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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疾病，如脑梗死、癫痫、帕金森

病等，常伴随患者食欲减退、吞咽困难、消化

吸收障碍等问题， 严重影响患者的营养状况

和生活质量。因此，科学的营养支持对于神经

内科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 本文将探讨神经

内科患者营养支持的护理要点， 帮助患者及

家属更好地理解和实施。

一、营养支持的重要性

神经内科疾病往往导致患者身体功能下降，

能量消耗减少，但营养需求并未相应降低。 合理

的营养支持不仅能够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还能

促进康复，提高生活质量。 特别是对于长期卧床

或吞咽困难的患者，营养支持更是不可或缺。

二、营养需求与饮食原则

1.

能量需求：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医

生会制定个性化的能量摄入量。一般来说，

神经内科患者的能量需求可能低于正常

人，但仍需保证足够的能量以维持基础代谢

和日常活动。

2.

蛋白质需求：蛋白质是维持身体功能

的重要营养素， 患者应摄入足够的蛋白质以

支持肌肉、骨骼和器官的健康。优质蛋白质来

源包括肉类、鱼类、豆类和奶类。

3.

碳水化合物与脂肪：碳水化合物是

主要的能量来源， 而脂肪则提供额外的能

量并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患者应保

持适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摄入， 避免高

糖、高脂食物。

4.

维生素和矿物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对

神经内科患者的生长发育和免疫力至关重

要。患者应多吃蔬菜、水果、奶类和肉类，确保

营养均衡。

5.

饮食原则：均衡、多样化、适量、定时定

量的饮食是神经内科患者的基本饮食原则。

患者应避免高糖、高脂、高盐、高胆固醇的食

物，增加饮水量，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

1.

个性化饮食计划：根据患者的身体状

况、口味偏好和营养需求，制定个性化的饮食

计划。对于吞咽困难的患者，可提供软食或半

流质饮食，必要时使用增稠剂。

2.

营养监测与调整：定期监测患者的体

重和营养状况，及时调整饮食计划。对于营养

不良的患者，应增加营养密度高的食物，必要

时使用肠内或肠外营养支持。

3.

饮食禁忌与注意事项：避免食用高糖、高

脂、高盐、高胆固醇的食物，减少油炸、辛辣等

刺激性食物的摄入。 同时，注意保持口腔卫生，

预防口腔感染。

4.

家庭支持：家属在患者营养支持中扮演

重要角色。 他们应监督患者按时按量进食，鼓

励患者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并与医疗团队保

持密切沟通，共同关注患者的营养状况。

四、结语

神经内科患者的营养支持是康复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科学的饮食管理、个

性化的饮食计划以及家属的积极配合， 我们

可以帮助患者改善营养状况，促进康复，提高

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

便秘，作为一种常见的肠道问题，不仅影

响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如

腹胀、口臭、皮肤粗糙等。针对便秘，合理的饮

食调理和生活习惯的改善是缓解症状、 恢复

肠道健康的重要手段。

一、饮食调理

1.

增加膳食纤维摄入

膳食纤维是改善便秘的关键营养素，

它能增加粪便体积，促进肠道蠕动。便秘患

者应多食用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如黑面

包、燕麦片、糙米、全麦面包等谷类及其制

品；蔬菜方面，菠菜、芹菜、萝卜、黄花菜、菌

类、木耳、海带等均是不错的选择；水果则

以苹果、香蕉、梨等富含纤维的水果为宜。

此外，豆类如豆腐、红豆也含有丰富的膳食

纤维。

2.

保持水分充足

充足的水分摄入有助于保持大便柔软，

促进肠道蠕动。 便秘患者每天应至少喝

8

杯

水，并根据个人情况适量增加。晨起时空腹喝

一杯温热的蜂蜜水，不仅能补充水分，还能起

到润肠通便的作用。

3.

适度摄入油脂

适量的油脂能润滑肠道，帮助排便。但需

注意选择健康的油脂来源， 如橄榄油、 鱼油

等。 同时，应避免过多摄入高脂肪食物，如油

炸食品、油腻的肉类、奶油等，这些食物会减

慢肠道蠕动，增加便秘风险。

4.

忌刺激性食物

便秘患者应忌食烈酒、浓茶、咖啡、芥末、

蒜、 辣椒等刺激性食物， 这些食物会助火伤

津，容易引起便秘或加重便秘症状。

5.

少吃收涩性食物

过多食用糯米、高粱、莲子、柿子等收涩性食

物也会加重便秘。这些食物会使大便坚硬，不

利于排出。

二、生活习惯改善

1.

定时排便

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是改善便秘的重要

步骤。建议每天在同一时间段内尝试排便，尤

其是早饭后，根据“胃———结肠反射”的机理，

进餐后易于排便反射的产生。

2.

避免久坐

长时间久坐会减缓肠道蠕动， 增加便秘

风险。建议每隔一段时间起身活动一下，或者

选择站立式办公。 适当的运动能促进肠道蠕

动，改善便秘。 建议每天至少进行

30

分钟的

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游泳等。

3.

腹部按摩

自我腹部按摩也是缓解便秘的有效方

法。 仰卧位，以腹部为中心，用自己的手掌适

当加压顺时针方向按摩腹部， 每天早晚各

1

次，每次约

10

分钟，可促进消化道的活动，保

持大便通畅。

4.

