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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园地

关 于 脑 卒 中 的 科 普 知 识
方雪峰

脑卒中，一个听起来就让人感到紧
张和不安的词汇， 它还有一个更为通俗
的名字———中风。 这种疾病如同一场突
如其来的风暴， 不仅威胁着人们的生命
健康， 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
担。那么，脑卒中究竟是什么？它的病因、
症状、预防和治疗措施又是怎样的呢？让
我们一起揭开脑卒中的神秘面纱。

一、病因探秘
1、疾病因素
高血压 、动脉粥样硬化 、短暂性脑

缺血发作（TIA）、冠心病、房颤、糖尿病
等都是脑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这些疾
病会损害脑血管，使其变得脆弱 、狭窄
或堵塞，从而增加脑卒中的风险。

2、生活方式因素
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脑卒中的重

要诱因。吸烟、肥胖、饮酒、不运动、不健
康饮食等都可能增加脑卒中的发病率。
此外，寒冷刺激、情绪激动、劳累、睡眠
不足等也可能诱发脑卒中。

3、年龄、遗传等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脑卒中的发病风

险也会增加。同时，部分遗传倾向也可
能影响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二、症状多样
1、头晕
特别是突然感到眩晕，这是脑卒中

的常见症状之一。
2、肢体麻木
有些患者可能会突然遭遇一侧面部

或手脚出现麻木感的情况， 这种感觉异
常可能还伴随着舌部或唇部的麻木。

3、言语障碍
患者可能会表现出言语能力的暂

时性障碍，具体为吐字不清、言语表达
不流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发展到
完全无法说话即失语的状态。

4、肢体无力或活动不灵
半身或一侧肢体突然出现无力或

瘫痪，这也是脑卒中的典型症状。
5、头痛
个体可能会经历一种与往常不同

的头痛感受， 这种头痛可能更为剧烈、
持续时间长或伴有不同寻常的症状。

6、意识障碍
个体可能会经历短暂的意识丧失，

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无法对外界刺激
做出反应，仿佛暂时失去了对周围环境
的感知能力。

7、全身乏力
全身明显乏力，肢体软弱无力。
8、恶心与呕吐
恶心 、呕吐或者血压波动 ，这也是

脑卒中患者常见的症状之一。
9、视力障碍
双眼突然一时看不清眼前的物体，

或者出现视野缺损、重影等情况。
10、平衡失调与共济失调
患者可能感到站立不稳或行走困

难，容易摔倒。共济失调则体现在肢体
动作不协调，如穿衣、系扣、写字等精细
动作难以完成。

三、预防为先
1、控制危险因素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是脑卒中

的重要危险因素，因此要积极控制这些
指标。对于已经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
疾病的患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服
药，定期监测血压、血糖等指标。

2、改善生活方式
清淡饮食，保持低盐、低脂、低糖的

饮食习惯，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 ，补充
维生素和矿物质，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
菜，少吃油腻和高热量的食物 。适当运
动， 进行中等强度的有氧体育锻炼，如

散步、慢跑等，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
素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作息，
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戒烟限酒 ，烟草
中含有的多种有害物质，如尼古丁和其
他化学成分，会对人体的血管系统造成
直接的损害，这不仅会加速血管的老化
过程， 还会增加发生脑卒中的风险。保
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激动 、劳累和寒
冷刺激等诱发因素。

3、定期体检
定期进行体检可以及时发现脑卒

中的危险因素，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
病等，并进行干预。建议每年至少进行
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

4、特殊人群预防
有脑卒中家族史的人群应更加关注

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相关检查。
随着年龄增长 ， 动脉硬化不可避

免。因此，高龄人群应更加注意控制危
险因素，如高血压、高血脂等。

四、治疗措施
1、药物治疗
（1）溶栓药物 ：在脑卒中症状出现

后的 3-4.5 小时内， 可以使用阿替普酶
等组织纤溶酶原激活剂进行紧急治疗，
以分解引起脑卒中的凝血块。

（2）抗血小板聚集药物 ：如阿司匹
林， 通过降低血液中的血小板凝血功
能，防止血液凝块的形成，预防病情的
再次复发。

（3）其他药物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
况，如存在高血脂症、高血压等基础疾
病的患者，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服
用相应药物。

