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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又称脑中风，是一种突然起病的

脑血液循环障碍性疾病。 由于脑血管病变导

致脑内动脉狭窄、闭塞或破裂，引起急性脑血

液循环障碍，临床上表现为一过性或永久性

脑功能障碍的症状和体征。

为了有效防治脑卒中，了解其重要的化

验检测指标至关重要。 本文将详细介绍脑卒

中相关的几个关键检测指标，旨在提高公众

对脑卒中的认识和预防意识。

1.�

血糖

血糖水平是评估脑卒中风险的重要指标

之一。 高血糖，特别是持续的高血糖，被认为

是脑卒中的主要风险因子。 高血糖可导致动

脉硬化，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进而增加脑卒

中的发生几率。 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是反

映过去

2-3

个月内平均血糖控制的指标。 研

究表明，每增加

1%

的

HbA1c

，脑卒中的风险

增加

12%

。 因此，定期监测血糖和

HbA1c

水

平，对于预防和控制脑卒中具有重要意义。

2.�

血脂

血脂异常是脑卒中的另一个重要危险因

素。 血脂主要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HDL-C

）和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LDL-C

）。 高甘油三酯血症和高胆固醇

血症都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有关， 进而增

加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

甘油三酯：血清甘油三酯水平受年龄、性

别和饮食的影响。 甘油三酯增高可见于家族

性高甘油三酯血症、糖尿病等疾病。

胆固醇： 高胆固醇血症与动脉粥样硬化

的形成有明确关系。

LDL-C

是动脉粥样硬化

发生和发展的主要脂类危险因素，而

HDL-C

则被认为具有保护作用， 其水平降低与心血

管疾病的风险增加相关。

3.�

血尿酸

血尿酸是人体内嘌呤类化合物代谢的终

产物。 尿酸浓度升高与嘌呤的过量合成和肾

脏对尿酸的排出减少有关。 高尿酸血症不仅

是痛风的危险因素， 还与缺血性脑卒中的发

生有关。研究表明，高尿酸血症是急性缺血性

脑卒中转归不良（死亡或生活依赖）和脑卒中

后血管事件高发的独立预测因素。因此，监测

血尿酸水平对于预防脑卒中同样重要。

4.�

同型半胱氨酸

同型半胱氨酸是一种含硫氨基酸， 是蛋

氨酸代谢的中间产物。 大量的临床研究和流

行病学研究已证实，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

心脑血管疾病的新的、独立的危险因子。动脉

粥样硬化、心肌梗塞、脑卒中患者中同型半胱

氨酸浓度明显高于正常人， 且血浆浓度与心

脑血管病的程度和并发症呈正相关。因此，同

型半胱氨酸水平的监测对于评估脑卒中风险

具有重要意义。

5.�

凝血功能

凝血功能检查是脑卒中患者必须完善的

项目之一。包括凝血酶原时间、部分凝血活酶

时间、纤维蛋白原等指标，用于评估患者的凝

血功能。 凝血功能异常可能导致血栓形成或

出血倾向，从而影响脑卒中的治疗和预后。通

过凝血功能检查， 医生可以判断患者是否适

合使用溶栓、降纤药物进行治疗。

6.�

其他重要指标

除了上述指标外， 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

化验检测指标也值得关注，包括：

血常规：检查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等

指标，了解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

肝肾功能：评估肝脏和肾脏的功能，因为

肝肾功能异常可能影响药物的代谢和排泄，

从而影响治疗效果。

电解质：包括钠、钾、氯等电解质的测定，以

确保体内电解质平衡。

心肌酶谱：检查心肌酶的水平，排除心肌梗

死等心脏疾病， 因为心脏疾病也是脑卒中的重

要风险因素之一。

脑型钠尿肽（

BNP

）：这是一个与心衰和心

血管事件相关的标志物， 其增高可以预示心脏

功能不全，从而增加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

结语：预防胜于治疗

脑卒中是一种严重的脑血管疾病， 其发生

和发展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 通过定期监测上

述化验检测指标，结合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检查，

医生可以全面评估患者的脑卒中风险， 并制定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日常生活中

做起，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合理膳食、适量

运动、戒烟酒、心理平衡等，以降低脑卒中的发

病率和致残率。

总之，脑卒中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通过

科学的化验检测指标监测和全面的健康管理，

我们可以有效降低脑卒中的风险， 提高生活质

量。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健康护航！

（作者单位：广西玉林市容县中医院）

脑卒中重要的化验检测指标哪些

□

李宗儒

慢性支气管炎是一种由感染或非感染

因素导致的气管、支气管黏膜及其周围组织

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 患者常出现咳嗽、咳

痰、喘息等症状，且病程较长，易反复发作。

除了药物治疗外，日常护理对慢性支气管炎

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病情控制至关重要。 以下

是慢性支气管炎患者日常护理的要点，旨在

帮助患者更好地管理疾病，提高生活质量。

一、保持空气清新，避免有害环境

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应尽量保持室内空

气清新，定时通风换气，以减少室内空气中

的细菌、病毒和其他有害物质的浓度。 同时，

要避免接触有害气体、烟雾和粉尘，如避免

吸烟、远离二手烟、减少厨房油烟等。 在室外

活动时，应避开空气污染严重的区域，如工

业排放区、交通繁忙的街道等。

二、合理饮食，增强免疫力

饮食对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健康至关

重要。患者应保持均衡的饮食，摄入充足的维

生素和矿物质。 可以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坚果等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抗氧化剂

