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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机能下降、营养摄入不足、慢性疾
病等原因都可能导致老年人贫血。贫血不仅
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一系
列健康问题。对此，12月22日，潍坊市第二
人民医院（潍坊呼吸病医院）血液内科副主
任刘莉针对老年人贫血的原因和预防措施进
行解答。

贫血的原因及影响
　　刘莉表示，老年人贫血的原因有很多，
包括身体机能下降、造血功能减退，铁、叶
酸和维生素B12等营养物质摄入不足，以及
慢性疾病如慢性胃炎、慢性肾病等。这些因
素都可能导致红细胞数量减少或质量下降，
从而引发贫血。
　　贫血对身体的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导致身体缺氧，影响身体的正常代谢和
功能。由于血红蛋白减少，血液运输氧气的
能力下降，身体各组织和器官得不到足够的
氧气供应，导致身体机能下降。
  影响心血管系统。由于心脏需要充足的
血液来满足身体的氧气需求，因此贫血会加
大心脏的负担，导致心脏肥大，长期下去还
可能引起心律失常等问题。
  对免疫系统有影响。由于身体缺乏足够
的氧气和营养物质，免疫系统功能会下降，
身体更容易受到感染和疾病的侵袭。
  影响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等。如出现头
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以及食欲不振、消
化不良等问题。

如何预防贫血
　　预防和治疗老年人贫血，可以采取以下
措施：
  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摄入充足的营
养。老年人应多吃富含铁、叶酸和维生素
B12的食物，如瘦肉、蛋类、豆类、绿叶蔬
菜等。
  适当运动和锻炼，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
贫血状况。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红
细胞的数量和质量，提高身体的造血功能。
  此外，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充足的睡眠也
是预防和治疗老年人贫血的重要措施。对于
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还需要关注他们的
疾病管理与控制。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
病疾，都可能影响人体营养吸收和血液
生成，从而加重贫血症状。

　　 总之，老年人贫血是一个需要
重视的健康问题，通过了解其原

因和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可以帮助老年人改善贫

血状况，提高生活
质量。

 误区一 阿司匹林、他汀类药物不能长期服用

　　阿司匹林、他汀类药物作为防治缺血性脑血管疾
病的基础药物，除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外，应长期不间
断服药。阿司匹林常见不良反应是出血，包括鼻衄、
皮肤黏膜出血等，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酌情减量或停
用。他汀类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肝功能异常、肌
肉酸痛等，多在开始服药时出现，所以用药过程中需
注意有无肝功异常、肌肉酸痛等情况，并定期复查肝
功能、肌酸激酶等。

 误区二 用保健品代替正规的药物治疗

　　保健品往往不能起到正规的药物治疗效果，如抗
板、降血脂等。正规药物治疗是预防脑卒中复发的
关键。

 误区三 脑梗出院后很少复发

　　脑梗死（缺血性脑卒中）具有高复发率的特点。
如果未规律口服二级预防药物，脑梗死年复发率高达
25%。因此，脑梗死恢复后要继续治疗原发病，并加
强自我保健，定期复查，预防复发。

 误区四 日常输液能够溶解血管里的血栓

　　输液并不能有效预防脑梗死。静脉溶栓是急性脑
梗死的抢救方式，在发病后的黄金救治4.5小时内救治
才能降低风险。

 误区五 发生脑卒中后血压升高需服降压药

　　在发生出血性脑卒中时，因为颅内压增高及应激
因素，血压可能比平时高，及时服用降压药物是可以
的。如果缺血性脑卒中发作，导致血管狭窄引起低灌
注，机体会代偿性出现高血压以保证脑组织血液供
应，这时给予降压药物可能导致症状加重。因此需要
明确高血压原因后确定是否给予降压药物。

 误区六 脑卒中给予治疗后症状不会加重

　　大部分脑卒中患者经过积极治疗后，症状会逐渐
稳定，有的还能逐渐改善，但是有些患者会出现进展
性脑卒中、血肿扩大等情况，从而导致症状加重。

 误区七 经常运动就不会患脑卒中

　　经常进行体育运动确实可以减少脑卒
中的发生。但是如果老人有高血压、糖
尿病、冠心病、高血脂等基础疾
病，大量运动后出汗多、饮水
少，会导致血容量不足，很

容易引起低灌注，从而诱发缺血性脑卒中。还有一些
剧烈运动，比如快速蹲起，可能引起脑灌注压呈过山
车式上升或下降，容易诱发出血性或缺血性脑卒中。

 误区八 脑卒中是老年病

　　由于一些人生活作息不规律以及有不良嗜好等，
脑血管病患者呈现年轻化趋势，一些40岁左右的人也
会患脑卒中。

 误区九 及时溶栓就能治好所有症状

　　发生缺血性脑卒中后及时进行溶栓治疗，可以避
免缺血半暗带受损，降低缺血性脑卒中致残率及死亡
率。虽然早期溶栓治疗可以改善长期预后，但并不意
味着能使症状完全消失，而且也不是所有溶栓患者都
能改善或者减轻症状。此外，溶栓治疗也存在出血、
过敏等风险，这与患者就诊时间、脑梗面积、既往病
史及用药等密切相关。

 误区十 脑卒中症状很快缓解不用就诊

　　有的脑卒中患者出现短暂的肢体无力、言语不清
后便很快缓解，这种症状被称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通常由于血管狭窄
或不稳定斑块脱
落引起，可能
反复发作，直
至症状持续不
能缓解，最后
发展成为脑梗
死。因此，出
现短暂症状即
使 缓 解 了也应
当 立 即 就 医、
积极治疗，避
免因延误治疗
而 发 生 严 重
后果。

避开脑卒中的十大误区

□本报记者 常方方

改善老年人贫血

专家这样建议

□本报记者 常方方

老年人冬季如何养胃
□本报记者 常方方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大脑细胞和组织坏死的一种疾病，严重威胁老年人生
命健康。12月17日，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呼吸病医院）脑卒中中心副主任
医师张丽娟针对脑卒中的几个常见误区，为老年人解答相关健康知识。

 冬季气候寒冷干燥，是老年人胃病的高发
季节，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呼吸病医

院）消化内科副主任韩冰提醒，老年人做好以下几
个方面，可有效防止或减少胃病的发生。

　饮食规律，应少食多餐、细嚼慢咽，避免暴饮暴食，
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可进食一些温热、清淡、易消化的

食物，如羊肉、山药、粥类、南瓜、薏米等，有健脾养胃
的功效。还可以适当进食一些芒果、木瓜以及菠菜、甘蓝等

新鲜水果蔬菜，这些食物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及矿物质，有助于
促进消化，保护胃黏膜。避免进食生冷、油腻、辛辣刺激的食
物，以免损伤脾胃。
　　注意保暖，特别是胃部保暖，避免受凉，适当增添衣物，可
以用热水袋敷腹部或者用热水泡脚，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保持体
温，减少胃肠痉挛的发生。

　　保持心情舒畅，避免生气、焦虑、
紧张等不良情绪。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一些体育锻炼，如打太极拳、慢跑、散步等，可
以提高身体免疫力，改善胃肠消化功能。
　　作息规律，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劳累，可
使胃黏膜得到有效的修复。
　　避免服用可能对胃黏膜造成损害的药物，如消炎镇痛
药等。如果需要药物治疗其他疾病，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
用药。
　　此外，还可以遵循医嘱服用一些健脾养胃的中药，如参苓
白术散、人参归脾丸等，或用岐黄灸进行调理。
　　总之，老年人冬天养胃需要综合多方面的措施，养成良好
的生活及饮食习惯，如出现胃部不适，应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
导下进行诊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