2、手术治疗
（1）动脉溶栓：利用导管技术，精准

地将溶栓药物直接输送到被血栓堵塞
的动脉部位。

（2）机械取栓 ：使用机械装置将血
栓取出，恢复脑部供血。

（3）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清除积聚在
颈动脉内壁的斑块， 这些斑块若不及时
处理， 可能会逐渐增大并阻碍血液流向
大脑，从而显著增加缺血性中风的风险。

（4） 动脉瘤夹闭或介入栓塞术：针
对动脉瘤破裂引起的蛛网膜下腔出血，
可以采用动脉瘤夹闭或介入栓塞术进
行治疗。

3、康复治疗
（1）肢体康复 ：帮助患者恢复肢体

功能，提高日常生活能力。
（2）语言训练 ：针对脑卒中引起的

语言功能障碍 ， 进行专业的语言训
练。

（3）心理康复 ：这不仅包括情绪上
的慰藉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帮助患者调
整心态，以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
康复之路上的挑战与困难。

五、 小结
预防治疗脑卒中至关重要 ， 通过

有效的预防措施， 如定期筛查 、 调整
生活方式 、 控制血压血脂等 ， 可以显
著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 同时 ， 对
于不幸罹患脑卒中的患者而言 ， 及时
的医疗干预与系统的康复训练是恢复
生活自理能力 、 减轻家庭及社会负担
的关键所在 。 这些措施不仅能够帮助
患者逐步重建身体机能 ， 还能有效提
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 使之更好地融入
日常生活 。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 ， 行动
起来， 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预防治疗脑卒中不仅关乎个人健康 ，
也关乎整个社会的福祉 。 我们应该从
自我做起， 提高健康意识， 共同筑起一
道坚固的健康防线。

（作者单位系无为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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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孩子出现厌学情绪， 家长需要对孩子心理状况
加大关注，分析其厌学情绪是否与相关心理问题有关，并
及时对孩子展开治疗，使其不良情绪得到有效缓解，充分
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保障孩子的健康生长和发展。

一、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的原因
青少年抑郁是一类较为常见的心理问题， 因此需要

结合孩子的实际表现，科学合理的制定治疗方案，以此来
有效疏导孩子心理，使其情绪得到调节。结合孩子的厌学
情绪展开分析，引起此类问题的原因较多，具体包括以下
两个方面。

首先，孩子出现厌学情绪，往往和家庭环境有关。从
家庭因素来看，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具有直接影响，一
旦其对孩子过度溺爱或严厉，导致孩子缺乏亲情温暖，或
提出过高的期望值，将会对孩子身心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其次，孩子的厌学情绪，可能和教育方法有关，由于
所采取的教学方式过于单一， 导致孩子未能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或者所传授的知识，超出了孩子自身的接受能
力，将会导致孩子有挫败感产生，进而有厌学情绪出现。

再次，孩子厌学与互联网相关，网瘾问题的根源往往
与心理和家庭环境有关。 孩子在现实世界中可能感到无
助和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而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可以主
导和掌控的环境，从而获得快乐和成就感。家庭情感的缺
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许多孩子因为缺乏父母的关爱与
陪伴，通过沉迷网络来逃避现实和寻求慰藉。对此，需要
结合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的原因展开分析， 在此基础上需
要结合孩子身心发育特征，为其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营
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对孩子的学习兴趣有效培养，使其
能够逐渐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二、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的调节方法
当孩子出现厌学情绪后，应对其正确引导，不能一味

批评教育，不可以将家长思想强加给孩子，而是应该和孩
子心平气和的谈话，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使其能够深刻
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而且在孩子学习进步后，应对其加以鼓励和赞扬。家长要
避免对孩子施加过大压力，要帮助孩子有效克服自卑心理，使其自信心得到提
升，从而有效消除孩子的厌学情绪。

