选择适合的运动方式，如散步、

太极、瑜伽等。 避免剧烈运动和过度劳累，以

免加重身体负担。

控制运动量： 运动量应以患者不觉疲劳

为宜，避免空腹和饭后立即运动。 饭后一小时

后进行运动较为适宜。

穿着舒适： 运动时穿着舒适透气的衣物

和鞋子，以减少对身体的摩擦和压迫。

六、遵医嘱治疗：按时复查，监测病情

淋巴瘤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患者

需要到医院接受规律治疗， 并在化疗结束后

遵医嘱按时复查。 家属应协助患者按时完成

治疗计划，包括按时服药、定期检查等。

按时服药： 对于需要口服化疗药物或靶

向药物的患者，家属应督促其按时服药，避免

漏服或多服。 同时关注药物不良反应，及时向

医生反馈。

定期复查：化疗结束后，患者应遵医嘱按

时复查，以便于监测肿瘤有无复发。 复查项目

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影像学检查等。

六、结语

淋巴瘤患者的家庭护理是一个全面而细

致的过程，需要家属的耐心、细心和爱心。 通

过合理的饮食护理、细致的生活起居照顾、充

分的心理支持、细心的症状管理、适度的运动

锻炼以及遵医嘱治疗等措施， 可以有效减轻

患者的身体负担和心理压力， 提高其生活质

量，促进康复。 希望这份家庭护理指南能为淋

巴瘤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实用帮助。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人民

医院）

稳血压，赢健康：高血压居家监测的日常攻略

□

黄洁清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高血压已成为

影响人们健康的重要慢性疾病之一。 据统计，

全球范围内高血压患者数量庞大， 且呈逐年

上升趋势。 为了有效控制血压， 提高生活质

量，高血压的居家监测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

详细阐述高血压居家监测的日常攻略， 帮助

患者“稳”住血压，“赢”得健康。

一、认识高血压居家监测的重要性

高血压居家监测是高血压管理中的重要

环节。 它不仅能够帮助患者及时了解自身血

压状况， 还能为医生调整治疗方案提供有力

依据。 相比诊室血压测量，家庭血压监测能更

准确地反映患者的日常血压水平，减少“白大

衣效应”的影响，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治疗的

有效性。

二、选择合适的血压计

目前市场上血压计种类繁多， 主要有电

子血压计和水银血压计。 由于电子血压计操

作简单、携带方便、准确性较高，已成为居家

自测血压的首选工具。 在选择电子血压计时，

应优先选择经过国际标准方案认证的上臂式

全自动示波法电子血压计， 如中国高血压防

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推荐的型号。此外，还

需注意选择与使用者上臂周径相匹配的袖

带，以确保测量的准确性。

三、正确的测量方法与时间

1.�测量前准备

测量血压前应至少休息 5 分钟， 保持安

静、放松状态。 避免剧烈运动、情绪激动、吸

烟、饮酒、喝咖啡或浓茶等可能影响血压的因

素。 排空膀胱，穿宽松衣物，避免袖口过紧影

响测量结果。

2.�测量姿势

一般采用坐位测量， 将捆绑袖带一侧的

前臂放在桌子上， 确保袖带中点与心脏处于

同一水平线上。 两腿放松、落地，保持舒适的

坐姿。 也可采用沙发等稍矮一些的座位，但需

确保测量条件的一致性。

3.�测量时间

建议高血压患者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血

压。 早上测量应在起床后 1 小时内、排尿后、

早餐前、服药前进行；晚上测量则在晚饭后、

洗漱后、睡觉前进行。 对于初诊高血压患者或

血压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患者， 建议每周至

少连续测量 3 天，每天早晚各测量 2-3 次，取

平均值记录。 血压已控制稳定的患者，每周测

量 1-2天即可。

4.�测量步骤

按照血压计的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 一

般来说，按下开始键后，血压计会自动充气、

放气，并显示收缩压、舒张压和心率数值。 每

次测量应至少连续获取 2 次血压读数， 每次

读数间隔 1-2分钟，取平均值记录。若两次测

量差值较大（>10mmHg）， 则建议加测第三

次，取后两次的平均值记录。

四、记录与反馈

1.�记录血压信息

每次测量后，应详细记录血压值、测量时

间、脉搏及有无不适症状。 可以使用专用的居

家血压监测日志， 以便长期跟踪和分析血压

变化。 去医院复诊时，携带此日志能帮助医生

更好地了解患者的血压控制情况。

2.�定期反馈

将监测结果定期反馈给医生， 特别是当

血压持续不稳定或高于目标值时， 应及时联

系医生复诊调整治疗方案。 医生会根据患者

的血压数据和身体状况， 调整用药方案或提

出其他建议。

五、注意事项

1.�固定监测条件

尽量保持每次监测的时间、环境、条件一

致，以减少误差。 比如，每次测量都在同一时

间、同一地点、同一姿势下进行。

2.�避免干扰因素

确保测量时不受外界噪音、 寒冷等因素

干扰。 保持室内温暖、安静，避免测量过程中

产生不必要的紧张情绪。

3.�关注身体变化

监测过程中如有不适，如头晕、胸闷、心

悸等症状，应立即停止测量并就医检查。

4.�定期校准血压计

血压计在使用期间应定期进行校准，至

少每年一次。 一般可在购买处或专业机构进

行校准，以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六、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高血压的居家监测不仅仅是简单的测量

