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 心血管疾病患者

通过造影支架手术获得了有效治疗， 良好的

术后护理有利于患者的康复。 本文将介绍造

影支架术后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护

理指导， 帮助患者及其家属更好地了解如何

管理术后的生活习惯，促进身体的全面康复。

一、饮食指导

1、均衡饮食：术后患者应保持均衡的饮

食， 确保摄入足够的营养以促进伤口愈合和

恢复体力。 饮食应包括多种蔬菜、水果、全谷

类、 瘦肉和鱼类。 适量摄入蛋白质和健康脂

肪，如鱼油和橄榄油，有助于心血管健康。 此

外，建议每天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以帮助维

持肠道健康和预防便秘。可以通过吃全谷物、

豆类和蔬菜来增加纤维摄入。

2、控制盐分摄入：高盐饮食会增加血压，

不利于心血管健康。患者应减少盐的摄入量，

尽量选择低盐或无盐食品， 避免加工食品和

高盐零食。 烹饪时可以用草药和香料来增加

风味，而不是依赖盐。 此外，购买食品时应仔

细阅读营养标签，选择钠含量较低的产品。同

时，外出就餐时，可以要求餐馆减少使用盐和

调味品。

3、适量饮水：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对身

体代谢和血液循环有益。 患者应每天饮用约

1.5-2 升的水， 避免含糖饮料和过多的咖啡

因摄入。 适量饮水有助于保持体内电解质平

衡，预防脱水。 建议患者随身携带水瓶，定时

饮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天气或运动后。 此外，

可以选择富含电解质的饮品，如椰子水，但要

注意避免过量摄入糖分。

二、运动与休息

1、适度运动：术后适度的运动有助于增

强心肺功能和改善血液循环。 患者可以根据

医生建议进行轻度的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

或游泳，每次 30分钟，每周 3-5次。

2、避免过度劳累：在恢复期内，患者应避

免过度劳累和剧烈运动，以免对心血管系统

造成额外的负担。 重体力劳动和高强度运动

应在完全康复后逐渐恢复。

3、充足休息：术后需要充足的休息时间

来恢复体力和促进愈合。 患者应保证每天

7-8小时的睡眠， 并根据身体状况适当安排

午休时间。

三、药物管理

1、遵医嘱服药：术后患者通常需要长期

服用抗血小板药物、降压药或降脂药物。 患

者应严格按照医嘱服药，不能擅自停药或改

变药物剂量，以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定期复诊

并与医生沟通， 以确保药物的正确使用和调

整。 如果忘记服药，应尽快补上，但不要一次

服用双倍剂量。

2、定期复诊：定期复诊有助于医生了解

患者的康复情况并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患者

应按时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的监测，并向医

生反馈用药后的反应和身体状况。 复诊时可

以准备好问题和记录， 以便更好地与医生沟

通。 此外，患者应遵循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

的检查和评估，如心电图和超声检查。

3、注意药物副作用：了解所服用药物的

可能副作用并及时报告给医生。 常见副作用

包括胃肠不适、头晕、皮疹等，严重副作用如

出血或过敏反应应立即就医。 患者应仔细阅

读药物说明书， 了解药物的正确使用方法和

潜在风险。如果出现不适症状，应记录下详细

情况并及时告知医生，以便调整治疗方案。

四、心理健康

1、保持积极心态：术后患者容易产生焦

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家属应给予患者关心和

支持，帮助其保持积极的心态面对康复过程。

2、寻求心理支持：若患者感到情绪低落

或难以应对， 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

助， 通过心理治疗或参加患者互助小组来缓

解心理压力。

五、生活习惯调整

1、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饮酒会增加心

血管疾病的风险。患者应完全戒烟，限制酒精

摄入，每周饮酒量不超过两次，且每次不超过

一杯。

2、避免高压力环境：高压力环境不利于

术后康复。 患者应避免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

源，可以通过冥想、瑜伽等方式放松心情。

3、定期体检：定期体检有助于早期发现

并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 患者应根据医生建

议每年进行全面的体检，包括心电图、血液检

查等。定期体检可以监测身体的变化，及时调

整治疗方案。患者应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积

极配合医生的检查和建议， 确保身体的持续

健康。

综上所述， 造影支架术后的护理不仅仅

是医生的责任， 患者自身及其家属也需要积

极参与，共同努力。 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度的

运动、药物管理、心理健康维护以及生活习惯

的调整，患者可以显著提高术后生活质量，预

防并发症的发生，最终实现全面康复。

（作者单位：广西南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造影支架术后患者生活习惯的护理指导

□ 韦春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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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的五大日常养护要点

