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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长期卧床 警惕血栓形成

　 长期卧床老年人为什么易发生静脉血栓，如何预
防？对于长期卧床的老年人而言，血栓是卧床最常见的
三大并发症之一，因老年人肢体活动能力下降需要长时
间卧床，减少了活动量，减缓了血液在体内的循环速
度，血栓发生风险明显增加。6月30日，记者就老年人长
期卧床易发静脉血栓问题，采访了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

（潍坊呼吸病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艳。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常方方

引发血栓的原因

　　刘艳表示，血栓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血液在机体中某些部位滞
留，发生凝结。对于长期卧床的老年患者而言，下肢特别是脚踝部
位的血液回流受阻，故易生成血栓。若血栓脱落经血液循环进入肺
部，就可造成肺栓塞，病情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血栓的形成主要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有关。
　　活动量较少 当老年患者长时间卧床，且活动量明显减少时，
血流速度变慢，导致血液中凝血因子和血小板出现凝集，进而增加
血栓发生的风险。
　　长时间处于同一姿势 部分长期卧床老年患者因不能自行翻身
而长时间维持同一体位，会导致局部肢体发生血液回流受阻和不同
程度的缺血，引发下肢深静脉血栓等疾病。
　　血液成分变化 受某些疾病或病理状态的影响，患有糖尿病、
动脉硬化、肿瘤等疾病的老年人血管壁出现明显变化，变得不光
滑，易形成斑块。斑块形成的部位，血流动力学也会出现明显变
化，随之引发血液小漩涡，红细胞在斑块形成部位堆积，从而形成
血栓。

血栓的预防措施

　    老年患者在卧床期间，可通过以下方式预防血
栓形成。

　活动肢体 脚踝泵运动是一种简单有效的

预防血栓的运动方式。通过脚踝的主动运动，可以促进下肢血液循
环，降低血栓的形成。具体操作方法为：患者平躺在床上，用力勾
脚尖，然后放松，重复此动作10次-15次，每天可多次练习。
　　被动肢体运动是指通过外力帮助患者进行肢体运动，以促进血
液循环。被动肢体运动可以由医护人员或家属辅助完成。具体操作
方法为：轻轻按摩患者的肢体，从肢体末端按向心脏方向，每次按
摩10分钟-15分钟，每天可进行多次。
　　药物治疗 抗凝药物是通过抑制血液凝固
来预防血栓形成的药物，常用的有华法林、肝
素、利伐沙班等。抗血小板药物是通过抑制血
小板的聚集来预防血栓形成的药物，常用的有
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以上药物需要在医生
的指导下服用。
　　个性化护理与监测 监测肢体肿胀和疼痛
是预防血栓的重要措施之一。医护人员、患者
及家属都应重点关注患者的肢体肿胀情况和疼
痛程度，发现异常时及时处理。定期评估患
者的凝血功能，常用评估方法有PT（凝血
酶原时间）、APT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
时间）等。若发现患者凝血功能异常，
应及时调整药物。
　　合理饮食 老年人卧床期间，饮
食应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如小米
粥、南瓜粥等，避免高脂、高糖的
食物，如炸鸡、蛋糕等。在病情允
许的情况下，保持足够的水分摄
入也有助于预防血栓。
　　老年患者在住院期间，家属
应掌握一些基本的护理知识，
以便更全面地了解疾病，督
促患者积极配合护理工
作。对于高血压、
糖尿病、动脉硬
化患者而言，
原 发 疾 病 的
治 疗 同 样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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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心衰

不妨试试中医治疗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由于各种
腺体的退化，唾液、胃液、胰液和胆汁等

消化液分泌减少，加之牙齿松动、咀嚼力
差，若进食速度过快，势必增加肠胃负担，影

响营养物质的吸收。因此，老年人要养成细嚼慢
咽的好习惯。6月29日，潍坊市中医院老年医学科主

任张利华针对老年人细嚼慢咽的好处作出解答。
　 张利华表示，临床中经常遇到一些吃饭速度较快的老

年患者，他们多数肠胃不好或者营养吸收不好，导致身体
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老年人细嚼慢咽，对身体有许多

