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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心脏作为我们

身体的“发动机”，其健康状况日益受到关注。

心律失常， 这一听起来似乎令人心悸的医学

术语， 实则是一种常见的心脏电活动异常现

象。它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科学地认

识它、理解它，并采取正确的治疗措施。

一、心律失常的“真面目”

心律失常，简而言之，就是心脏跳动的节

奏或速率出现异常，超出了正常范围。这可能

是由于心脏电信号传导系统出现问题， 导致

心跳过快（心动过速）、过慢（心动过缓）、不规

则（如房颤）等。虽然心律失常的种类繁多，但

并非所有类型都预示着严重的心脏疾病。 许

多情况下，心律失常是暂时性的，且不会引起

严重后果。

二、科学认识，消除恐惧

面对心律失常，首要的是保持冷静，避免

过度恐慌。 因为情绪紧张本身就可能诱发或

加重心律失常。通过正规渠道获取医学知识，

如咨询专业医生、阅读权威医学资料，有助于

我们客观认识心律失常的性质、 原因及可能

的风险。记住，大多数心律失常患者通过合理

的生活方式调整或药物治疗， 都能得到有效

控制。

三、早期发现，及时治疗

定期体检是早期发现心律失常的重要手

段。 心电图、

24

小时动态心电图等检查能够

准确记录心脏的电活动， 帮助医生判断是否

存在心律失常及其类型。一旦确诊，应积极配

合医生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治疗方法包

括但不限于药物治疗、射频消融术（针对特定

类型的心律失常）、起搏器植入等。 选择合适

的治疗方式，对于控制病情、改善生活质量至

关重要。

四、生活方式调整，预防复发

除了医疗干预外， 调整生活方式也是预

防心律失常复发的重要措施。 保持规律的作

息时间，避免过度劳累；合理饮食，减少高脂

肪、高盐食物的摄入，适量增加富含钾、镁的

食物；戒烟限酒，避免咖啡因等刺激性物质的过

量摄入；坚持适量运动，如散步、游泳等，有助于

增强心脏功能， 但需注意避免剧烈运动诱发心

律失常。

五、结语

心律失常，虽名带“失常”，却非不可控之

症。 通过科学的认识、及时的诊断和治疗，以及

积极的生活方式调整， 我们完全有能力将其控

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享受健康美好的生活。记

住，面对疾病，知识是最好的武器，信心是最强

的力量。 让我们携手并进，在科学的道路上，共

同守护心脏的健康。

（作者单位： 河北省唐山市工人医院）

心律失常不可怕，科学认识与治疗是关键

□

田立超

高血压，这一常见的慢性疾病，在日常

生活中往往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人们的健康。

然而，当血压急剧升高，达到急诊室中高血

压危象的程度时，其后果可能危及生命。 本

文将为您揭秘急诊室中高血压危象的症状

识别与即时处理方法，帮助大家更好地应对

这一紧急情况。

一、高血压危象的定义与严重性

高血压危象，又称高血压急症或高血压

亚急症， 是指血压在短时间内急剧升高，超

过安全范围（通常收缩压

≥180mmHg

，舒张

压

≥120mmHg

），并可能伴有心、脑、肾等重

要靶器官的急性损害。 这一状况需要立即进行医

疗干预，以控制血压并减少靶器官损伤。

二、高血压危象的症状识别

1.�

血压急剧升高：这是高血压危象最直

接的表现，血压值远超正常范围，可能伴有

剧烈波动。

2.�

头痛与头晕：由于血压骤升，脑部血

管扩张，患者常会出现剧烈头痛，并可能伴

有头晕、眩晕感。

3.�

视物模糊：高血压危象可能导致眼底

血管病变，引起视力模糊或视力下降。

4.�

恶心呕吐：由于血压升高导致的颅内压增

高，患者可能出现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

5.�

心悸与胸闷：心脏负荷加重，患者可

能出现心悸、胸闷、气短等心脏不适症状，严

重时甚至可能出现胸痛或呼吸困难。

6.�

神经系统症状：部分患者可能出现抽

搐、意识障碍、昏迷等神经系统症状，这是病

