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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系统疾病，如白血病、淋巴瘤和贫

血， 常常给患者带来沉重的身体和心理负

担。这些疾病不仅本身需要长期治疗，还可

能引发多种并发症，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 本文将为大家介绍血液系统疾病患

者常见的并发症及其预防措施， 帮助患者

和家属更好地管理病情，提高生活质量。

一、感染并发症及其预防

1、细菌感染预防：①保持良好的个人卫

生习惯，如勤洗手、避免接触病人。 血液系统

疾病患者应注意个人卫生， 每天至少用肥皂

和水彻底清洗双手数次， 尤其是在接触公共

物品或外出回家后。此外，避免与有感染症状

的人密切接触，减少传染机会。②居住环境保

持清洁， 定期消毒。 患者家中应保持干净整

洁， 尤其是厨房和卫生间等易滋生细菌的地

方。定期使用消毒剂进行清洁，尤其是在流感

季节或家中有访客时，更应加强消毒措施。③

按医嘱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 避免滥用抗生

素导致耐药性。 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用抗生

素，遵循用药剂量和疗程。不要自行调整药量

或停药，以免导致细菌耐药，增加治疗难度。

并定期接种疫苗。

2、病毒感染预防：①接种流感疫苗，减

少流感发生的风险。流感季节来临前，患者

应主动接种流感疫苗。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

感染流感病毒的风险，减少病毒传播，保护

自身健康。 ②避免与有病毒感染症状的人

接触。 血液系统疾病患者应尽量避免去人

多、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减少与有咳嗽、打

喷嚏等病毒感染症状者的接触。 如果必须

外出，佩戴口罩是有效的防护措施。

3、真菌感染预防：①遵医嘱使用抗真菌

药物预防感染。 对于免疫力极低的患者，医

生可能会预防性地开具抗真菌药物，以减少

真菌感染的风险。患者应严格按照医嘱服药，

不能随意停药或更改剂量。 ②住院期间，尽

量避免去人多、空气流通不畅的地方。 住院

患者应注意病房内的空气质量，定期通风，避

免去医院内人流密集的区域，减少交叉感染

的可能。 ③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

应及时就医。 真菌感染常表现为呼吸系统症

状，如咳嗽、气短等。 若有类似症状，患者应

尽早就医，以便及时进行诊断和治疗。

二、出血并发症及其预防

1、皮肤出血预防：避免剧烈运动和外

伤，保护皮肤。 使用软毛牙刷，避免牙龈出

血。定期检查血小板水平，根据医生建议调

整药物剂量。

2、内脏出血预防：严重的血小板减少

可能导致内脏出血， 如消化道出血和颅内

出血。应定期进行血液检查，监测血小板数

量。 按医嘱使用促血小板生成药物或进行

输血治疗。如果出现黑便、呕血或剧烈头痛

等症状，立即就医。

三、贫血并发症及其预防

贫血是许多血液系统疾病患者的常见

问题，导致疲劳、乏力和其他不适症状。

1.�缺铁性贫血预防： 缺铁性贫血是最

常见的贫血类型， 通常由于铁摄入不足或

铁吸收不良引起。 患者应增加富含铁的食

物摄入，如红肉、菠菜和豆类。 根据医生建

议， 补充铁剂。 定期检查血红蛋白和铁水

平，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2.�巨幼细胞性贫血预防： 巨幼细胞性

贫血通常由于维生素 B12 或叶酸缺乏引

起。 患者应摄入富含维生素 B12 和叶酸的

食物，如肉类、乳制品和绿叶蔬菜。 按医嘱

补充维生素 B12 和叶酸。 定期进行血液检

查，监测维生素水平。

四、骨骼并发症及其预防

一些血液系统疾病和长期使用的药物

（如类固醇）可能导致骨质疏松和骨折风险

增加。

1.�骨质疏松预防： 骨质疏松是骨密度

下降，骨折风险增加的主要原因。预防措施

包括增加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入， 如牛奶、

奶酪和鱼类。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查，监测骨

健康状况。按医嘱使用骨保护药物，如双膦

酸盐类药物。并进行适度的负重运动，增强

骨骼强度。

2.�骨折预防： 骨折是骨质疏松患者常

见的并发症， 尤其是髋部、 脊柱和腕部骨

折。患者要避免摔倒和外伤，保持居住环境

安全。 进行平衡和协调训练， 减少跌倒风

险。 使用辅助工具，如拐杖或助行器，增加

行走稳定性。

总之， 血液系统疾病患者面临多种并

发症的风险，应及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通过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合理饮食、

