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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患者
安全度夏专刊

�������最近天气炎热， 69 岁的王大
爷半夜热得大汗不止， 他醒来上厕
所， 竟昏倒在卫生间， 老伴以为是
中暑了， 赶紧找人把王大爷送到医
院。 检查发现其体温 38℃， 神志
不清， 喊他能答应， 但不能回答问
题， 脸偏向一侧， 一侧肢体僵硬，
诊断为“缺血性脑中风”， 俗称
“热中风”， 并非中暑。

炎夏除了中暑高发， 也是中风
的高峰期。 防范 “热中风”， 高危
人群要从以下几方面要加强防护。

避免贪凉 电扇不可直接对着
人吹， 可将扇叶固定， 用其吹墙后
返回的微风取凉。 空调房内与室外
温度差最好在 6℃~8℃之间， 空调
房里停留长时间后不宜马上出门，
要给身体和血压的变化提供一个缓
冲期。 老弱者取凉最好还是用手摇
扇 。 夏季洗澡的水温应保持在
34℃~36℃， 水温不可过低。

科学饮水 夏天汗多， 人体易
处于一种脱水缺氧的状态， 血黏度
骤升， 极易引发心肌梗死或脑栓
塞。 老年人对体内缺水反应能力
低， 若到渴急了才喝水已为时过
晚， 应采用 “多次少饮” 的补水方
法。 患有心脑血管疾患的人， 夏季
饮水以室温下放置的白开水为宜。

谨慎用药 高血压患者的血压
在夏季可能比寒冷季节时稍低， 如
果此时依旧按照冬天的剂量服用降
压药物， 易出现头晕、 脑供血不足
等症状， 导致缺血性脑中风； 利尿
类药物则会造成体内失水过多， 血
液浓缩， 血黏稠度增高、 血流变
慢， 易形成血栓， 引起脑中风， 要
注意科学使用药物。

调节情绪 夏季容易产生烦躁
郁闷的情绪， 而过度的情绪波动可
使心跳加快， 血压骤升， 有可能导
致本来就有高血压的患者发生脑溢
血。 因此， 患者应学会自我调节情
绪， 善于避开激惹， 主动克服急躁
情绪。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博士 于兴娟

������炎炎夏日， 对于抵抗力相对较
差的糖尿病患者来说， 比一般人更
难熬。 高温之下， 人容易出现头昏
脑胀、 心烦气躁等症状， 特别是一
动就出一身汗， 所以很多糖尿病患
者自然会吹空调。

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科主
任赵新兰主任医师提醒说： “夏季
吹空调， 一方面造成室内空气不易
流通， 另一方面寒冷刺激会使体内
交感神经处于兴奋状态， 促进人体
肝糖元分解， 在胰岛素分泌正常的
情况下， 冷感会使肌肉细胞摄取葡
萄糖增多， 用于产热抵抗寒冷刺
激。 而糖尿病患者由于体内胰岛素
不足， 肌肉摄取葡萄糖能力减弱，
一方面导致血糖升高， 另一方面又
使身体产热不足， 耐寒能力下降，
结合糖尿病患者本身抵抗力就差，
在室内空气不流通的情况下， 更易
引发感冒， 尤其开着空调睡觉时易

着凉， 导致病情加重， 使血糖升
高， 甚至诱发酮症酸中毒。”

赵新兰主任提醒， 糖尿病患者
要清凉度夏，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
细心地保护好自己。

多饮水 夏季气温高 ， 出汗
多， 体内水分丢失大， 对于糖尿病
患者来说， 保持足够的凉开水摄入
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喜欢食用冰
镇食物或者饮料来解暑， 要提醒的
是， 雪糕、 清凉饮料里都含有不少
的糖分， 并不适于糖尿病患者， 要
少吃或者不吃， 以免引起血糖的波
动。

注意饮食卫生 夏季是各种胃
肠疾病的高发季节， 糖尿病患者要
避免进食隔夜食物， 若不小心误
食， 出现上吐下泄等胃肠道症状，
一定要及时就医， 防止出现感染加
重、 电解质紊乱甚至诱发糖尿病酮
症酸中毒等急性并发症。

保护皮肤 夏季温度高， 出汗
多， 蚊虫易叮咬， 糖尿病患者皮肤
微循环差， 更易滋生各种疾病， 这
就要求糖友们平时做好血糖管理，
勤洗澡及换衣， 并且做好防止蚊虫
叮咬的工作， 尽可能减少皮肤病变
的发生。