情危重的表现。

三、高血压危象的即时处理

1.�

保持患者安静：将患者迅速安置在安

静、舒适的环境中，避免外界刺激，减轻患者

的紧张情绪。

2.�

监测血压：持续监测患者血压，了解

血压变化情况，为治疗提供依据。

3.�

药物治疗：在医生指导下，迅速使用

降压药物控制血压。 常用的静脉用药包括硝

普钠、硝酸甘油等，口服药物则有卡托普利、硝

苯地平等。 这些药物需严格遵医嘱使用，切勿

自行购买服用。

4.�

寻求专业医疗帮助： 在紧急情况下，应

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将患者送往医院接受专业

治疗。 医院将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采取更全面

的治疗措施，包括纠正电解质紊乱、保护靶器

官功能等。

四、预防与日常管理

1.�

定期监测血压： 高血压患者应定期

监测血压，了解自身血压状况，及时调整

治疗方案。

2.�

遵医嘱用药： 按时按量服用降压药物，不

得随意停药或更改剂量。

3.�

健康生活方式： 保持合理的膳食结构，选

择低脂的食物，减少钠盐摄入，适量运动，控制体

重；戒烟酒，保持心理平衡。

4.�

避免诱因：避免情绪激动、过度劳累、气候

变化等可能诱发高血压危机的因素。

五、结语

高血压危象是急诊室中常见的危急情况，其

症状多样且严重，需要迅速识别并处理。 通过保

持患者安静、监测血压、药物治疗及寻求专业医

疗帮助等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减少靶器官

损害。 同时，加强预防与日常管理，对于减少高

血压危象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本文能够

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高血压危机，提高应对能

力，守护自身健康。

（作者单位： 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妇幼保健院）

揭秘急诊室中的高血压危象：症状识别与即时处理

□

纪业昌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一种由于脑血管受

损导致局灶性或整体脑组织损害的疾病，具

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和高死亡率

的特点。在中国，脑卒中已成为居民的首要死

亡原因。因此，了解并实践合理的营养饮食和

健康生活方式对于预防和控制脑卒中至关重

要。

一、营养饮食

1.

规律饮食：脑卒中患者的饮食应有规

律，建议早餐安排在

6:00~7:00

，午餐在

12:00

左右，晚餐在

18:00~19:00

，每餐之间间隔

5~

6

小时，符合胃的生理排空时间。 对于消化能

力较差的患者，晚上可适量加餐。

2.

合理进食量：遵循“早吃好，午吃饱，

晚吃少”的原则，每餐进食至微饱即可。 具体

进食量需根据个人体质、 活动强度和性别等

因素调整。建议采用“十个网球”原则，即每餐

肉类不超过一个网球大小， 主食相当于两个

网球大小，水果三个网球大小，蔬菜不少于四

个网球大小，避免暴饮暴食。

3.

易消化食物： 脑卒中患者多为老年

人，消化功能较弱，应多进食易消化的食物，

如汤类、粥类，以减轻胃肠道负荷，促进营养吸收。

4.

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多吃富含纤维

素的食物，如各种蔬菜和水果，可以促进

肠蠕动，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及排空，预

防便秘。

5.

限制不良食物： 避免摄入刺激性

食物和饮料，减少脂肪、糖和盐的过多摄

入。 特别是肥肉、牛油、蛋黄、鱼子、动物

内脏等含高胆固醇的食物， 以及食盐和

食糖，每日食盐摄入量应不超过

6

克，以

减少血液黏稠度，降低血压。

6.

高蛋白饮食： 适量增加优质蛋白

质的摄入，如豆制品、蛋清、瘦肉和各种

谷类， 有助于预防记忆力减退、 肢体无

力、水肿、贫血和抵抗力低下等问题。

7.

