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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失常是心血管内科常见的一组

病症， 一旦发现自己出现了心律失常症

状，在积极配合治疗外，还需要加强护理

管理，定期复查和加强健康监测，尽可能

降低疾病的不良影响。

1

、教你正确认识心律失常和房颤

心律失常，是很多心血管病的常见并

发症，也可单独发病。 例如，冠心病、心肌

病、植物神经功能失调、电解质不平衡、

内分泌失调、低温、胸腔或心脏手术、中

枢神经系统疾病等都可能引起心律失

常。 患者表现为心绞痛、气短气促、头晕

乏力等症状，疾病突然发作可引起猝死，

疾病反复和持续严重可能引起心功能不

全、心脏损坏、急性心力衰竭、死亡等。

房颤， 是一种常见的快速心律失常，

会增加心血变病的风险性， 且房颤伤心

又伤脑，对患者的影响和危害更大。 很多

基础疾病都会引起房颤， 如风湿性心脏

病、冠心病、高血压性心脏病、甲状腺功

能亢进、病态窦房结综合征、肺源性心脏

病等。 少数患者可能无特异性症状表现，

仅仅出现心悸、胸闷、心慌症状；严重情

况下可引起患者头晕、晕厥、心绞痛、急

性心力衰竭、急性肺水肿，以及体循环动

脉栓塞、心室率快而不规则；疾病持续发

展和加重，可引起一些严重并发症，如脑

动脉栓塞、肺栓塞、心功能不全、猝死等。

2

、出现房颤情况，应该怎么办

对一般心律失常患者而言，如果是生

理性心律失常，症状表现不明显，产生的

危害十分小，如窦性心律失常、功能性早

搏等，一般不需要治疗，但日常监测、随

访检查和定期体检不可少。 而房颤不只

是“心跳得乱一些”，是一类危险性大的

心律失常，一旦出现这类症状表现，要及

时到医院检查和治疗， 患者也要掌握预

防房颤、保护心脏的一些知识技巧，以及

加强疾病、饮食、生活、运动、心理等方面

的护理， 起到降低心律失常发作次数和

房颤风险性，防范疾病反复和持续发展，

维护健康安全的作用。

1

） 疾病和药物护理。 房颤患者治疗

的主要目的是恢复窦性心律、 控制快速

心室率、防止血栓形成和中风，通常可以

采用受体阻滞剂、 钙通道拮抗剂、 洋地

黄、胺碘酮等药物。 患者需做到谨遵医嘱

用药，不能随意增减、更换药物；胺碘酮

不建议用于长期控制，在紧急控制心率，

或者是其他药物控制无效、 其他药物禁

忌的时候再考虑使用。

2

）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日常保持良

好充足睡眠，不熬夜、少熬夜，居住环境

要安静， 远离各种噪声， 对伴随出现胸

闷、心悸、头晕等不适症状的患者，睡觉

的时候可以采取高枕卧位、半卧位；日常

工作、学习等做到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休

闲娱乐时间，避免长期连续工作、长期高

强度和高压工作的情况；做好戒烟戒烟，

日常少喝浓茶、咖啡等刺激性的饮品，只

是适度饮酒，也会增加房颤风险；养成良

好排便习惯，保持大便通畅，便秘会增加

房颤的风险性。 此外，日常在气候和气温

骤变的时候，需提前做好防护，注意防寒

保暖。

3

） 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房颤失常患

者的饮食也要注意，在保持饮食规律、健康

均衡和营养充足的同时， 最好保持清淡饮

食、低盐低脂饮食，对盐的日常摄入量合理

控制，以及少吃各种煎炸、过咸、过甜、过黏

及辛辣刺激的食物。

4

）适度运动锻炼。 可以结合自身情况，

进行强度适中的运动锻炼， 起到提高免疫

力、控制体重的作用，如可以进行散步、慢

跑等有氧运动，并不是运动量越大越好，对

运动时间也要合理控制，以免增加心脏负荷。

5

）保持积极健康心态。 日常注意调节

各种不良情绪和压力，保持心态平和，少生气。

6

）其他方面。 日常注意准备好抢救用

品 ，包括各种药物、抢救器械（除颤仪 、氧

气、起搏器等），以备不时之需。

综上所述， 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预防

心血管病和心律失常， 落实好护理管理工

作，以及加强心率监测、定期体检等，尽可

能减少心律失常的发作次数和产生的不良

影响。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太原医

院（太原市中心医院）

浅谈心律失常的护理方法

□

刘 健

血液透析是肾功能不全患者的重要

治疗方法之一， 通过人工设备帮助患者

清除体内过多的废物和水分， 以减轻肾

脏负担。 然而，透析治疗并不能完全替代

肾脏的功能，因此，患者在透析期间需要

特别注意饮食护理， 以保证营养平衡和

身体健康。 本文将为您介绍血液透析患

者的饮食护理方法。

1.