（一）及时开导孩子
家长可寓教于乐、适当降低期望、多沟通、加强家校合作、改善师生关系，

以帮助孩子调整厌学情绪。与孩子多沟通，了解学校情况，布置简单作业，鼓励
分享学校经历，适当带孩子到学校附近玩耍。辅导孩子时，教会其学习方法，如
使用工具书、背诵记忆技巧等。针对家庭因素导致的厌学，家长需耐心沟通，消
除孩子压力和抵触情绪。若孩子厌学情绪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和学习，建议及
时就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专业心理干预或药物治疗。家长应对孩子情绪表现
充分观察，一旦孩子有不开心、抑郁等状态出现，要对孩子睡眠以及饮食变化
加大注意，一旦其质量下降，应及时进行治疗。家长需要对孩子充分倾听与理
解，并要孩子充分详谈，对其想法与感受加以倾听，以此来明确孩子出现厌学
情绪的原因，包括缺乏学习兴趣、学习困难、学业压力过大等。与此同时，还需
要对潜在问题展开分析，对孩子日常生活以及学习环境充分观察，并对影响孩
子学习动力的因素展开分析，包括自尊心受挫以及社交问题等。除此之外，家
长需要结合具体问题，及时对孩子加以开导，帮助其有效疏导心理问题，缓解
孩子的学习压力，使其能够逐渐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情绪。

（二）改善学习环境
为了使孩子的学习态度得到改善，提升其对学习的认知水平，需要对其学

习环境加以改善。在此过程中，需要社会、学校以及家庭之间的充分配合，对孩
子加以鼓励，老师应对孩子加大关注，家长则应对孩子充分关怀，以此来为孩
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调动起孩子的学习积极性，使孩子的厌学情绪得到消
除。

（三）注意过程,注意细节
家长除了要对孩子学业成绩加大关注以外， 还应对孩子学习与变化过程

加大注意。 家长应与孩子频繁交流， 并要经常进行检查与监督， 充分注意细
节， 为孩子创造良好环境， 确保孩子情绪稳定。 与此同时， 教师和家长需要
注意细节， 分析孩子成绩提升或下降的原因， 有效改进孩子的学习方法， 如
采用游戏教学法， 对孩子自身优点有效利用， 提升孩子的学习效果。

（四） 培养兴趣和建立信心
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为了使孩子的厌学情绪有效调节， 需要对孩子

的学习兴趣有效培养。 在此期间， 应有效创新孩子的学习模式， 并加强思想
层面的引导， 使孩子能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并体验到相应的成就感， 从而
激发孩子的学习热情。

（五） 减少帮助,培养意志
对于部分孩子而言， 其之所以出现厌学情绪， 与其内心恐惧有关， 对教

师和父母往往具有较高的依赖度， 对外部帮助的需求较高。 对此， 家长以及
教师应对孩子的学习习惯有效纠正， 并减少对其的帮助， 使孩子自理程度得
到提高， 对孩子意志力有效培养， 这样不仅可以使孩子的学习倦怠有效消
除， 而且还可以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

（六） 设定规则， 管理上网时间
与孩子共同制定 “上网协议”， 合理安排上网时间， 并安排其他活动如

亲子阅读、 户外运动等， 帮助孩子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 培养孩子的兴趣
爱好， 如运动、 艺术、 美食等， 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快乐和成就感。

三、 孩子出现厌学情绪护理干预的重要性
通过专业的心理护理干预， 可以帮助孩子充分认识学习的意义， 正确归

因学习上的失败， 全面评价自己并恢复自尊与自信。 这有助于孩子调整心
态， 积极面对学习挑战。 护理干预还能帮助孩子扬长避短， 重新设计自我，
积极适应学习环境， 减少被不良社会因素影响的可能性。 同时， 通过行为疗
法纠正逃避学习的倾向， 提高学习参与度。 针对厌学情绪导致的情绪问题和
社交障碍， 护理干预能有效缓解孩子的焦虑、 抑郁情绪， 提高情绪管理能
力。 此外， 还能促进孩子与同学、 老师的交流， 改善社交关系， 增强社会支
持。