避免着凉及中暑 糖尿病患者
要特别注意防感冒和中暑。 不能长
时间对着风扇吹， 要注意调整好空
调温度， 温度以 27℃为宜， 不宜
低于 25℃， 室内和室外温差不要
超过 8℃。 同时， 吹空调的时间不
宜太长， 空调打开 1~3 小时最好关
一段时间， 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
气。 外出时， 要做好防晒、 补充水
分等措施， 防止中暑的发生。 在空
调房里适当多喝白开水。 可用金银
花、 菊花等煮水当茶饮用， 清热解
毒。

唐卓 李浪波

������盛夏天气湿热， 加上因空调造
成的室内外高温差， 不少高血压患
者会出现血压波动的现象。

患者要掌握夏季高血压降中多
变的规律， 不能放松对血压的监测
观察。 如果有条件， 家中最好自备
一台血压计， 每天自测血压， 如不
能自测也应每 3~5 天去社区诊所测
一次血压 ， 最长间隔不要超过 1
周。 如果发现昼夜峰谷差值较大或
波动不规律 ， 应去医院进行 24 小
时动态血压监测。 患者要根据血压

监测的结果调整用药剂量， 不能随
意改变用药。 如果血压下降得比较
理想 ， 在服药的剂量上可适当减
少， 尽量选用长效、 缓释的降压药
物。

要提醒的是， 夏季炎热， 出汗
较多， 电解质容易丢失， 这时使用
利尿剂降压， 容易发生低血钾。 因
此高血压患者在夏天， 如非特殊必
要， 应减少利尿剂及含有利尿药成
分的一些复合剂的应用。

钱军

������风湿免疫科疾病包括类风湿性
关节炎、 系统性红斑狼疮、 强直性
脊柱炎、 干燥综合征等。 每年夏天，
风湿免疫科的患者人数会明显增多。
这和很多患者在炎热的夏季过度贪
凉有关 。 如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 ，
在空调温度比较低的环境里如果不
注意保暖， 就很可能加重关节疼痛、
肿胀、 活动困难、 晨僵 （早起时关
节僵硬） 等情况。 风湿免疫疾病患
者度夏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要避免日照 。 系统性红
斑狼疮、 干燥综合征患者在日晒之
后或者直接接触紫外线的照射之后，
会导致病情复发或者是导致病情加
重。

第二、 要避免空调或者是风扇
凉风直吹。 凉风直吹， 有可能会导
致关节肿痛加重， 类风湿关节、 强
直性脊柱炎患者一定要注意。

第三、 夏天汗多， 容易导致电
解质功能紊乱， 患者要注意多喝水，

适当补充一些电解质。 比如， 干燥
综合征患者本身就有肾小管酸中毒，
如果出汗多， 不注意补充电解质就
很容易出现低钾。

第四 、 在饮食上要多加注意 。
夏天由于饮食不当或者是食物在冰
箱外面放置过久， 容易导致食物过
期变质， 患者食用之后有可能会引
起急性胃肠炎而导致风湿疾病复发。

山东省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风湿免疫科主治医师 李霞

������肾病患者在夏天，
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尤其是运动时 ， 不能
让自己出太多的汗。

大量的出汗会造
成人体体内过多的水、
钠和其他电解质流失，
而通常平衡身体电解
质水平的工作是由肾
脏来完成的 ， 对肾病
患者而言， 大量出汗
会增加本已衰弱的肾
脏的负担。

在体育锻炼中大
量出汗， 还会使口渴
的患者大量喝水 ， 这
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慢性肾病患者由于肾
功能不健全 ， 如果大
量出汗可能导致水 、
电解质 、 酸 、 碱平衡
紊乱。 当肾病患者的
肾小球过滤功能下降
到一定程度时 ， 对水
的摄入和丢失的适应
能力很差 ， 可能引起
水在体内潴留 ， 也易
引起失水状态。

苏雨霞

清凉度夏
糖尿病患者要做好自我保护

盛夏
防中暑还要防中风

日晒贪凉 都易诱发风湿疾病

�������24 岁的刘先生有糖尿病史， 一直在坚持
治疗。 前些天外出归来后他感觉口渴、 头昏，
起先以为是天气炎热中暑了， 回家后就睡在
空调房， 但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 一天后，
刘先生突然开始发烧， 并且出现轻度昏迷的
症状， 家属急忙把他送到医院治疗， 经检查
发现刘先生血糖高达 35mmol/(毫摩尔 / 升），
超过正常值 5倍多， 尿糖 4个加号、 尿酮 3 个
加号， 医生告诉刘先生， 他并不是普通的中
暑， 而是出现了糖尿病并发症， 诊断为“糖
尿病酮症酸中毒、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幸好
就医及时， 否则将有生命危险。

夏季高血压患者做好血压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