血液透析患者的饮食原则

1.1

充足的热量

血液透析患者需要充足的热量来满

足身体的基本需求。 热量的主要来源是

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患者应适当增加米、

面、薯类等主食的摄入，并适当增加油脂

类食物，如植物油、坚果等。

1.2

适量的蛋白质

透析患者需要适量的蛋白质来维持

身体正常代谢和功能。 蛋白质的主要来

源是肉类、蛋类、奶类和大豆制品。 患者

应根据肾功能和血磷水平适当摄入这些

食物， 以避免加重肾脏负担和导致高磷

血症。

1.3

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血液透析患者容易出现多种维生素

和矿物质的缺乏，如维生素

B

、叶酸、钙、

铁等。 患者应多摄入新鲜蔬菜、水果、坚

果、全谷类等食物，以补充这些营养素。

1.4

控制水分和盐分摄入

透析患者需要严格控制水分和盐分

的摄入， 以避免加重水肿和高血压等并

发症。 患者应遵循医生的建议，合理安排

水分摄入，并限制高盐食物的摄入。

2.

血液透析患者的饮食护理方法

2.1

合理安排餐次和食物种类

血液透析患者合理安排餐次方法建

议：（

1

）规律饮食，患者应保持每日三餐

规律，可根据需要增加点心等小餐。 避免

过度饥饿或饱胀 ， 以免影响消化功能。

（

2

）定时定量，患者应根据医生或营养师

的建议，控制每餐食物摄入量，避免过度

饥饿或饱胀。（

3

）注意餐间休息，患者在

进食时，应注意餐间休息，避免进食后立

即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影响消化。

食物种类选择方法建议：（

1

） 主食，

患者应适当增加米、面、薯类等主食的摄

入，以满足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需求。 可

选择糙米、全麦面等富含纤维的主食，有

助于改善患者的肠道功能。（

2

）蛋白质食

物，患者可选择瘦肉、鱼、蛋、奶等富含优

质蛋白质的食物，适量摄入。 避免过多摄

入豆类等植物性蛋白质， 以免加重肾脏

负担。（

3

）油脂类食物，患者应适当增加

植物油、坚果等油脂类食物的摄入，以满

足身体对脂肪的需求。 同时，植物油中的

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血脂。

2.2

注意食物搭配

血液透析患者日常饮食过程中应遵

循以下食物搭配原则：（

1

） 均衡营养，患

者应确保摄入各种营养素， 如碳水化合

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合理

搭配谷物、蔬菜水果、蛋白质食物和油脂

类食物。（

2

）适量摄入，患者应根据医生

或营养师的建议，控制每餐食物摄入量，

避免过度饥饿或饱胀。（

3

）食物多样性，

患者应选择不同种类食物， 增加食物多

样性，以满足口味需求，提高患者的食欲。

推荐食物搭配方法：（

1

）主食

+

蛋白

质食物

+

蔬菜水果，如：糙米饭

+

瘦肉

+

绿叶蔬菜；（

2

） 主食

+

蛋白质食物

+

油

脂类食物， 如： 全麦面

+

鱼

+

植物油；

（

3

）主食

+

蔬菜水果

+

油脂类食物，如：

薯类

+

水果

+

坚果。

2.3

注意饮食禁忌

血液透析患者的饮食禁忌有：（

1

）高盐

食物，透析患者应限制盐分的摄入，因为盐

分会导致患者水肿、高血压等并发症，患者

应避免食用高盐食物，如熏肉、火腿肠、腌

制食品、加工食品等。（

2

）高钾食物，透析患

者容易出现高钾血症， 因此应限制高钾食

物的摄入，高钾食物包括香蕉、橙子、土豆、

西红柿等， 患者在食用这些食物时应严格

控制摄入量。（

3

）高磷食物，透析患者容易

出现高磷血症， 因此应限制高磷食物的摄

入，高磷食物包括动物内脏、坚果、乳制品

等， 患者在食用这些食物时应严格控制摄

入量。（

4

）高草酸食物，透析患者应避免摄

入高草酸食物， 因为草酸会影响患者对钙

的吸收，增加结石的风险，高草酸食物包括

茶叶、菠菜、甜菜等。

2.4

合理选择食物烹饪方法

血液透析患者在烹饪食物时， 应尽量

采用清蒸、炖、煮等低盐、低脂的烹饪方法，

如煮蔬菜、清蒸鱼、炖鸡肉等，避免使用过

多的调料和油脂，以减轻肾脏负担。

（作者单位：广西钦州市妇幼保健院内

一科）

血液透析患者的饮食护理方法

□

刘 倩

每个人对冠心病都不陌生，非常典型

的病症是心绞痛、心律不齐等，对病人的

健康有非常大的影响。 很多人得了冠心

病以后离不开“药”了，长期服药让病人

有很大的精神负担。 但早期冠心病的病

症不典型， 病人出现了冠心病症状而不