综上所述， 护理干预治疗在孩子厌学情绪的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芜湖医院（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

面瘫患者中医护理指南： 从预防到康复
贾小娟

面瘫被称为面神经麻痹 ， 会影响
病人的外部美观 ， 也会造成病人产生
身心负担。 在中医学内对面瘫的预防、
康复优势显著 。 在临床上 ， 面瘫是一
种多见和常见的疾病 ， 会扭曲患者的
五官 ， 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 ， 给患者
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 现阶段，
治疗面瘫的主要方法是针灸 ， 并且针
灸治疗方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肯定
和支持 ， 但是如何科学合理的使用针
灸有效治疗急性期面瘫患者 ， 始终都
是临床针灸面临的难题 。 如若治疗面
瘫方式不科学 、 不合理或者不及时 ，
就会提高留下后遗症的几率 ， 严重影
响患者的正常生活 ， 并给患者带来极
大的心理压力和痛苦 。 对此 ， 在本文
中针对面瘫患者中医护理 ， 预防以及
康复进行简要普及。

一、 什么是面瘫？
面瘫可分为周围性、 中枢性两种，

周围性面瘫是由面神经病变而导致 ，
例如病毒感染 、 受凉等 ， 令面部肌肉
运动受阻 ， 导致病人不能皱眉 、 眼睑
闭合不全 、 口角下垂等症状 。 中枢性
神经面瘫是由于脑血管疾病 、 肿瘤等
引发神经通路受损 ， 导致面部肌肉受
到影响， 其中周围性面瘫最为常见。

二、 中医视角下的面瘫病因
在中医学角度中 ， 面瘫指在人体

过于劳累， 以及睡眠不足、 情绪波动，
使身体虚弱导致风寒邪入体 ， 使面部
神经受损 ， 导致气血运行不畅 ， 进而
导致面瘫。

三、 面瘫中医预防方法
（一） 增强体质， 固护正气

日常生活中要保证良好作息， 拥有
充足睡眠， 避免熬夜、 保证早睡早起；
要适当运动， 可行太极拳、 八段锦等，
每周行 3-5 次， 每次 30 分钟。 饮食要
保证均衡， 尽量食用高维生素、 蛋白质
食物， 减少辛辣刺激性食物摄入， 有效
促进气血生成， 提高身体正气。

（二） 情绪管理
保持稳定的情绪， 避免焦虑， 以增

强免疫系统防病能力。
（三） 避免外邪侵袭
要重视面部保暖， 在季节温度变化

较大时可佩戴围巾， 同时要避免长时间
吹空调、 风扇， 在寒冷天气不要迎风而
立， 要避免风寒对面部经络产生侵害。

（四） 穴位按摩
按摩风池穴等穴位， 特别是在天冷

或处于冷空调环境下 ， 可有效预防面
瘫。

四、 面瘫中医护理措施
（一） 病情观察
对病人症状变化密切监测， 观察面

部表情肌情况， 如果病人出现呕吐、 头
痛、 意识不清等， 则可能病情加重或并
发症需要及时就医。

（二） 针灸护理
针灸在治疗期间辅助病人保持舒适

体位避免乱动， 同时让病人了解针灸治
疗会产生酸胀感， 避免产生焦虑情绪。
在针灸后观察针刺位置是否存在出血等
现象 ， 如存在少量出血 ， 则用棉球按
压， 如产生皮下出血， 则可在 24 小时
内冷敷， 24 小时后热敷， 在针灸后不
要立刻洗澡， 避免针刺位置感染。

（三） 中药护理

结合病人身体状况、 病情， 为其提
供牵正散等中药治疗 ， 可起到祛风通
络、 养血活血等作用， 在饭后半个小时
左右服用， 每天 2 次， 在服用期间观察
病人是否存在恶心、 呕吐等反应， 如果
存在不适要及时告知医生。

（四） 面部护理
可用温热的毛巾敷于患侧面部， 温

度要控制在 40-50℃左右， 每次敷 15-
20 分钟， 3-4/d， 通过热敷促进血液循
环， 使肌肉痉挛问题得到改善， 令病情
得到控制， 但要避免烫伤， 要在热毛巾
与皮肤之间放置薄布。