的食物，这些食物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促进呼

吸道健康。同时，应避免食用辛辣、油腻、刺激

性食物，如辣椒、油炸食品等，以免加重症状。

三、适量运动，提高肺功能

适量的运动对慢性支气管炎患者是有益

的。患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有氧运动，如散

步、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这些运动能够加

强呼吸系统和肺功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但

需要注意的是，运动强度应逐渐增加，避免过

度劳累。运动时间最好在早晨或傍晚，避免寒

冷空气刺激。在运动时，患者应保持适当的呼

吸节奏， 避免急促呼吸导致的呼吸道干燥和

刺激。

四、做好呼吸道管理，保持通畅

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应及时清除痰液，保

持呼吸道通畅。咳嗽时，可以用手轻轻按压胸

部，帮助痰液咳出。 呼吸困难时，可采用深呼

吸和有效咳嗽的方法， 以促进痰液排出。 此

外，患者还可以定期进行呼吸功能锻炼，如吹

气球、缩唇呼吸等，以增强呼吸肌的力量和耐

力。在干燥的环境中，可以使用加湿器或多饮

水，以保持呼吸道湿润。

五、预防感染，接种疫苗

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容易发生上呼吸道感

染，加重病情。 因此，患者应特别注意预防感

冒和其他呼吸道感染。 在寒冷季节或气候骤

变时，要注意保暖，特别是足部的保暖，防止

受凉感冒。同时，患者应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

场所，以减少感染的机会。 根据医生建议，患

者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 以降

低感染的风险。

六、定期复查，关注病情变化

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应按照医生的建议定

期复查，包括肺功能检查、血常规等，以监测病

情的变化。 如果发现病情有所加重或出现新的

症状，应及时就医。 此外，患者应保持良好的心

态，避免焦虑、紧张等情绪，这些情绪可能会加

重症状。家属也应给予患者关心和支持，帮助他

们更好地应对疾病。

七、心理护理与社交活动

慢性支气管炎是一种慢性病，病程较长，患

者可能会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因此，心

理护理对患者来说非常重要。 患者可以参加社

交活动，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这有助于缓解负

面情绪，提高生活质量。

总之， 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日常护理需要

综合考虑环境、饮食、运动、呼吸道管理、预防感

染等多个方面。通过合理的护理，患者可以延缓

病情进展，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索镇卫

生院）

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日常护理要点是什么

□

伊慧

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 我们对各种

疾病的认知和治疗手段也日益完善。然而，对

于血友病这一遗传性凝血障碍疾病， 尽管我

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 但至今仍无

法完全治愈。因此，对于血友病患儿及其家庭

来说， 预防出血、 提高生活质量显得尤为重

要。 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 从医学科普的角

度， 详细介绍血友病患儿预防出血的重要性

以及提高生活质量的措施。

一、血友病患儿预防出血的重要性

血友病是一种遗传性凝血因子缺乏症，

患者血液中缺乏或功能异常凝血因子， 导致

出血倾向。血友病患儿在日常生活中，稍有不

慎就可能发生出血，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因

此，预防出血对于血友病患儿来说至关重要。

预防出血不仅可以降低患儿的痛苦， 还可以

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此外，预防

