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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视疾病，关爱身体！
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

　　不管你是该病的患者，还是亚健康人群，阅读《脑卒中调治与生活宜忌》都会让你受益匪浅。

　　李晶、李海涛的《脑卒中调治与生活宜忌》讲述了预防脑栓塞复发要注意什么、哪些常食食物属
酸性或碱性等科学实用、通俗易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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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脑血栓，发病较缓慢，病情多呈进行性加重；    (3)脑栓塞，发病急骤，多为心脏或心脏外的栓子脱
落通过血液流至脑组织中，堵塞血管；    (4)腔隙性梗死，多为颅内血堵塞，症状不严重，较为多发。
    出血性脑卒中的特点是什么    出血性脑卒中主要是脑出血，多由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引起，特点是
发展迅速，伴有意识障碍，多有偏瘫、偏身感觉障碍等。
    蛛网膜下隙出血的特点是什么    蛛网膜下隙出血，发病初期表现多为剧烈头痛或伴有呕吐，出现意
识障碍等症状。
混合性脑卒中指同时或相继出现脑出血和脑梗死的新鲜脑血管病灶，不过这一情况比较少见。
    脑卒中发生前通常会出现以下前兆：    (1)运动神经功能障碍。
这类先兆症状最明显，这是由于脑供血不足使人体的运动神经发生障碍，从而引起一系列异常反应。
如突然口眼喁斜、口角流涎、言语不清、吐字困难、失语或词不达意、吞咽困难、一侧肢体无力或活
动不灵活、走路不稳或突然跌倒等。
    (2)头晕头痛。
患者突然出现剧烈的头晕头痛，甚至恶心呕吐，或头晕头痛的程度加重，或由间断性变成持续性。
一般认为，头晕头痛多是缺血性脑卒中的先兆，而剧烈头痛伴有恶心呕吐则多为出血性脑卒中的先兆
。
    (3)感觉功能障碍。
由于脑供血不足影响脑的感知功能，从而导致面、舌、唇、肢体的麻木，有时会突然出现短暂性视物
不清或眼前一片漆黑，甚至暂时性失明。
有时还会出现耳鸣或听力障碍。
    (4)意识障碍。
由于脑缺血引起的精神委靡、嗜睡症状，即患者总处于睡不醒的状态或整日昏昏沉沉。
突然变得沉默寡言、表情淡漠、多语易燥，甚至出现短暂的意识丧失或智力障碍。
    (5)植物神经功能障碍。
主要表现为全身疲乏无力、出虚汗、低热、胸闷、心悸或突然出现打嗝儿、呕吐等。
应当注意的是，上述症状往往没有特异性，其他疾病也可能出现以上情况。
但当患者出现此类症状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以便及早查清病因进行针对治疗。
    由于脑卒中主要是因脑部血管病变引起的脑组织及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而老年人体质弱，且部
分机体功能退化。
一旦发病极易引起并发症，导致较高的死亡率。
经过调查，在脑卒中患者中，高血压、心脏病以及致残程度是直接影响患者寿命的重要因素。
无高血压、心脏病，有75％的患者至少可生存5年以上。
所以，脑卒中患者如果积极治疗高血压、心脏病的脑卒中患者，则可以延长寿命。
从致残程度看，患者如能得到有效治疗，患者本身又能积极配合，可恢复到能够完全自理，一般预后
较好，寿命也可相应的延长。
研究表明，脑卒中后生存5年者占63．5％，6～10年者占20％，11—15年者占14％，15～20年者占25％
；平均寿命为66．5岁，有40％的脑卒中患者寿命可达70岁以上，5％为80岁以上。
由此可见，即使发生脑卒中也不会严重影响寿命。
加之目前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脑卒中患者的寿命已远不止上述所说。
    一般脑卒中患者康复后遗留的机体功能障碍包括肢体瘫痪、构音障碍、失语、吞咽困难、膀胱功能
障碍、直肠功能障碍、认知障碍、心理障碍．等。
最常见的有以下三种：    (1)偏瘫。
偏瘫指一侧肢体肌力减退、活动不利或完全不能活动。
脑卒中患偏瘫发生在脑部病变的对侧，因为大脑的神经支配是交叉性的。
如果’是在左侧脑出血或脑梗塞，引起的则是右侧的偏瘫，反之亦然。
偏瘫患者还常伴有同侧肢体的感觉障碍，如冷热不知、疼痛不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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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还有同侧的视野缺损，表现为平视前方时看不到瘫痪一侧的物或人，只能将头转向瘫痪一侧才能
看到，以上这三种症状，统称为“三偏”。
    (2)失语。
失语是脑卒中的主要后遗症，有多种类型。
其中，运动性失语表现为患者能听懂别人的话，但语言表达有不同程度的困难。
感觉性失语则指语言表达无障碍，但听不懂别人的话，也听不懂自己所说的话，表现为答非所问、“
自说自话”。
如果患者同时出现上述两种情况，则称为混合性失语。
命名性失语是指患者看到一件物品，能说出它的用途，却叫不出名称。
    (3)精神和智能障碍。
脑卒中的范围较大或多次复发后，不少患者会出现精神和智力的障碍，表现为记忆力和计算力下降、
反应迟钝、不能看书写字，最后发展为痴呆，甚至连吃饭、大小便均不能自理。
还有的患者会出现胡言乱语、抑郁狂躁、哭笑无常等症状。
    脑卒中后遗症经过正确、及时的治疗，部分康复是可行的，但要达到完全康复，则比较困难。
脑卒中患者的脑细胞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    (1)功能代偿。
患者通过学习和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以克服机体因脑卒中而失去的功能。
大部分康复情况会在脑卒中发生后6个月内出现，之后就会停滞不前，并会逐渐消失。
    (2)有限代偿。
没有受到脑卒中影响的脑细胞逐渐代替死去的脑细胞的功能。
不过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限的。
    (3)基本复原。
由于脑部肿胀导致部分细胞受损，在肿胀消除后复原，继续发挥其功能。
此种情况通常会在脑卒中后几星期内出现。
    (4)永久坏死。
脑卒中发生时受损严重的细胞死亡，永不复原。
    脑卒中“三偏”症状是指偏瘫、偏身感觉障碍、偏盲三症同时出现的一组症状，是内囊部位病变的
主要体征，多见于出血性脑卒中。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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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疾病并不可怕，只要你本着“三分治、七分养”的原则，通过了解病症常识，掌握生活宜忌，合理调
整膳食，你的身体就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
    李晶、李海涛的《脑卒中调治与生活宜忌》是一本最畅销、最受读者欢迎的家庭调治保健书！
    《脑卒中调治与生活宜忌》讲述了：预防脑栓塞复发要注意什么、哪些常食食物属酸性或碱性等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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