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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健康管理学是一门集生命科学、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为一体的综合科学。
它源于和依赖于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并不同于传统的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
它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人的健康与健康的维护和促进；它所进行的医学服务的主要内容是健康检查、健
康评估、风险干预和健康促进。
健康检查是基础，风险干预是关键，管理（个人、社会）是重点，健康促进与改善是目的。
2008年全国慢性病总例数高达2.6亿，慢性病健康管理是组织慢性病专业医护人员为慢性病患者提供全
面、连续、主动的管理，以达到促进健康，延缓慢性病进程，减少并发症，降低伤残率、延长寿命、
提高生活质量并降低医药费用的一种科学管理模式。
本书介绍了30多个检查项目，从检查项目的适应证、检查过程到报告解读都做了详细的讲解，并配有
精美的检查彩图，使读者对各种检查仪器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从而消除对陌生仪器检查的担忧。
另外，对常见的19种慢性疾病进行了系统介绍。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到最前沿的健康体检知识、最先进的体检项目，读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
年龄、性别、身体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体检项目，并可将体检结果与本书对照，对导致异常结果的常
见原因进行分析总结，以加强自身的健康管理，改变生活方式，达到健康与健康体检的目的。
本书涉及专业范围广泛，如有不妥之处，殷切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以便及时纠正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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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健康体检与慢性病健康管理》共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解健康查体中涉及的检查项目，重点介绍每个检查项目的适应证、意义和标准，并附有实
际病例，配以完整的报告解读。
第二部分主要针对当前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的发病率、致残率及病死率较
高的状况，从发病机制、流行病学、最新诊断标准、相关检查以及自我健康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入浅出
的诠释。
《健康体检与慢性病健康管理》集健康体检知识和慢性病健康管理知识于一体，科学性、实用性强，
可供健康体检相关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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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结果提示及分析 FI是机体免疫系统对特定食物或食物成分的一种复杂的变态反应
性疾病，由IgG介导的食物过敏反应属Ⅲ型变态反应，不同于经典的由IgE介导的速发型过敏反应，其
起病隐匿，多于进食后数小时至数天甚至数月后出现症状，诊断较困难。
为便于经典的IgE介导的速发型超敏反应加以区别，通常被称为与免疫异常相关的FI。
过去由于缺乏有效的检测手段，对于FI的认识受到限制。
随着食物变应原sIgG检测方法的建立，为研究FI在某些疾病中的致病作用提供了客观指标。
由FI引发的疾病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近年来国外的研究在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体内检出食物特异性IgG抗体，认为IgG介导的食物过敏
反应是IBS的主要病因，主要发挥作用的是IgG4。
在IgG介导的食物过敏反应中，多数患者表现为胃肠道症状和皮肤反应，胃肠道是主要的受累器官。
常见症状为腹胀、消化不良、腹泻、腹痛等。
 由于食物不耐受引起临床症状的多样化，这意味着身体将长期受到侵害而浑然不知，从而影响正常的
运动和休闲，甚至影响工作。
 其临床表现为以下几点。
 （1）消化道症状：腹痛、腹泻、口臭、口腔溃疡、恶心、胃肠胀气。
 （2）皮肤症状：湿疹、荨麻疹、皮肤淀粉样变、痤疮。
 （3）精神系统症状：焦虑、忧郁、注意力涣散、暴躁易怒、坐立不安。
 （4）神经系统症状：头晕、头痛、偏头痛、睡眠障碍。
 （5）呼吸系统症状：哮喘、慢性咳嗽、慢性鼻炎、鼻窦炎。
 （6）肌肉骨骼症状：关节炎、关节疼痛。
 （7）泌尿生殖系统症状：尿频、尿急、阴道瘙痒、阴道分泌物异常。
 （8）心血管系统症状：高血压、心律失常、心率过快。
 （9）其他：高血糖、肥胖、易疲劳等。
 3.治疗 对存在食物不耐受的患者，饮食疗法尤为重要。
一项由英国YORK营养学实验室进行的临床调查显示约71％的患者根据试验结果改变饮食习惯，其
中50％以上的病人20d内症状明显缓解。
 （1）饮食护理干预。
调整饮食计划。
依据食物不耐受的检测分级结果：阴性、轻度不耐受、中度不耐受、重度不耐受4个级别。
0级（IgG为OU／ml）（50U／ml）为阴性；+1级（IgG为50～100U／ml）为轻度敏感；+2级（IgG
为100～200U／ml）为中度敏感；+3级（IgG为>200U／ml）为高度敏感。
将测试食物分为禁食、轮替食用和安全食用。
阴性食物归为安全食用，即按正常习惯进食。
 阳性食物视具体情况归为禁食或轮替食用。
若不耐受食物少，则全部禁食。
若不耐受食物较多，则先将+2级、+3级的食物列为禁食，而+1级的食物列入轮替，即间隔一段时间后
重新食用，一般2次进食的间隔时间为4d以上。
 将含有不耐受食物成分的食品纳入禁食食谱之列。
指导患者养成买食物先看外包装成分列表的习惯，将平时常吃的加工食物如某种点心、糖果等，逐一
对其成分列表进行检查，若其中包含不耐受的成分则同样纳入禁食食谱。
对一些成分标识不清楚的食品，如果不能肯定其不含不耐受成分，可以询问厂家及销售人员或者干脆
禁食一段时间。
如对牛奶不耐受，那么所有含奶多的食品像冰淇淋、奶油蛋糕和巧克力等都应禁食。
 （2）监测食物不耐受情况。
指导患者使用症状记录表观察记录食用食物后的症状，0分为无症状或症状消失；1分为有改善或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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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感觉到，但可耐受；2分为差，即干扰正常的活动；3分为很差，即影响正常工作及活动。
将出现不适症状的当日或当餐食物进行对比和总结，以期找出可能的不耐受食物，不断摸索适合患者
的饮食，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该食物是否可以食用，以减少疾病发生或加重的因素。
 （3）改变饮食习惯。
每个人不耐受的食物种类和产生症状等都各不相同，因此所需的饮食调整时间也各不相同。
在对多项食物不耐受且症状较严重时，应注意尝试选择不同的食物及烹饪方法，不要因为口味的喜好
就专注于食用某一种食物，或重复以前的烹饪习惯。
烹饪菜肴时应尽量少油，多采取炖、焖、蒸、煮、氽等方法，以清淡为主，忌辛辣、油炸食物。
指导患者尝试其他可能不常吃的食物，保持营养的平衡。
如不能吃牛、羊肉等红肉，可以吃菠菜等含铁多的食物保证铁的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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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健康体检与慢性病健康管理》可供健康体检相关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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