自知，还需尽快检查疾病。

CT

是先进的

影像学技术，通过该技术检查非常必要。

一、先来认识冠心病

很多人都知道冠心病，但不知道这种

疾病是什么发病的。 冠心病病人的血管

内很可能沉淀了粥样硬化斑块， 随着病

情发展， 管腔会变得狭窄， 引起心肌缺

血、缺氧等病症。 冠心病病人常见动脉痉

挛，导致心肌供血量不足，

55

岁以上男性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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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女性发生疾病的概率高，这

也是发生冠心病的一项危险因素。 当然，

除了年龄因素外，高血压、糖尿病、吸烟

都是一些危险因素， 病人出现血管动脉

硬化后，以上因素无法有效控制，冠脉硬

化在中青年也能发病。 尤其是糖尿病病

人，要是没有很好的控制血糖，冠脉病变

会出现多处，呈现出弥漫性。

如果想缩减冠心病发生，人们要控制

好与疾病相关的危险因素，比如，吸烟人

群要减少吸烟量， 高血压及糖尿病病人

要注意合理饮食， 保护好自己的冠脉血

管，科学预防冠心病。

二、

CT

检查冠心病可靠吗

冠心病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已经不容

质疑，要是出现了冠心病的病症，千万不

要拖延，尽快进入医院检查。 可控选择的

检查技术有很多

,

其实，

CT

检查冠心病

只需要耗费

10

秒钟，

CT

是一种无创、便

捷的诊断技术， 不会受到冠脉造影创伤

的苦楚， 而且检查后很快就能知道检查

结果， 认识到自己是否发生了冠心病。

CT

已经成为检查冠心病的推荐技术，在

检查时，

CT

的敏感度非常高， 预测准确

性在

90%

以上， 尤其是阴性预测值超过

99%

。 如果

CT

检查结果是阴性，基本上

能排除冠心病， 无需再开展冠脉造影检

查。 要是病人有三高疾病，出现胸闷或者

气短等相关症状，虽然没有典型的症状，

但病人的年龄大，在体检时，都能做

CT

检查。

以往检查冠心病的技术是心电图，经

长期实践调查， 心电图检查方法会受到

多种因素影响， 导致检查结果的灵敏度

偏低， 医生无法单纯通过检查结果判断

病人的病情。 通过适合病人的影像学检

查技术非常必要。 比如，通过冠脉造影诊

断冠心病已经成为金标准， 检查的准确

率高。 但该方法有一定的创伤性、 风险

性，很容易发生心律不齐、心肌梗死等。

在检查期间要为病人注射造影剂，很

可能会出现残留，并引发一些过敏反应。

动脉造影前 ， 病人要接受完善的检查，

确定有良好的耐受性。 但冠脉造影检查

的费用非常高， 多数病人为高龄群体，

经济能力一般，在应用上也存在一些局

限性。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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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螺旋

CT

冠脉成像技术是无

创检查手段， 满足多数病人对检查的需

求，检查心血管方便、快捷。 该检查技术

的速度快，可重复对病变位置进行扫描，

可提升检查的精准度 。

CT

扫描的范围

广，能对冠脉主干、分支进行扫描，不会

产生损伤，有非常高的安全性。

三、检查前的准备事项

冠心病病人在

CT

检查前，需要做好准

备工作。 比如，饮食、作息、药物等方面。

在饮食上，病人要保持清淡饮食，以免

食用辛辣及刺激性食品， 包括辣椒、 花椒

等。 但要规避有咖啡因的食品，包括可乐及

咖啡，以免对检查结果产生影响。 病人在检

查前， 应保持规律的作息， 穿戴宽松的衣

物，从而便于检查。 进入检查室前，先去掉

身上的金属物品，包括发卡、手链等，保持

放松的心情，避免过度紧张。 要是检查前出

现了头晕、 恶心等不适感后， 不建议开展

CT

检查， 以免身体负担加重。 患者在

CT

检查时出现不适感，建议及时通知医生，并

早期对症治疗。

总之， 冠心病对人们的健康有很大的

影响。 冠脉

CT

可以检出冠心病，该技术可

观察到冠脉病变情况， 结合病人的病症及

查询的心电图表现， 判断病人的冠心病严

重程度，并明确疾病的治疗方案。 冠心病病

人在

CT

检查前， 需要按上述内容做好相

关的准备工作，明确冠脉检查的禁忌事项。

（作者单位：重庆市开州区中医院）

CT

检查冠心病的原理及注意事项

□

刘方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