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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的日常防护要点

□

周胡丽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管理

和细致的日常防护。 正确的日常防护措施不

仅能帮助患者控制血糖，还能预防并发症的

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本文将从饮食管理、运

动调节、药物管理、血糖监测、皮肤护理、心

理调节等方面介绍糖尿病患者的日常防护

要点。

一、饮食管理

1、合理膳食：合理膳食包括控制总热量

摄入，选择低 GI（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多吃

蔬菜水果，适量摄入蛋白质，减少脂肪和糖

的摄入。 低 GI食物有助于平稳血糖，避免大

幅波动，例如全谷物、豆类和绿色蔬菜等。 此

外，患者应注意减少高脂肪和高糖分食物的

摄入，如油炸食品和甜点。

2、定时定量：糖尿病患者应遵循“少食

多餐”的原则，需要每餐间隔时间保持稳定，

从而避免血糖的大幅波动。 定时定量饮食有

助于维持血糖水平的稳定，防止过饥或过饱

引起的血糖剧烈变化。 糖尿病患者可以考虑

每天三餐外加两次小点心，以维持全天的能

量供给。

3、控制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是影响

血糖的主要因素，患者应选择复杂碳水化合

物，如全谷物、豆类等，避免简单糖类的摄

入。 复杂碳水化合物分解缓慢，能较长时间

保持血糖稳定。 而简单糖类，如糖果、甜饮料

等，会迅速提高血糖，不利于控制。

二、运动调节

1、选择合适的运动：患者应选择有氧运

动，如快走、游泳、骑自行车等，避免剧烈运

动，防止低血糖发生。 有氧运动能有效燃烧

体内脂肪，提高心肺功能，增强体质，但需注

意避免高强度或突然改变运动量，以防止对

身体造成过大负担。

2、制定运动计划：每周至少进行 150 分

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最好每日分散进

行。例如，每天进行 30分钟的快走或游泳，不

仅能有效控制体重， 还能促进血液循环，从

而增强心肺功能。 坚持运动有助于长期血糖

管理。

3、注意运动前后：运动前后应监测血糖

水平， 避免空腹运动或在血糖过低时运动，

必要时随身携带糖果或葡萄糖片。 运动前后

适当补充水分和能量，防止低血糖和脱水情

况的发生。 如果运动后感到头晕或疲劳，应

该立即休息并监测血糖。

三、药物管理

1、遵医嘱服药：糖尿病患者应严格按照

医生的处方服药， 不随意增减药量或停药。

每种药物都有其特定的作用机制和使用方

法，遵照医生的建议，按时按量服用，能有效

控制病情，防止并发症的发生。

2、了解药物副作用：患者应了解所用药

物的可能副作用，并在发生不良反应时及时

就医。 例如，一些降糖药可能引起低血糖、胃

肠不适等副作用， 患者应注意观察身体反

应，并在必要时咨询医生调整用药。

3、定期复诊：患者应定期复诊，调整药

物剂量和种类，以适应身体状况的变化。 通

过定期检查，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血糖控制

情况和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

治疗效果最佳。

四、血糖监测

1、建立监测计划：根据医生建议，制定

每日血糖监测计划，包括空腹血糖、餐后血

糖等。 血糖监测计划应根据个人的病情和治

疗方案来制定， 通常建议每天进行多次监

测，以全面掌握血糖变化情况。

2、使用血糖仪：患者应学会正确使用血

糖仪，确保测量结果准确可靠。 血糖仪的使

用方法包括正确采血、清洁手指、校准仪器

等，确保每次测量的数据准确性，并且记录

在案。

3、记录血糖变化：将每日的血糖值记录

在案，便于医生分析和调整治疗方案。 记录

血糖变化不仅能帮助患者了解自己的血糖

控制情况，还能为医生提供参考，指导治疗

方案的调整。

五、皮肤护理

1、保持皮肤清洁：每日用温水和温和的

肥皂清洗皮肤，保持干燥，避免潮湿环境。 糖

尿病患者皮肤较脆弱，温水和温和肥皂能减

少皮肤刺激，保持皮肤健康。

2、涂抹保湿剂：使用无香料、无刺激的保

湿剂，保持皮肤湿润，防止干裂。 糖尿病患者

皮肤容易干燥，使用保湿剂能有效防止皮肤

干裂，减少感染风险。

3、及时处理伤口：一旦皮肤出现破损，应

及时消毒处理，防止感染，必要时及时就医。

糖尿病患者伤口愈合较慢，及时正确处理伤

口，能有效预防感染和并发症。

综上所述，糖尿病患者的日常防护涉及

饮食、运动、药物、血糖监测、皮肤护理和心

理调节等多个方面。 科学合理的管理可以有

效控制血糖水平，预防并发症，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 每位糖尿病患者应根据自身情