□

倪晓英

11 月 14 日是“联合国糖尿病日”，由世

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糖尿病联盟共同发起，意

义在于加强对糖尿病的宣传教育、防治和监

测， 让更多的人了解糖尿病及并发症的危

害，改善生活中的不良行为，提高自身和家

人的预防意识， 控制和延缓糖尿病的发生。

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对患者的

日常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合理的日常养护

不仅能有效控制血糖水平，还能预防或延缓

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文

将从饮食、运动、调整生活习惯、血糖监测及

心理护理等五个方面，详细阐述糖尿病患者

的日常养护方法。

一、饮食调养

饮食调养是糖尿病治疗中最核心的基

石，在稳定血糖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对于

糖尿病患者来说，他们应当坚持“总量控制，

营养平衡、粗细搭配、定时定量进餐”的核心

原则，合理地分配每天所需的总热量到三餐

和适当的加餐中， 三餐以七八分饱为宜，减

少糖果、 甜饮料和糕点等高糖食品的摄入，

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 以免血糖波动太

大，同时，对淀粉类食物隐形糖分的摄取保

持警惕。 另外，低脂饮食也是不可忽视的，要

减少含饱和脂肪及反式脂肪丰富食品如肥

肉、动物内脏及油炸食品的摄入量，食用含

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鱼类及坚果作为优选。

此外， 增加膳食纤维摄入也成为一大重点，

蔬菜、水果和全谷物这些纤维含量丰富的食

品不仅可以帮助优化胃肠功能而且可以有

效地调节血糖和血脂水平。

二、适当运动

规律运动对糖尿病的管理起着十分关

键的作用，尤其对于肥胖 2 型糖尿病病人来

说，坚持锻炼有利于血糖及体重的控制。 首

先， 要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 比如慢跑、快

走、游泳、骑车等有氧运动，使用弹力带、哑

铃等适当做一些抗阻运动， 避免剧烈活动，

避免低血糖和心血管意外。 在专业指导之

下， 可以制定一个科学且合适的运动方案，

计划可以涵盖运动的时长、强度和频次等方

面。 建议每周至少进行 150 分钟中等强度的

运动，或每周 75 分钟高强度的运动。 锻炼后

应适当做一些放松活动,比如慢走和拉伸，以

帮助身体康复。 在进行运动时，应当密切监

控血糖水平，以确保所有活动都在安全的范

围之内，及时进行能量补充以预防低血糖的

出现。

三、调整生活习惯

调整生活习惯对糖尿病患者十分重要。

首先，要保持规律的作息，促进生物钟与内

分泌系统和谐运作，强化免疫力，确保每日

7-8 小时充足睡眠，以解乏抗压，提升身体

防御力。 同时，维持心情愉悦，通过积极参与

社交、培养爱好等方式，减轻心理负担，促进

身心健康。 这些生活方式的细微调整，不仅

能有效控制病情，还能显著提升糖尿病患者

的生活质量。

四、血糖监测

血糖监测是糖尿病管理中的重要环节。

每周定时检测三餐前血糖、餐后 2 小时血糖

和睡前血糖，必要时检测夜间血糖，根据血

糖情况及时调整饮食结构、饮食总量、运动

方案。 同时，将每次检测的血糖值记录在册，

定期进行汇总分析，了解血糖变化趋势和规

律，及时与医生沟通调整药物治疗方案。 出

现严重血糖异常情况，应及时就医寻求专业

帮助。

五、心理护理

糖尿病属于慢性疾病，在漫长的治疗过

程中可能对患者造成心理压力及负面情绪，

因此心理护理也是非常重要。 要保持积极的

心态，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与家人、朋友或

病友交流分享心得体会， 互相鼓励和支持。

如感到心理压力过大或情绪难以调节时，应

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和支持。

总之，糖尿病患者的日常养护需要从饮

食、运动、调整生活习惯、血糖监测及心理护

理等多个方面入手。 通过科学合理的养护方

法，可以有效控制血糖水平、预防并发症的

发生并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病人也需要有

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积极乐观的心态，以

更好地应对疾病带来的挑战。

�����（作者单位：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心肌梗塞风险高的人群预防策略

□

黄敏燕

心肌梗塞是一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通

常由冠状动脉堵塞引起， 导致心肌缺氧坏

死，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致命后果。 随

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心肌梗塞的发病率

