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经内科疾病涵盖范围广泛，包括脑梗

死、脑出血、癫痫、脑膜炎、帕金森病等，这些

疾病对患者的神经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损

害。 因此，神经内科患者的饮食护理显得尤

为重要， 合理的饮食不仅能促进病情恢复，

还能提高生活质量。

以下是对神经内科患者饮食护理的详

细指导与注意事项。

一、营养均衡

神经内科患者应保证摄入充足的营养，

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

物质等。

优质蛋白质如瘦肉、鱼、蛋、奶等有助于

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 新鲜果蔬如苹果、香

蕉、青菜、西红柿等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有

助于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

二、个体化饮食

由于每个神经内科患者的病情和身体

状况不同，饮食护理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进行个体化调整。 例如，糖尿病患者应控制

糖分的摄入， 高血压患者应限制盐的摄入，

采用低盐低脂饮食。

三、定时定量

神经内科患者应保持定时定量的饮食

习惯，避免暴饮暴食或过度饥饿。 这有助于

维持稳定的血糖和血压水平，减轻神经系统

的负担。

四、避免刺激性食物

神经内科患者应避免生冷坚硬、 油腻、

辛辣和刺激性的食物，如油炸食品、辣椒、大

蒜等，以免加重病情。 应以温热、柔软、易消

化的食物为主，如流质和半流质食物，特别适

用于消化功能不良、发热、咀嚼不便的患者。

五、禁酒及含酒精饮料

酒精对脑神经细胞有刺激性，对神经病患

者危害很大，患者应严格禁酒及含酒精饮料。

六、特殊疾病饮食

对于甲亢患者，应低碘饮食，避免海带、

紫菜等含碘食物和碘盐。 对于神经系统疾病

伴活动不便者，应以易消化食物为主，多吃

富含纤维的食物以防便秘。 对于神志模糊、

昏迷或烦躁不安的患者，可能需要采用鼻饲

饮食，食物应选择易消化、无刺激性的流质

或半流质食物。

七、生活习惯与心理调节

神经内科疾病的患者在饮食护理的同时，

还需注意生活习惯的调整和心理状态的调节。

保持室内安静，减少不良刺激，保持适宜的温度

和湿度。

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放松心情，避

免精神过度紧张。适当地进行体育锻炼，能够增

强自身的体质，有利于病情恢复。

综上所述， 神经内科患者的饮食护理是一

项复杂而重要的工作。 通过科学合理的饮食护

理，结合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理调节，可以促进

神经内科患者的康复，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医

护人员和家属应充分了解神经内科患者的饮食

原则及注意事项， 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照顾和

护理。

（作者单位：河北省遵化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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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视角

解密帕金森病：了解这一“颤抖”的疾病

□郭美丽

帕金森病，又称为“震颤麻痹”，是一种

常见于中老年人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 它

以其独特的“颤抖”症状而广为人知，但远不

止于此。 本文将分条解析帕金森病，帮助大

家更全面地了解这一疾病。

一、病因与发病机制

帕金森病的病因复杂，目前尚未完全明

确，但普遍认为与遗传、环境因素及神经系

统老化等多种因素有关。

其中，衰老是帕金森病发生的最重要因

素，疾病具有显著的老年高发特性，且男性

发病率略高于女性。 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

退化和死亡被认为是帕金森病的主要病理

改变。

二、临床表现

帕金森病的症状主要分为运动症状和

非运动症状两大类。

运动症状：包括静止性震颤、肌强直、运

动迟缓及姿势平衡障碍。 静止性震颤是帕金

森病的典型表现， 多发于一侧上肢远端，精

神紧张或激动时加剧，入睡后消失。

肌强直表现为肌肉僵硬紧绷，活动不灵

活。 运动迟缓则表现为随意运动减少，动作

缓慢，如解纽扣、系鞋带等日常活动变得困

难。 姿势平衡障碍则表现为走路时步伐变小

变慢，甚至出现“慌张步态”。

非运动症状：包括便秘、嗅觉障碍、睡眠

障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及精神、认知障碍

等。 这些非运动症状往往早于运动症状出

现，且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显著。

三、诊断与检查

帕金森病的诊断主要依据患者的临床

表现，同时结合神经系统检查、定量运动测

试及大脑成像等辅助检查手段。 神经系统检

查通过评估患者的反应、肌肉张力、姿势和

步态等来确定神经系统是否受损；定量运动

测试则用于评估患者的运动能力、协调性和

平衡性；大脑成像如MRI、CT等技术则用于

检查患者的大脑结构和功能，以排除其他可

能引起类似症状的疾病。

四、治疗与护理

帕金森病目前无法治愈，但可以通过合

理的治疗来缓解症状，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 治疗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