好处。
　　减轻肠胃负担 牙齿充分咀嚼可以将食物磨成更小的颗粒，

让食物更好地与消化液接触，减轻肠胃负担。细嚼慢咽还可以让
较烫的食物在口腔中冷却一段时间，降低食物到达胃部的温度，起
到保护肠胃的作用。
　　促进唾液分泌 自古就有唾液是“甘露”“金津玉液”的说
法，是消化食物、吸收营养、保证健康的重要分泌物，也是人体防止
病原体侵害的第一道门户。唾液不仅具有湿润、消化食物的作用，还
能增强食欲。细嚼慢咽时，可以促进唾液分泌，对老年人健康有好处。
　　预防口腔疾病 咀嚼不仅对口腔软组织、牙床具有良好的按摩刺激
作用，而且对牙齿本身起到良好的“清扫自洁”作用，减少病菌的生长
繁殖，预防牙龈炎、牙周炎。咀嚼时，牙齿所受的压力会传给颌骨，可
防止颌骨老化。另外，细嚼慢咽还可增加牙龈的血液循环，使牙齿获得
更多的血液和营养，以增强牙齿的坚固性，避免过早脱落。
　　有助于控制体重 食物进入人体后，血糖会升高，当血糖升到一定
水平时，大脑的食欲中枢就会发出停止进食的信号，这个过程一般需要
20分钟左右。如果进食过快，等大脑发出停止进食的信号时，人们往往
已经吃了过多的食物。因此，细嚼慢咽能让饱腹感提前，有助于控制
体重。
　　促进营养吸收 当食物进入口腔后，先是牙齿对其进行咀嚼，并在
舌头的搅拌下与唾液充分混合成为食糜，吞咽进入胃内进行初步消化，
然后进入肠道进一步消化吸收。食物嚼得越细，肠胃负担越小，食物
消化越快，营养物质的吸收率越高。
　　缓解紧张情绪 按照一定的节奏咀嚼食物，可促进血清素分泌，
让我们感到幸福、愉悦。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细嚼慢咽时，人的
心态会更加平和。
　　活跃脑力 咀嚼的动作可以增加大脑海马区细胞的活跃性，
防止其老化，从而锻炼大脑的思维能力，提高记忆能力。
　　 张利华提醒，一口饭最好嚼25次-30次，建议两边牙齿都
要用到，可以左边牙齿先咀嚼5次，然后换右边牙齿咀嚼，依
次重复，这样可以同时锻炼两侧牙齿的咀嚼功能，避免因
长期单侧咀嚼而导致的脸部变形。

　　心力衰竭（简称心衰），是一种以心脏泵血功能
减退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和生存预后。在现代医学中，心衰的治疗方法主
要包括药物治疗、介入治疗、康复治疗、机械辅助和
手术治疗。中医药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哪些治疗心衰的方法，有什么优势？6月29日，
记者采访了潍坊市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林燕。
　　林燕表示，中医治疗心衰的方式主要有中药内
服、中医外治、养生调护等。中医药在治疗心衰方面
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通过温阳利水、调理气血、调
和阴阳、活血化瘀等方式，可改善心脏供血、减轻心
脏负荷、增强心肌收缩力。中医外治在心衰的治疗上
也有着独特的作用，可以补益气血、调养心神、温通
经脉、改善心功能。此外，养生调护也是中医治疗心
衰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中医健康养生指导帮助心衰
患者做好日常生活养护，促进心衰的康复和心功能的
维稳。
　　在中医治疗心衰的过程中，中医医师会根据患者
的具体病情和体质特点，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包
括针灸的穴位和养生康复指导等。此外，中医治疗心
衰还注重患者的日常调理，包括饮食调理、起居调养
等。通过这些综合性的管理措施，心衰患者可以更好
地控制病情，减少急性发病的风险，提高生活质量。
　　在临床实践中，中医治疗心衰显示出独特的优势
和疗效，结合现代医学药物、介入和手术等方法进行
综合治疗，减少住院时间，节省经济支出，让心衰患
者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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