（五） 按摩
引导病人进行面部按摩促进肌肉恢

复， 按摩时力度要适中 ， 可从患侧额
部 ， 然后逐步向口角位置按摩 ， 可运
用食指和中指对患侧额纹进行按摩 ，
向上提拉 ， 用拇指和食指对眼轮匝肌
进行按摩 ， 促进眼睑闭 。 双手大鱼际
肌从口角向耳前方向按摩， 改善口角歪
斜。 每个动作重复 10-15 次， 3-4 次/
天。

（六） 表情肌训练
引导病人进行表情训练 ， 例如皱

眉、 闭眼、 吹口哨、 龇牙牙等， 每个动
作 10-15 次， 3-4 组/d。 经训练可以提
高面部肌肉力量， 但要循序渐进， 避免
造成面部肌肉损伤。

（七） 眼部护理
要提高眼部护理， 白天可为病人提

供眼药水， 如氯霉素眼药水， 每隔两到
三小时使用一次， 令眼部保持湿润避免
感染。 在睡觉前可运用红霉素眼膏， 通
过纱布遮盖眼睛， 避免灰尘进入， 并要

减少病人用眼时间， 减少看电视、 手机
等， 提高眼部休息。

（八） 心理护理
家属与护理人员与病人交流， 了解

病人心理想法， 提供情感支持， 同时向
病人普及面瘫治疗的方式、 意义以及康
复过程， 令其治疗信心得到提高， 并引
导病人参与社交活动， 缓解心理压力。

五、 面瘫康复后注意事项
（一） 巩固治疗
病症缓解后还要按照医生的建议进

行巩固治疗， 例如针灸、 中药调理等，
避免病情反复发作。

（二）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康复后还要保证良好作息以及适当

运动、 合理饮食， 提高身体抵抗力， 避
免熬夜， 情绪波动等。

（三） 注意面部防护
在生活中注意做好面部防护， 避免

受到风寒、 风热等侵袭， 寒冷天气要佩
戴口罩， 避免长期吹空调风扇。

六、 小结
中医护理在治疗面瘫患者中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针灸、 推拿等手段
刺激穴位， 促进面部血液循环和代谢，
增强面肌活动能力， 显著改善面瘫症
状。 给予患者心理安慰、 舒缓其情绪，
减轻其心理负担 ， 从而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 。 由此可见 ， 中医护理在治疗
面瘫患者中不可或缺 ， 它能全方位地
促进患者的康复 ， 能够有效改善病人
的症状恢复 ， 也能避免病情发作以及
复发 ， 但实际操作要严格按照医嘱实
施。

（作者单位系望江县中医医院）

这些因素正在悄悄诱发老年哮喘
戚王功

随着年龄的增长， 许多老年人发现自己的
呼吸变得越来越不顺畅， 甚至出现反复咳嗽 、
喘息、 胸闷等症状。 很多人以为这是 “年纪大
了” 的正常现象， 殊不知， 这可能是老年哮喘
在悄悄作祟。 老年哮喘是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慢
性呼吸道疾病， 如果不及时干预， 可能会严重
影响生活质量， 甚至危及生命。 那么， 究竟是
什么因素在悄悄诱发老年哮喘？ 今天， 我们就
来揭开这些 “隐形杀手” 的真面目。

一、 老年哮喘： 不只是“喘” 那么简单
老年哮喘是指发生在 65 岁以上人群中的

哮喘疾病。 与年轻人相比， 老年哮喘的症状可
能更加隐匿， 容易被误认为是慢性支气管炎、
肺气肿或其他老年常见病。

常见症状包括： 反复发作的喘息， 尤其是
在夜间或清晨加重。 持续性咳嗽， 干咳为主，
可能伴有少量白色泡沫痰。 胸闷或呼吸困难，
感觉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 呼吸费力。 活动后
气短， 轻微活动后即感到呼吸急促。

这些症状不仅影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还
可能引发焦虑、 失眠等问题， 甚至导致呼吸衰
竭等严重后果。 因此， 了解老年哮喘的诱因并