保持心情舒畅

长期的精神压力会影响肠道功能， 导致便

秘。建议通过运动、冥想、瑜伽等方式减轻压力，

保持积极心态，有助于改善肠道功能。

便秘虽常见， 但通过合理的饮食调理和生

活习惯改善，大多数患者都能得到有效缓解。需

要注意的是，个体情况有所差异，对饮食的调整

和生活习惯的改善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医

生的建议进行。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异物

卡喉现象屡见不鲜。 面对这样的紧急情况，掌

握海姆立克急救法显得尤为重要。 海姆立克急

救法是一种通过冲击上腹部， 使膈肌上抬、胸

腔压力骤然升高，从而排出异物的方法。

一、立位急救法

当目击异物卡喉的成人患者时，急救者

应立即采取行动。 首先，站在患者身后，将两

臂从患者腋下环抱其腰部。 然后，一手握拳，

将拇指侧的拳眼放在患者脐上两横指以上

的位置，即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按压点。 另一

手抓住拳头，并快速向上、向内冲击患者的

上腹部。 这一动作应快速、有力，并反复进

行，直到异物被排出。

对于孩童患者，急救者应将孩童抱起，使

其面部朝下，趴在急救者的膝盖上。 然后，一

手托住孩童的胸部， 另一手在肩胛区脊柱上

给予连续、有力的拍击，帮助异物排出。 若拍

击无效，应将孩童翻转过来，面朝上，放在大

腿上，一手固定孩童的头颈部，另一手中指和

食指快速向上、向内冲击上腹部，重复进行，

直至异物排出。

二、卧位急救法

当异物卡喉的患者无法站立或意识不清

时，应采用卧位急救法。 首先，将患者置于仰

卧位，施救者骑跨在患者髋部，一手以掌根按

压肚脐与剑突之间的部位，即上腹部中央，另

一手叠放其上，进行冲击性、快速、向前上方

的按压。 这一过程中， 要确保按压的力度适

中，避免对患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对于特殊体型的患者，如孕妇或非常肥胖者，

由于腹部难以被环抱，应采用胸部按压法。施

救者站在患者身后或身旁， 双手重叠放在患

者胸骨下半段中央，垂直向内做快速、有力的

胸部按压，帮助异物排出。

三、自救方法

当自己遭遇异物卡喉时，应保持冷静，迅

速采取自救措施。 首先，稍稍弯下腰，靠在固

定的水平物体上，如桌子边缘或椅背。 然后，

将物体的边缘抵在脐上两横指以上的位置，

快速、用力地向后上方冲击上腹部，直到异物

排出。 若周围无固定物体，可一手握拳，拇指

侧的拳眼置于脐上两横指以上位置，另一手包

住拳头，连续、快速、用力地向后上方冲击自己

的腹部，直到异物排出。

在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时，务必注意以下

几点：一是确保急救者与患者之间的体位正确，

以便于施救；二是冲击力度要适中，既要保证有

效排出异物，又要避免对患者造成伤害；三是若

患者意识丧失或情况危急，应立即拨打急救电

话，并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持续进行急救。

总之，掌握海姆立克急救法对于应对异物卡

喉的紧急情况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介绍，希

望读者能够了解并正确运用这一急救技巧，为保

障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霸州市第三医院）

如何正确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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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忙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因为工作、家庭、

社交等各种事务而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然

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再

美好的梦想也难以实现。 定期体检，作为一种预

防性的健康管理方式，正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

重视。本文旨在科普定期体检的重要性及其对健

康的影响，以期唤起大家对健康的重视和关注。

一、定期体检的定义与目的

定期体检是指在一定时间间隔内， 通过

医学检查、评估等手段，全面了解个人身体状

况的过程。 其目的在于早期发现潜在的健康

问题，以便及时采取干预措施，避免疾病恶化

或发生并发症。

二、定期体检的重要性

1.

早期发现潜在疾病

许多疾病在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但

通过体检可以发现一些异常指标，如血压、血

糖、血脂等。这些异常指标可能是某些疾病的

预警信号， 及时发现并干预可以避免疾病进

一步恶化。

2.

评估身体健康状况

体检可以全面了解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包括身高、体重、

BMI

、心肺功能、肝肾功能等。

通过评估这些数据，可以了解个人的健康水平，

为制定个性化的健康计划提供依据。

3.

提高健康意识

定期体检可以让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身

体健康，增强健康意识。 在体检过程中，医生

会根据个人情况提供健康建议， 帮助人们改

善生活习惯，预防疾病。

三、定期体检对健康的影响

1.

延长寿命

通过定期体检， 可以及时发现并治疗潜

在疾病，避免疾病恶化或发生并发症。这有助

于降低疾病对身体的损害，延长人们的寿命。

2.

提高生活质量

定期体检可以让人们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

状况， 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生活方式和饮食习

惯。这有助于改善身体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

3.

减轻经济负担

通过定期体检， 可以及时发现并治疗潜

在疾病， 避免疾病恶化后需要花费更多的金

钱和时间去治疗。 这有助于减轻个人和家庭

的经济负担。

四、如何进行有效的定期体检

1.

选择合适的体检项目

根据个人年龄、性别、职业、家族史等因

素，选择合适的体检项目。 一般来说，基础体

检项目包括血常规、尿常规、生化检查、心电图、

B

超等。

2.

选择专业医疗机构

选择有资质、设备先进、医生专业的医疗机

构进行体检。 这样可以确保体检结果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

3.

定期体检并跟踪结果

根据个人情况制定合适的体检周期， 并按时进

行体检。 同时，要关注体检结果的变化趋势，及

时与医生沟通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总之，定期体检是守护健康的隐形卫士。

通过定期体检，我们可以早期发现潜在疾病，

评估身体健康状况，提高健康意识。让我们从

现在开始重视定期体检， 共同守护自己和家

人的健康。

（作者单位：河北省廊坊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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