定期检查和遵医嘱用药， 患者可以显著减

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家属和医

护人员也应积极参与患者的护理和管理，

共同努力，帮助患者战胜疾病，享受更健康

的生活。

（作者单位：南部战区总医院）

肿瘤患者的饮食调理与营养补充

□

农彩芬

肿瘤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不仅需要依靠

医学手段，还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饮食调理

和营养补充来提升自身抵抗力和生活质量。

本文将为大家介绍肿瘤患者的饮食调理与

营养补充的原则、 具体方法及注意事项，以

帮助肿瘤患者更好地管理健康， 配合治疗，

提升康复效果。

一、饮食调理的基本原则

1、平衡饮食：肿瘤患者需要保证饮食的

多样性和均衡性。 饮食中应包括足够的蛋白

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 蛋

白质有助于修复受损组织，碳水化合物提供

能量，脂肪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维

生素和矿物质则有助于维持新陈代谢和免

疫功能。

2、少量多餐：肿瘤患者常常因为治疗副

作用而出现食欲不振、恶心等问题。 因此，采

用少量多餐的饮食方式，可以减轻胃肠道负

担，帮助更好地吸收营养。建议每日进食 5-6

次，每次少量。

3、高蛋白饮食：蛋白质是免疫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肿瘤患者需要摄入足够的优质

蛋白质，如鱼、鸡蛋、豆制品等，以促进身体

康复和免疫功能的提高。

二、具体的饮食建议

1、选择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抗氧化剂

能中和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从而

有助于减缓肿瘤的发展。 富含抗氧化剂的食

物包括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如西红柿、胡萝

卜、蓝莓和草莓等。 西红柿含有丰富的番茄

红素，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有助于预防癌

症。 胡萝卜富含 β- 胡萝卜素，能增强免疫

功能。 蓝莓和草莓中的花青素和维生素 C也

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能保护细胞免受自

由基的损害。

2、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有助

于维持肠道健康和促进消化系统正常运作。

它能增加粪便体积，促进肠蠕动，预防便秘。

全谷类食物如糙米、全麦面包和燕麦是膳食

纤维的良好来源。 豆类如扁豆、黑豆和鹰嘴

豆不仅富含纤维，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坚

果和种子如亚麻籽和奇亚籽也提供大量纤

维，同时含有健康的脂肪。 新鲜水果和蔬菜，

如苹果、梨、胡萝卜和菠菜，不仅提供纤维，

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

3、避免加工食品和高糖食品：加工食品

和高糖食品通常含有大量添加剂、反式脂肪

和空卡路里， 这些成分可能削弱免疫功能，

增加炎症反应，不利于病情控制。 建议选择

天然、新鲜的食材进行烹饪。 比如，自己制作

新鲜的蔬菜沙拉， 选择无添加的全谷类食

物，如糙米和全麦面包，避免食用含有高糖

和高脂肪的零食和甜点。 此外，尽量减少快

餐和预包装食品的摄入，这类食品往往含有

高盐、高糖和高脂肪，对健康不利。

三、营养补充的具体方法

1、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肿瘤患者由于

食欲不振等问题，可能无法通过日常饮食摄

入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适量补充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硒等，可以增强免疫力，促

进身体康复。 但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避

免过量。

2、蛋白质补充剂：对于一些无法通过正

常饮食摄入足够蛋白质的患者，可以在医生

或营养师的建议下， 适量选择蛋白质补充

剂，如乳清蛋白、豆蛋白等，以确保身体所需

的蛋白质供给。

3、益生菌和益生元：适当补充益生菌

和益生元，可以维持肠道菌群平衡，促进消

化吸收，增强整体免疫功能。可以选择富含

益生菌的酸奶、 发酵食品或专业益生菌补

充剂。

四、注意事项

1、个性化饮食方案：每个肿瘤患者的身

体状况、病情和治疗方式不同，因此饮食调

理和营养补充应根据个人情况制定个性化

方案。 建议在专业医生和营养师的指导下，

进行科学的饮食管理。

2、注意食物卫生：肿瘤患者的免疫力较

低，容易受到感染。 因此，在饮食调理过程

中，必须严格注意食物的卫生和安全。 避免

生吃或半生食品，确保食物彻底煮熟，防止

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3、避免某些食物和补品：某些食物和补

品可能与肿瘤治疗药物产生相互作用，影响

治疗效果。 葡萄柚可能会影响某些靶向药物

的代谢，某些草药补品可能干扰化疗药物的

作用。 选择食物和补品时，与医生充分沟通。

总的来说， 科学合理的饮食可以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增强免疫力，辅助治疗，促进

