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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输液液““冲冲””血血管管或或给给血血管管““添添堵堵””
专家：输液是发病期治疗手段，对预防心脑血管病意义不大

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均
呈上升趋势，主要集中在工作压力
大的中年人及心血管功能衰减的老
年人。预防确实是比治疗重要，但是
预防也要有正确的方法和正确的途
径，不然会适得其反。

误区一：

只有老年人才得高血压

调查显示，仅在我国6—18岁的
中小学生中，高血压的发病率就已
达到8%。所以，对于有高血压家族
史的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

此外，冠心病是心脏血管的动
脉硬化，这个过程早在青年甚至幼
年时期就已经开始，目前我国冠心
病发病年龄明显提前。

误区二：

尽量不吃药

很多冠心病患者，犯心绞痛时，
总是尽量忍着不吃药，以为经常吃
药，以后就无效了。其实，如硝酸甘
油等急救用药，只有长期吃且每天
吃的频率又很高时，才可能产生耐
药性；间断服用，甚至一天吃上三四
次，不会形成耐药性。

误区三：

放支架后擅自停药

很多心绞痛发作的患者做完支
架手术后症状迅速消失，甚至恢复
了体力活动。但由于患者有冠状动
脉硬化，其他部位同样也会发生狭
窄，危险性仍然存在。

因此，即使放了支架，同样应注
意按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活，根据病
情按医生要求继续服药治疗。

误区四：

运动量越大越好

现代人特别是办公室族，平时
没时间锻炼。偶尔放松便到健身房
狂练一番，其实这样的危害更大。

长期工作紧张，体能透支，疾病
已悄然而至。一旦运动超出身体承
受能力，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大大增
加。运动后有点喘，微微流汗，讲话
不累，就表示此次运动强度适当。

本报记者 刘晓

防治心脑血管病

要注意几大误区

心脑血管病患者

可通过食物调理

每年12月到次年3月，都是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高
发期。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要轻松过冬，必须注重日常养生保
健。同时，家人还要注意学点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知
识，在病人发病时，能够第一时间进行救治。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要注意保暖

据介绍，如果仅靠输液来
预防疾病是不可靠的。输液本
是脑血管病发病急性期的一
种治疗手段，对于预防，没有
任何证据证明有效。

“所谓通血管的药液，基
本是一些活血化瘀、扩张血管
等治疗脑血栓的药物，对于急
性期的治疗的确能起到一定
的作用。如果心血管患者常常
输液，不仅不能够疏通血管，
可能还会给血管“添堵”。因为
输液药物中一些玻璃碎屑微
粒、橡胶微粒、药物残渣是人

们肉眼看不到的，这些微粒会
蓄积在心、肺、肾、肝脏、肌肉
等毛细血管中，长此以往将会
导致微血管血栓、出血及静脉
压增高、肺动脉高压、肺纤维
化，甚至致癌。并且输液还可
能加重肾脏负担、增添肾衰风
险。”漱玉平民大药房医生说。

据了解，心脑血管疾病患
者要注意保暖，进补要适度，
心态要平衡，不要在饥饿的情
况下洗澡，水温最好与体温相
当，洗澡时间不宜过长，以免
造成心脑缺血，诱发心脏病。

不少人“冲”血管求心理安慰

“每年的夏天和冬天我都会
输一次液，冲冲血管。每次冲了
之后，都会感觉身体很轻松，也
能预防一些心脑血管病的发
生。”68岁的张老先生说。

据了解，像张老先生这样的
市民还有很多，在不少社区卫生
室和医院门诊，很多老年人输液
通血管，即使是在医生告知“没
什么效果时”，不少老年人仍主
动要求输液。“哪怕是没有什么
效果，有个心理安慰也好，起码
自己心里觉得血管通畅了，这样
就更加放心。”正在输液的王老
先生说。

除了在冬天输液，不少人
还会吃一些保健品。“儿子今年

给我带回来的人参，现在煎汤
熬着喝。本来我也有一点心脏
病，血液粘稠，正好喝点补一
补。”家住张店温馨家园的孙女
士说。

还有许多患者放着公认的
降脂类药物不用，却只认深海鱼
油等效用不确切的保健品。不少
心脑血管病患者对宣传有补脑、
降压等治病作用的保健品天天
不忘吃，但对正规治疗药物却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胆固醇
升高，同时伴有冠心病症状，这
种高血脂症患者多数是由于遗
传所引起的，而鱼油对血液中的
胆固醇水平没有任何影响。”医
生提醒说。