加以预防至关重要。
二、 悄悄诱发老年哮喘的“隐形杀手”
老年哮喘的诱因复杂多样， 既有外部环境

因素， 也有老年人自身的生理特点。 以下这些
因素， 可能正在悄悄诱发老年哮喘：

1.空气污染： 看不见的健康威胁
空气污染是诱发老年哮喘的重要环境因

素。 空气中的颗粒物 （PM2.5、 PM10）、 二氧化
硫、 氮氧化物等污染物会刺激呼吸道， 引发炎
症反应， 导致哮喘发作。 老年人由于呼吸道防
御功能下降， 更容易受到空气污染的伤害。

预防建议： 关注空气质量指数 （AQI）， 污
染严重时尽量减少外出 。 外出时佩戴防护口
罩， 回家后及时清洗面部和鼻腔。 在家中使用
空气净化器， 保持室内空气清新。

2.室内过敏原： 家中的 “隐形敌人”

许多老年人喜欢在家中养宠物、 摆放地毯
或种植花草， 但这些都可能成为诱发哮喘的
过敏原 。 常见的室内过敏原包括 ： 尘螨 ， 藏
匿于床单 、 被褥 、 地毯中 ， 是诱发哮喘的主
要过敏原之一 。 宠物皮屑 ， 猫 、 狗等宠物的
皮屑和毛发可能引发过敏反应 。 霉菌 ， 潮湿
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 其孢子会刺激呼吸道。
花粉， 室内植物或从室外带入的花粉也可能诱
发哮喘。

预防建议： 定期清洗床单、 被褥， 使用防
螨材料 。 减少地毯的使用 ， 保持室内干燥通
风。 如果对宠物过敏， 尽量避免饲养宠物。

3.呼吸道感染： 老年人的 “健康杀手”
老年人免疫力下降 ， 容易发生呼吸道感

染， 如感冒、 流感、 肺炎等。 这些感染会加重
呼吸道炎症， 诱发或加重哮喘症状。

预防建议： 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 降
低感染风险。 注意保暖， 避免受凉。 勤洗手，
避免接触呼吸道感染患者。

4.药物反应： 不可忽视的诱因
老年人常患有多种慢性疾病， 需要长期服

用药物。 然而， 某些药物可能诱发或加重哮喘
症状， 例如： 非甾体抗炎药 （NSAIDs）： 如阿
司匹林、 布洛芬等。 β 受体阻滞剂： 常用于治
疗高血压和心脏病。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ACEI）： 用于治疗高血压。

预防建议： 老年人在服用药物时， 一定要
仔细阅读药物说明书， 了解药物的副作用和禁
忌症。 如果有哮喘病史或疑似哮喘症状， 应及
时告知医生， 避免使用可能诱发哮喘的药物。
定期复查， 根据病情调整用药方案。

5.胃食管反流： 意想不到的诱因

胃食管反流病 （GERD） 是老年人常见的
消化系统疾病， 胃酸反流至食管和咽喉， 可能
刺激呼吸道， 诱发哮喘。

预防建议 ： 保持饮食规律 ， 避免暴饮暴
食， 饭后不要立即平躺。 减少高脂肪、 辛辣食
物的摄入。 睡觉时抬高床头， 防止胃酸反流。

6.心理因素： 情绪也会影响呼吸
焦虑、 抑郁等负面情绪可能通过神经内

分泌机制影响呼吸功能 ， 诱发或加重哮喘症
状。

预防建议 ： 保持乐观心态 ， 学会调节情
绪。 适当进行户外活动， 放松身心。 必要时寻
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三、 结语
老年哮喘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对它的

忽视。 了解诱发老年哮喘的因素， 并采取有效
的预防措施 ， 可以帮助老年人远离哮喘的困
扰， 享受健康、 舒适的晚年生活。 如果你或身
边的老人出现疑似哮喘的症状， 请及时就医，
早诊断、 早治疗， 才能更好地控制病情， 守护
呼吸健康。

（作者单位系郎溪县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