含碘食物：多吃海带、紫菜 、虾米

等含碘丰富的食物， 碘可减少胆固醇在

动脉壁的沉积，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二、健康生活方式

1.

戒烟限酒： 吸烟是脑卒中的重要危

险因素之一，必须戒烟。同时，限制酒精摄入，

减少饮酒量，以防酒精对脑血管的不良影响。

2.

适量运动：坚持适量运动，特别是有氧运

动，如快走、慢跑、打太极拳、骑自行车、游泳等，每

周至少

5

次，每次运动时间以身体能承受为准。

运动有助于控制体重，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脑

卒中风险。

3.

控制体重：保持健康的体重范围，避免

肥胖，因为肥胖是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

4.

定期体检：定期进行体检，特别是血

压、血脂和血糖的检测，及时发现并控制高血

压、高血脂和糖尿病等慢性病，以预防脑卒中

的发生。

5.

心理调适：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长

期精神紧张和情绪激动， 减轻生活和工作

压力，有助于预防脑卒中的发生。

综上所述， 合理的营养饮食和健康的

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脑卒中的重要手

段。 通过科学饮食、戒烟限酒、适量运动、控

制体重和定期体检等措施，我们可以有效降低

脑卒中的发生风险，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迁安市人民医院）

脑卒中的营养饮食与健康生活方式

□

兰水莲

从贫血到白血病：儿童常见血液病的科普解析

□ 闫祎炜

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 血液系统疾病是

家长们需要格外关注的一类健康问题。 这些

疾病种类繁多，症状各异，其中贫血和白血病

尤为常见。本文旨在通过科普解析，帮助家长

更好地了解这两种疾病及其区别。

贫血：儿童健康的隐形威胁

贫血是儿童血液疾病中较为常见的一

种，主要表现为面色苍白、乏力、头晕等症状。

贫血的发生往往与营养不良、 慢性失血等因

素有关。例如，缺铁性贫血和巨幼细胞性贫血

是最常见的两种类型， 它们分别由于体内铁

元素或维生素

B12

、叶酸缺乏，导致血红蛋白

合成障碍而引发。

贫血虽然不会直接转化为白血病， 但其

长期存在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和日常生

活。 因此，家长应合理安排孩子的饮食，保证

营养均衡，避免挑食、偏食等不良习惯。同时，

定期带孩子进行体检， 以便及时发现并治疗

贫血。

白血病：恶性血液疾病的挑战

白血病是一种恶性血液疾病， 其症状包

括发热、贫血、出血等，严重威胁儿童的生

命健康。 白血病的发生与遗传因素、环境

因素等密切相关。 特别是急性淋巴细胞

性白血病，在儿童恶性肿瘤中占比极高，

常常表现为贫血、感染、出血、肝脾及淋巴

结肿大等一系列症状。

白血病的治疗复杂且漫长，通常包括

化疗、放疗和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方法。 这

些治疗手段旨在杀灭异常增殖的白血病

细胞，恢复正常的造血功能。 然而，治疗

过程对患儿的身体和心理都是巨大的挑

战，需要家长和医生的共同努力与配合。

从贫血到白血病的区别与联系

贫血与白血病虽然都属于血液系统

疾病，但它们在发病原因、症状表现及治

疗方法上存在显著差异。 贫血主要是由

于营养缺乏或失血导致， 通过补充相应

营养素或治疗原发病因， 通常可以较快

恢复。 而白血病则是由于骨髓中的干细

胞发生异常，导致白细胞恶性增殖，进而

抑制正常造血功能。 其治疗过程复杂且

漫长， 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制定个性化

方案。

结语

儿童血液系统疾病是一个复杂而严峻

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和努力。 作为家

长，应时刻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一旦

发现异常症状要及时就医。 同时，加强对儿

童血液疾病的了解和认识，增强预防意识，

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此外，社会各

界也应加强对儿童血液疾病的关注和投

入，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为患儿提供

更好的治疗条件和康复环境。 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共同筑造一个健康、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