况，制定适合的防护计划，并坚持不懈地执

行，以实现健康生活的目标。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

手术室感染预防的基本原理与策略

□

莫小燕

手术室是医院中最重要的区域之一，保

持其无菌状态是确保手术成功和病人安全的

关键。感染预防是手术室管理中的核心任务，

它不仅关系到患者的健康和康复， 还涉及医

院的声誉和医疗质量。 本文将为大家介绍手

术室感染预防的基本原理与策略， 助力公众

提高认识。

一、手术室感染的基本原理

1、感染源：手术室感染的主要来源包括

病人的皮肤、手术器械、医务人员以及手术室

环境中的微生物。 病人的皮肤表面和体内可

能携带各种细菌和病毒， 这些病原体在手术

过程中可能进入手术创口。 未充分消毒的手

术器械、医务人员的手部和呼吸道，以及手术

室的空气和表面也可能成为感染源。

2、传播途径：手术室感染的传播途径主

要包括直接接触传播、空气传播和液体传播。

直接接触传播是指病原体通过医务人员的手

或手术器械直接接触到手术创口。 空气传播

是指悬浮在空气中的微生物通过气溶胶或尘

埃进入手术创口。 液体传播则是指通过手术

过程中使用的液体，如血液、体液或消毒液，

将病原体带入手术创口。

3、宿主易感性：不同患者对感染的易感

性不同，这与其免疫系统功能、营养状态、年

龄和基础疾病等因素有关。免疫功能低下、营

养不良或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更容易感染。

因此，在手术前需要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并

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二、手术室感染预防策略

1、严格的无菌操作规程：无菌操作是预

防手术室感染的基本要求。 医务人员在进行

手术操作前必须进行严格的手卫生消毒，佩

戴无菌手套和口罩。 手术器械和敷料必须经

过高温高压灭菌。 手术区域的皮肤需用消毒

液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

2、手术室环境管理：首先，手术室应设有

高效的空气净化系统，保持正压，以防止外界

空气进入。定期进行手术间空气培养，并对空

气质量进行监测和分析。同时，手术室内的表

面如手术床、手术灯、器械台等区域需定期清

洁和消毒，确保物表菌落处于安全范围。结合

物表菌落培养的结果， 及时调整清洁频率和

消毒措施，以最大限度减少感染风险。 此外，

手术过程中应尽量减少人员流动， 以降低空

气中微生物的浓度。

3、医务人员的培训与管理：所有参与手

术的医务人员应接受系统的感染控制培训，

掌握无菌操作规程和手卫生规范。 手术过程

中的无菌操作须严格执行， 避免不必要的操

作和接触。 医院应建立健全的监控和反馈机

制， 通过定期的物表菌落培养和手卫生效果

监测，确保医务人员的操作符合无菌要求，并

及时发现和纠正不合规操作。

4、术前准备：术前应对患者进行详细的

评估，了解其基础疾病和感染风险。 必要时，

给予抗生素预防性治疗。 手术部位的皮肤应

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 保证去除表面的细菌

和污物。

5、术中控制：手术过程中应严格控制手

术时间和操作步骤， 避免不必要的创伤和组

织损伤。手术器械应保持无菌状态，操作过程

中应避免直接接触创口。对于高风险手术，如

植入物手术，应采取更加严格的无菌措施，如

使用抗菌敷料和抗菌涂层器械。

6、术后管理：患者术后应及时更换敷料，

保持创口清洁和干燥。 医务人员应密切观察

患者的术后情况，及时发现和处理感染迹象。

患者应接受适当的抗生素治疗， 并在出院后

继续进行创口护理，避免感染。

7、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合

理使用是预防手术室感染的关键。 术前应根

据患者的情况， 选择适当的抗菌药物进行预

防性治疗。术后应根据感染情况，合理调整抗

菌药物的种类和剂量， 避免滥用和耐药菌株

的产生。

8、感染监测与报告：手术室应建立完善

的感染监测和报告制度， 通过定期的手术间

空气培养、 物表菌落培养以及医务人员手卫

生效果监测，及时发现和控制感染源。医院的

感染控制委员会应负责监测、 报告和处理感

染病例，确保感染防控措施得以落实。 同时，

通过数据分析和反馈， 不断改进现有的感染

控制措施。

总之， 手术室感染预防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需要严格的无菌操作规程、科学的环

境管理、全面的术前准备、规范的术中控制和

细致的术后管理等多方面的支持。 通过科学

合理的预防策略和措施， 可以最大限度地降

低手术室感染风险， 确保手术成功和病人的

康复。

�（作者单位：广西柳州市潭中人民医院）

造影支架手术后患者的饮食护理

□ 韦春栩

在现代医学技术的帮助下， 造影支架手

术已经成为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一种常见且有

效的方法。 术后患者的康复不仅依赖于医疗

措施，还与科学的饮食护理密不可分。合理的

饮食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恢复健康， 提高生

活质量。 本文将介绍造影支架手术后患者的

饮食护理要点，为患者及家属提供科学指导。

一、术后饮食的重要性