病人发生心脏骤停后，家
人除将病人及时送到有条件
的医院抢救外，最好能马上就
地抢救。“在救护车到达之前，
如果能对患者展开正确的胸
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可
以为后期抢救赢得时间。不然
多数情况下，急救人员赶到时
基本都已来不及抢救。”医生
说。

据介绍，心肺复苏的基本
做法为：

第一步：确定正确的胸外
心脏按压位置。用一只手的食
指和中指沿肋骨下缘向上摸
至两侧肋缘于胸骨连接处的
切痕，以食指和中指放于该切

痕上，将另一只手的掌根部放
于横指旁，再将第一只手叠放
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两手手
指交叉扣起，手指离开胸壁。

第二步：施行按压。操作
者前倾上身，双肩位于患者胸
部上方正中位置，双臂与患者
的胸骨垂直，利用上半身的体
重和肩臂力量，垂直向下按压
胸骨，使胸骨下陷4-5厘米，按
压和放松的力量和时间必须
均匀、有规律，不能猛压、猛
松。放松时掌根不要离开按压
处。按压的频率为80-100次/分
钟，按压与人工呼吸的次数比
率为：单人复苏15:2，双人复苏
5:1。

家人学会简单急救措施很重要

本报记者 刘晓

冬季心脑血管疾病多发，大篷车首次为市民免费检测心血管功能

近近七七成成体体检检老老人人有有心心脑脑血血管管病病
本报11月30日讯 (记者

刘晓 ) 冬季是心脑血管疾病
的高发季，很容易引起猝死。11

月28日，齐鲁晚报大篷车开进
漱玉平民大药房张店联通路
店，首次免费为市民检测心血
管功能，现场近七成老人存在
不同程度的心脑血管疾病，大
篷车为市民讲解了冬季心脑
血管疾病防治知识。

“从立冬开始，我就开始
吃药了。因为有哮喘，所以很
注意日常的心血管保护。但是
虽然一直吃药，也没到医院检
查，这次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大
问题。”76岁的罗女士说。经过
免费检测，罗女士除了有点冠
状动脉硬化，并没有什么大问
题，医生也及时为她开了药。

据了解，每年冬季是心
梗、脑梗高发期，是猝死意外
发生最多的季节。“心脑血管
疾病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
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并发
症多即‘四高一多’的特点。在
冬季雾霾多发，并且温度较低
的情况下尤其要注意。”漱玉
平民大药房工作人员介绍说。

活动共持续一上午的时
间，为54名老年人进行了免费
体检，其中有36人存在不同程

度的心血管疾病。“大部分老
年人由于年事已高，存在不同
程度的心肌缺血，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目前心肌缺血在我
国的患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
势。心肌缺血是中老年人的常
见病和多发病。”工作人员说。

据介绍，有心脑血管、高

血压等基础病变者，在冬季要
格外小心，不要做过于刺激的
事。出门一定要注意保暖，不
要运动过度。避免在一早一晚
等天气较冷的时间出门运动，
避免生气和劳累。“猝死并非
只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值得
注意的是，近年来，猝死病人

有着年轻化的趋势。”
“通过这次宣传讲解，我

们希望有更多的老年人做一
些正规的检查，及早发现病
症，及早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和其他病症还不一样，有些心
脑血管疾病是能够及早发现
并且治疗好的。”工作人员说。

工作人员正在为市民免费检测心血管功能。 本报记者 刘晓 摄

市民在活动现场正在阅读免费发放的齐鲁晚报。
本报记者 刘晓 摄

在寒冷季节要多喝开水，多吃一
些容易消化和富含营养的清淡食物。

某些天然食物对心血管有一定
的保健作用，例如深海鱼类、木耳、
山楂、大蒜、洋葱和茶等。

我们都知道经常喝茶有助于
消脂解腻，究其机理乃是源于茶叶
中所含的植物营养素——— 茶黄素
能在肠道内与胆固醇结合，减少人
体对食物胆固醇的吸收，并增加胆
固醇和甘油三酯从肠道的排出，还
能抑制人体自身胆固醇的合成，通
过内外的调理，表现出显著的降脂
作用，同时还具有抗氧化、保护血
管壁等多重健康益处。

而源自深海鱼类的鱼油因富含
有Omega-3多不饱和必需脂肪酸，
尤其是EPA和DHA，可有效帮助降
低血液甘油三酯浓度，使血液稀释，
有助于防止动脉硬化和血管阻塞。

本报记者 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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