逐渐升高，尤其是在高风险人群中，如老年

人、肥胖者、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等。 本

文将介绍心肌梗塞风险高的人群的预防策

略，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管理健康，远离这

一重大健康威胁。

一、生活方式的调整

1、健康饮食：健康的饮食是心肌梗塞预

防的基础，也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控

制的部分。 对于高风险人群，合理的饮食不

仅仅是减少热量摄入，更重要的是食物的选

择和营养均衡。 高纤维食物，如燕麦、糙米和

蔬菜，有助于减少胆固醇的吸收，降低血脂

水平。 同时，增加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如坚果、橄榄油和深海鱼，可以促进心血管

健康。 此外，应控制盐的摄入，避免高盐饮食

引发高血压。 限糖饮食有助于防止胰岛素抵

抗的发生，从而减少糖尿病的风险，这些都

是心肌梗塞的间接风险因素。 饮食上的科学

管理是控制体重、血压、血脂的重要手段，从

而降低心肌梗塞的发生风险。

2、定期锻炼：规律的身体锻炼不仅能增

强心脏功能，还能改善整体健康状况，帮助

控制体重和代谢水平。 对于心肌梗塞的高风

险人群，应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 中等强度

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游泳和骑自行车，能够

有效促进心肺功能的提升，同时不会对身体

产生过大的压力。 尤其对于有基础疾病的人

群，应避免高强度的运动，防止对心脏产生

负担。 每次锻炼时长应保持在 30 分钟以上，

每周至少进行五次。 通过坚持不懈地锻炼，

不仅可以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压，还能提

升心脏对氧气的利用效率，减少心肌梗塞的

发生概率。

3、戒烟限酒：长期吸烟者的心肌梗塞风

险显著增加。 因此，戒烟是预防心肌梗塞的

关键步骤。 此外，过量饮酒也会增加心血管

疾病的风险，因此应限制酒精摄入，男性每

天不超过两杯，女性不超过一杯。

二、健康监测与药物管理

1、定期体检：定期体检是早期发现和预

防心肌梗塞的有效措施。 高风险人群应至少

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 重点关注血压、血

脂、血糖等指标的变化。 对于体检中发现的

异常指标，应尽早进行干预，例如通过饮食、

运动等方式调节，或者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药

物治疗。 此外，定期检查心电图、心脏彩超等

心脏相关的专科检查，可以帮助及早发现潜

在的心脏疾病，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少心

肌梗塞的发生几率。

2、血压管理：血压控制不良会加速动脉

硬化的进程， 增加冠状动脉阻塞的可能性。

对于血压偏高的人群， 日常应注重低盐饮

食，并通过适当的运动和减重来辅助血压控

制。 必要时，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降压药物进

行干预，确保血压维持在正常范围内。 血压

的日常监测也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患者及时

了解自身血压变化，调整生活方式或药物治

疗方案。

3、药物预防：对于已经被医生评估为心

肌梗塞高风险的患者，预防性药物的使用是

非常关键的一环。 阿司匹林和他汀类药物是

常用的预防性药物。 阿司匹林可以抑制血小

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而他汀类药物则通

过降低胆固醇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

险。 这些药物的使用需要严格遵循医嘱，按

时按量服用，避免自行调整剂量。 此外，某些

患者可能还需要使用其他药物如 β 受体阻

滞剂或 ACE 抑制剂， 这些药物可以进一步

降低心肌梗塞的发生率。

三、心理健康与压力管理

1、心理压力管理：长期的心理压力是心

肌梗塞的重要诱因之一。 高风险人群应学会

管理压力，如通过冥想、瑜伽、深呼吸等放松

技术来缓解压力。 此外，保持积极乐观的心

态，对身体健康也有积极影响。

2、 睡眠管理： 长期的睡眠不足或质量

差，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高风险人群

应确保每天 7-8 小时的高质量睡眠，避免熬

夜和过度劳累。 建立规律的作息时间，有助

于提高睡眠质量。

总之， 预防心肌梗塞需要从多方面入

手，包括生活方式的调整、健康监测与药物

管理、以及心理健康与压力管理等。 通过科

学的预防措施， 降低心肌梗塞的发病率，享

受更加健康和充实的生活。 每个人都应当重

视自身健康，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以减少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