康复。 希望通过本文的介绍，广大肿瘤患者

及其家属能够了解并重视饮食调理和营养

补充的重要性， 在专业医疗团队的指导下，

制定适合个人的饮食方案， 积极面对治疗，

共同抗击病魔。

（作者单位：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疾病预警信号 基础检查的实用指南

□

孙美珠

健康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 而及早发

现疾病的预警信号是保持健康的关键。 基础

检查作为一种简便而有效的健康监测手段，

能够帮助我们在早期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

及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避免疾病的恶化

和发展。 这篇文章将为大家介绍基础检查的

重要性和实用方法， 帮助大家更好地关注自

己的健康。

一、基础检查的重要性

1、早期发现疾病：基础检查可以帮助我

们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发现潜在问题， 从而及

时进行治疗。许多疾病在早期没有明显症状，

只有通过检查才能发现。 例如，高血压、糖尿

病和某些癌症等慢性病在初期可能没有任何

不适，但通过定期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从

而采取相应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2、预防疾病发展：通过基础检查，我们可

以监测身体各项指标的变化， 及时调整生活

方式和治疗方案， 预防疾病进一步发展。 例

如，血脂检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血脂水平，从

而采取相应的饮食和运动干预， 预防心血管

疾病的发生。

3、提高生活质量：定期进行基础检查不

仅可以发现和预防疾病， 还可以帮助我们了

解自身健康状况， 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

生活质量。了解自己的健康指标，可以帮助我

们制定更科学的饮食、运动和休息计划，保持

身体的良好状态。

二、常见的基础检查项目

1、血压测量：血压是反映心血管健康的

重要指标。 高血压是许多严重疾病的风险因

素，如心脏病、中风等。通过定期测量血压，可

以及早发现血压异常，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2、血糖检测：血糖水平是评估糖尿病风

险的重要指标。 糖尿病在早期可能没有明显

症状，但通过血糖检测可以发现血糖异常，及

时采取饮食和药物干预，预防糖尿病的发生。

3、血脂检测：血脂水平包括胆固醇和甘

油三酯等指标， 是评估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重

要依据。 高血脂是动脉硬化和心脏病的危险

因素， 通过定期血脂检测， 可以了解血脂水

平，采取相应的饮食和运动干预，预防心血管

疾病。

4、肝功能检查：肝功能检查主要包括谷

丙转氨酶（ALT）和谷草转氨酶（AST）等指

标。肝脏是体内重要的解毒器官，通过肝功能

检查可以了解肝脏的健康状况， 及早发现肝

炎、脂肪肝等疾病。

5、肾功能检查：肾功能检查包括血尿素

氮（BUN）和血肌酐等指标。 肾脏是体内重要

的过滤器官， 通过肾功能检查可以了解肾脏

的健康状况，预防和早期发现肾脏疾病。

三、如何进行基础检查

1.�定期检查：为了及早发现健康问题，建

议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基础检查。 如果有慢

性病风险因素或家族史， 可以根据医生建议

增加检查频率。

2.�选择正规医疗机构： 基础检查应选择

正规医疗机构进行， 以保证检查结果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 正规医疗机构拥有专业的医疗

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 可以提供高质

量的检查服务。

3.�注意检查前的准备： 某些基础检查需

要进行特定的准备， 如空腹、 避免剧烈运动

等。 在进行检查前，应仔细阅读检查要求，按

照要求做好准备，以保证检查结果的准确性。

四、基础检查的误区和注意事项

1、过度依赖检查：虽然基础检查可以帮

助我们发现健康问题， 但不应过度依赖检查

结果。 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的饮食、适量的

运动和良好的心理状态同样重要。

2、轻视检查结果：检查结果反映了我们

身体的健康状况， 应重视检查结果并及时采

取相应的措施。对于异常结果，应尽早咨询医

生，进行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3、忽视检查频率：基础检查的频率应根

据个人健康状况和医生建议进行调整。 忽视

定期检查可能会错过早期发现疾病的机会，

应根据个人情况制定合理的检查计划。

总的来说，健康是无价的财富，而基础检

查是我们保护健康的重要手段。 通过定期进

行基础检查， 我们可以及早发现潜在的健康

问题，及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预防疾病的

发展。 希望这篇实用指南能够帮助大家更好

地了解基础检查的重要性， 掌握正确的检查

方法，从而更好地关注自己的健康。 记住，健

康从基础检查开始， 让我们一起为健康生活

而努力。 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和重视基础检

查，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明智的健康决策，

享受更长久、更高质量的生命。

（作者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

民医院）

血液系统疾病患者常见并发症的预防方法

□ 侯微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