药物治疗： 常用药物包括单胺氧化酶 B

型(MAOB)抑制剂、多巴胺受体(DR)激动剂、

儿茶酚 O甲基转移酶(COMT)抑制剂等。 这

些药物能够补充或增强多巴胺的功能，从而

缓解帕金森病的运动症状。

手术治疗：对于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

可考虑手术治疗， 如神经核毁损术和脑深部电

刺激术(DBS)。这些手术能够直接作用于病变的

神经核团，从而改善患者的症状。

此外， 帕金森病患者还需要进行日常护理

和康复训练， 包括保持营养均衡、 坚持适量运

动、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等。 同时，心理疏

导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有助于缓解患者的

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

五、结语

帕金森病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

疾病，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通过

深入了解其病因、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手段，

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一疾病。

（作者单位：河北省任丘康济新图医院）

神经内科患者的饮食护理与注意事项

□高芳

贫血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指的是人

体外周血红细胞容量减少，低于正常范围下

限，导致身体组织缺氧，进而影响正常生理

功能。 了解如何识别与护理贫血，对于维护

人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一、识别贫血的症状

1.�面色苍白：贫血的典型表现之一是面

色苍白，特别是脸部皮肤，显得没有血色。

2.�指甲异常：缺铁性贫血患者可能出现

勺状甲或指甲盖上有条纹，这是体内缺铁的

表现，影响血红蛋白的合成。

3.�神经系统症状：常表现为头晕、目眩、

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等，严重时可能出现心

悸、气短、呼吸困难。

4.�消化系统症状：贫血患者可能出现消

化不良、腹胀、食欲下降等症状。

二、贫血的检查与诊断

1.�血常规检查：通过抽血化验，检查血

红蛋白（Hb）和红细胞计数，若低于正常值，

则可能患有贫血。

2.�其他检查：根据具体情况，可能需要

进行网织红细胞计数、 红细胞指数测定、血

涂片、骨髓检查等。

三、贫血的护理措施

1.�休息与活动：贫血症状严重时，患者

应卧床休息，避免剧烈活动，以减轻心脏负

担。 病情得到控制后，逐渐增加活动量，但需

避免过度劳累。

2.�饮食调理： 贫血患者需给予高热量、

高蛋白、高维生素的食物，如瘦肉、猪肝、豆

类、新鲜蔬菜等，以促进身体恢复。 缺铁性贫

血患者应多食用含铁丰富的食物，如动物内

脏、绿叶蔬菜；巨幼细胞性贫血患者应多食

用富含维生素 B12 和叶酸的食物，如绿色蔬

菜、水果、肉类等。

3.�吸氧护理：当贫血症状伴有心悸气促

时，患者可接受吸氧治疗，以提高血氧饱和

度，缓解缺氧症状。

4.�病情观察： 密切观察患者的贫血症

状，如面色、睑结膜、口唇、甲床等部位的苍

白程度，以及有无头昏眼花、耳鸣、困倦等中

枢缺氧症状。 如出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就医。

四、预防贫血的措施

1.�合理饮食：保持均衡饮食，确保摄入足够

的铁、叶酸、维生素 B12等造血原料。

2.�避免过度劳累： 合理安排工作与休息时

间，避免过度劳累，以免诱发贫血。

3.�定期体检：定期进行血常规检查，及时发

现并处理贫血问题。

贫血虽然常见，但并非小事。通过仔细观察

症状、及时就医检查、采取合理的护理措施和预

防措施，我们可以有效地识别与护理贫血，维护

身体健康。对于已经患有贫血的患者，积极治疗

和改善症状也是预防并发症和提高生活质量的

关键。

（作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饮食护理新风尚：吃出健康来

□李静

浅析贫血的识别与护理

□牧莹

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健康饮食不仅

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和追求。 科学合理的饮食习惯不仅能够预防

疾病，还能提高生活质量，让我们从日常的

每一餐中吃出健康来！

一、平衡膳食，营养全面

平衡膳食是实现健康饮食的基础。 根据

《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的建议，每天应摄

入 12种以上食物，每周至少 25种，以确保营

养的全面性。 谷类食物是膳食的基础，建议

每天摄入 200-300 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

应占 50-150克。

此外，薯类 50-100 克也是不错的选择。

在膳食结构上， 碳水化合物应占总能量的

50%-65%，蛋白质占 10%-15%，脂肪占 20%

-30%。

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是健

康饮食的重要来源。 建议每天摄入 300克以

上的新鲜蔬菜， 其中深色蔬菜应占一半；水

果则推荐每天摄入 200-350克。 奶类和大豆

类富含钙、优质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对降

低慢性病风险有重要作用，建议每天适量摄

入。

二、控制糖分，减少添加糖

过多的糖分摄入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等

慢性病的风险。 因此，应限制甜食和含糖饮

料的摄入，比如蛋糕、糖果和含糖饮料。 水果

中的天然糖分较为健康， 可以作为甜味来

源。 此外，选择绿茶或黑茶等无糖饮品也是

不错的选择。

三、低盐少油，清淡饮食

高盐饮食是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重

要风险因素，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超

过 5克。 在油脂选择上，推荐橄榄油、菜籽油

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脂，避免过多摄

入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 同时，每天的烹调

油用量应控制在 25-30克。

四、保持水分，多喝清水

水是构成人体的重要成分，对维持生理

功能至关重要。 建议每天主动、足量饮水，成

年人每天饮水量应在 7-8杯（约 1500-1700

毫升）之间。 清水或茶水是最佳选择，避免过

多摄入含糖饮料和酒精。

五、定时定量，规律饮食

规律的饮食习惯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

重和消化系统健康。 建议每天三餐定时定

量，早餐应占全天总能量的 25%-30%，午餐

占 30%-40%，晚餐占 30%-35%。 细嚼慢咽不

仅有助于消化，还能提升饮食的愉悦感。

六、适量运动，健康生活

饮食与运动相结合是保持健康的重要

方法。 建议每周进行至少 5 天中等强度的身体

活动， 累计超过 150分钟， 每天至少步行 6000

步。适当进行高强度有氧运动和加强抗阻运动，

每周 2-3天，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和肌肉力量。

七、食物安全，注重卫生

食物安全是健康饮食的前提。选择新鲜的、

卫生的食物，避免食用过期、变质的食物。 在外

就餐时，注意选择卫生条件好的餐馆，避免暴饮

暴食。

结语

科学合理的饮食习惯是维护健康的重要基

石。通过平衡膳食、控制糖分、低盐少油、保持水

分、定时定量、适量运动和注重食物安全，我们

不仅能够预防疾病， 还能享受健康带来的美好

生活。 让我们从每一餐做起，吃出健康来！

（作者单位：河北省固安县知子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