出血还有助于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提高患儿

的生活质量。因此，家长和医护人员应高度重

视血友病患儿预防出血的工作， 采取有效的

措施，降低出血风险。

二、提高血友病患儿生活质量的措施

1.

加强健康教育，提高患儿及家长的自

我护理能力

家长和患儿应了解血友病的基本知识，

掌握预防出血的方法。 医护人员应向家长和

患儿普及血友病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治疗

方法和预防措施等方面的知识， 帮助他们树

立正确的疾病观念， 提高自我护理能力。 同

时，家长应密切关注患儿的身体状况，发现异

常及时就医。

2.

合理安排饮食，保持营养均衡

血友病患儿应保持营养均衡， 多摄入富

含维生素

K

的食物，如绿叶蔬菜、动物肝脏

等。 维生素

K

有助于促进凝血因子的合成，

提高凝血功能。此外，患儿还应避免摄入过多

高脂、高糖、高盐的食物，以免对身体造成不

良影响。

3.

适当运动，增强体质

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血友病患儿的体

质，提高抵抗力。家长应根据患儿的年龄和身

体状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如散步、慢跑、

游泳等。在运动过程中，家长应密切关注患儿

的身体状况，避免剧烈运动或过度劳累，以免

引发出血。

4.

定期接受检查，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血友病患儿应定期接受凝血功能检查，

以便及时了解病情变化，调整治疗方案。医生

会根据患儿的具体情况， 制定相应的治疗计

划， 包括凝血因子的补充、 止血药物的使用

等。 家长应遵医嘱，按时给患儿服药，确保治

疗效果。

5.

关注患儿心理健康，提供心理支持

血友病患儿由于长期受到疾病的困扰， 容易

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家长和医护人员

应关注患儿的心理健康，及时给予心理支持。

可以通过与患儿沟通、倾听他们的心声、鼓励

他们树立信心等方式， 帮助他们保持积极的

心态，勇敢面对疾病。

三、结语

预防出血、 提高生活质量是血友病患儿

及其家庭面临的重要任务。 通过加强健康教

育、合理安排饮食、适当运动、定期接受检查

以及关注患儿心理健康等措施， 我们可以有

效降低血友病患儿的出血风险， 提高他们的

生活质量。同时，我们也应关注血友病的研究

进展，积极寻求新的治疗方法，为血友病患儿

带来更好的未来。

四、展望未来：寻求创新治疗与个性化管理

尽管血友病目前尚无根治之法，但随着医

学研究的深入和技术的不断创新，我们有望在

未来找到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 基因治疗、干

细胞治疗等前沿技术为血友病的治疗提供了

新的可能性。 此外，个性化管理也逐渐成为血

友病治疗的新趋势，根据每个患儿的具体情况

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有望进一步提高治疗

效果和生活质量。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预防出血和提高生

活质量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患儿、家长、

医护人员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政府应加

大对血友病等罕见病的投入和支持，推动相关

研究和治疗技术的发展；医疗机构应提高血友

病的诊疗水平，为患儿提供更为优质的医疗服

务； 社会各界应加强对血友病的宣传和教育，

提高公众对血友病的认识和关注度。

总之，预防出血、提高血友病患儿的生活

质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需要不断

探索和创新，为血友病患儿带来更为有效的治

疗方法和更好的生活体验。 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我们一定能够攻克血友病这一难题，让患

儿们拥有更加健康、快乐的童年和未来。

（作者单位：广西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血友病患儿预防出血的重要性及提高生活质量的措施

□

梁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