和记录，更是一种自我管理的体现。 患者需要

掌握正确的测量方法和注意事项， 提高自我

监测技能； 同时， 还需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如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

衡等，以全面控制血压水平。

七、结语

高血压的居家监测是高血压管理的重要

环节之一。 通过正确的监测方法和注意事项，

患者可以及时发现血压异常情况， 提高高血

压的知晓率、诊断准确性和治疗质量。 同时，

这也是我们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增强自我管

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让我们携手努力，“稳”住

血压，“赢”得健康！

（作者单位：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早产儿

的存活率得到了显著提高。 然而，由于早产

儿的各器官功能发育不成熟，特别是吸吮、

吞咽和呼吸功能的不协调， 导致他们往往

面临经口喂养困难的问题。 为了有效解决

这一问题，早产儿口腔运动训练应运而生。

这种科学的护理方法通过一系列特定的训

练，旨在促进早产儿的口腔功能发育，帮助

他们健康成长。

一、早产儿口腔运动训练的必要性

早产儿的大脑发育尚未完善，神经反射

及吸吮吞咽协调功能相对较弱， 这直接导

致了经口喂养的困难。 长时间依赖鼻饲或

静脉营养不仅会增加患儿的不适和并发症

风险，如胃管依赖、通气障碍、感染、胆汁淤

积等，还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早产儿口腔运动训练的方法

早产儿口腔运动训练主要包括口腔内

外按摩刺激、 非营养性吸吮以及喂养时口

腔支持等方法。 以下是具体的训练步骤：

1.�面部肌肉按摩：将食指放在早产儿鼻

翼根部， 弧形向耳根部移动， 并向嘴角呈

“C”形轻柔按压，以增强早产儿面颊肌肉的

运动能力。 每侧面颊按摩 4 次，约 2 分钟。

2.�嘴唇按摩：将食指放在唇角，以轻柔

的力量轻压嘴角， 以圆周运动的方式将食

指从一侧唇角移向上唇中央， 再移向对侧

唇角。 每侧嘴唇按摩 4 次，约 1 分钟。

3.�上下唇按摩：将食指放于唇中央，用轻

柔持续的力量将上唇缓慢向下嘴唇方向按

压，然后重复该动作，将下唇缓慢向上嘴唇方

向按压。 上下嘴唇各按摩 2次，约 1分钟。

4.�牙龈按摩：将手指放在牙龈中央，用恒

定持久的力量缓慢轻柔地移向牙龈后方，再

从牙龈后方缓慢轻柔地移回到牙龈中央。 左

右两侧牙龈各按摩 2次，共约 1分钟。

5.�舌肌运动训练：将手指放在磨牙牙龈

水平处的舌边缘和下牙龈之间， 用轻柔的

力量缓慢地将舌头推向对侧。 每侧舌头按

摩 2 次，可提高舌头的运动范围和力量。

6.�诱发吸吮动作：用手指放在硬腭的中

心，轻轻刺激上颚，诱发吸吮动作。 这可提

高吸吮力和软腭活动度。

三、早产儿口腔运动训练的意义

早产儿口腔运动训练的意义在于：

1.�促进有节律的吸吮和吞咽模式建立：

通过训练， 帮助早产儿建立正常的吸吮和

吞咽节律，提高喂养效率。

2.�提升口腔运动功能：增强早产儿的口

腔肌肉力量和运动协调性， 从而提高他们

的摄入奶量，加速体重增长。

3.�减少并发症： 通过缩短鼻饲喂养时

间， 减少鼻饲喂养和肠外营养的并发症风

险。

4.�促进健康成长：尽早实现完全经口喂

养，有助于早产儿机体功能的改善，缩短住

院时间，促进健康成长。

综上所述，早产儿口腔运动训练是一种

科学有效的护理方法，通过系统的训练，可

以帮助早产儿克服经口喂养困难， 实现健

康成长。 在早产儿护理过程中，医护人员和

家长应密切配合， 共同为早产儿的健康成

长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故城县医院）

早产儿口腔运动训练：科学护理，健康成长

□

纪秀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