1、促进伤口愈合：手术后，身体需要摄入

足够的营养以修复受损组织。 饮食中的蛋白

质、 维生素和矿物质是细胞再生和修复的基

础，可以有效促进伤口愈合。

2、增强免疫力：合理的饮食能够提高免

疫系统功能，帮助身体抵抗感染。术后感染是

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因此，加强免疫力至关重

要。富含维生素 C、锌等营养素的食物有助于

增强抵抗力。

3、防止并发症：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降

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例如，控制脂肪和胆

固醇的摄入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脂水平，从

而减少心血管事件的风险。

二、术后饮食原则

1、均衡营养：患者应摄入多种食物，以确

保营养均衡。饮食应包括足够的蛋白质、碳水

化合物、脂肪以及维生素和矿物质。每日应食

用多样化的食物，涵盖谷物、蔬菜、水果、乳制

品和蛋白质。

2、低盐低脂：术后饮食应控制盐和脂肪

的摄入，以减少心脏负担。 过量的盐分和脂

肪会导致血压升高和血脂异常，影响术后恢

复。 因此，建议选择清淡的食物，避免油炸、

腌制等高盐高脂的食物。

3、适量多餐：术后患者的消化系统功能

可能较弱，因此应采取少量多餐的进食方式，

以减少胃肠负担。 每日可分为 5-6 餐，每餐

适量，避免暴饮暴食。

三、推荐的食物种类

1、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蛋白质是修复组

织和增强免疫力的重要营养素。 术后患者可

选择瘦肉、鱼类、豆类、蛋类等富含蛋白质的

食物。 优质蛋白质有助于术后康复和组织再

生。 鱼类不仅提供高质量的蛋白质，还富含

Ω-3 脂肪酸，可以减少炎症，有助于心血管

健康。 豆类是植物蛋白的重要来源，同时也

提供纤维，有助于消化健康。 蛋类则是完整

蛋白质的来源， 富含维生素 B12 和胆碱，对

神经系统的恢复也有益。

2、新鲜蔬果：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矿

物质和膳食纤维，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改善

消化功能。建议患者每日食用多种新鲜蔬果，

尤其是深色蔬菜和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如

橙子、草莓等。深色蔬菜如菠菜和甘蓝富含抗

氧化剂，有助于减少体内的氧化应激，促进康

复。 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可以提高免疫力，

帮助身体抵抗感染。此外，膳食纤维可以促进

肠道蠕动，预防术后便秘。

3、全谷类食物：全谷类食物富含纤维和

维生素 B， 有助于稳定血糖水平和提供持久

的能量。 患者可选择燕麦、糙米、全麦面包等

作为主食，代替精制米面。全谷类不仅提供持

续的能量，还富含镁、硒等矿物质，对心脏健

康有益。 燕麦中的β-葡聚糖可以降低胆固

醇水平，改善血脂状况。 糙米相比精制米，保

留了更多的营养素， 提供更多的维生素和矿

物质，有助于全面营养的摄入。

四、需避免的食物

1、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术后应避免食

用动物内脏、肥肉、黄油等高脂肪高胆固醇食

物，以免增加心血管负担。这类食物可能导致

血脂异常，从而增加并发症风险。

2、高糖食物：高糖食物会引起血糖波动，

影响术后恢复。 患者应减少糖果、甜饮料、糕

点等高糖食物的摄入， 选择天然甜味的水果

来满足甜味需求。

3、 刺激性食物： 刺激性食物如咖啡、浓

茶、辣椒等可能对心脏产生不良影响，术后患

者应尽量避免。 刺激性食物可能导致心率加

快或胃肠不适，不利于术后恢复。

五、术后饮食护理的注意事项

1、定期监测：术后患者应定期监测血压、

血糖、血脂等指标，根据检查结果调整饮食方

案。医护人员应给予专业指导，确保饮食护理

符合患者的健康状况。

2、保持良好生活习惯：除了饮食外，患者

还应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如适量运动、充足

睡眠和戒烟限酒。 这些习惯有助于加速术后

恢复，提高整体健康水平。

3、心理健康支持：术后康复不仅需要身

体的恢复，也需要心理的支持。患者及其家属

应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必要时可寻求心理

咨询师的帮助，以应对术后的情绪波动。

总之， 造影支架手术后的饮食护理是患

者恢复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科学合理

的饮食调养，患者可以有效促进术后愈合，增

强免疫力，并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在康复过程

中，患者及其家属应积极与医护人员沟通，结

合个人情况制定合适的饮食计划。同时，保持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理健康， 将有助于提高

术后的生活质量，早日恢复健康。

�（作者单位：广西南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