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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在医学界流行建立各种疾病诊治指南，对医生看病有指导作用。
我们推出一本《家庭指南》，希望对非专业人员防病有所帮助。
    卒中是常见病，以往很多人谈虎色变。
就是医生也不愿意收治这类患者。
幸运的是近十年来，对卒中的致病因素、诊断和治疗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卒中已经可以预防和治疗了。
    治病要有高明的医生，但是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了解疾病。
因为卒中以发病急骤为特点，大脑又非常容易受缺血破坏，难以恢复。
只有在脑组织没有受损之前，治疗效果是最好的。
这就要靠您自己及时发现卒中，及时到医院就诊。
大部分卒中是很容易识别的!     对于患者，谈卒中的预防和治疗也不是多余的。
经历了一次卒中，总希望它不要再次降临。
本书讲述如何面对卒中，如何尽早恢复独立生活能力。
    本书还列举了大量实际例子，形象生动地介绍卒中发生、诊断和治疗过程，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
败的教训，给读者以借鉴。
但是，要记住，实际生活中卒中表现是千变万化的，就是很有经验的医生，有时也很难做出正确的诊
断和治疗。
本书提供的知识可供您参考，肯定对您防治卒中及卒中后的康复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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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有些因素是我们终身伴随的    改变生活习惯和有效的治疗并不一定能减少卒中的危险因素，因为
有些因素是天生与我们相伴，无法改变的。
这些因素还能增加其他可控制因素的危险性。
    年龄    我国在1949年解放前，平均寿命不到40岁，那时饥饿、战争和传染性疾病是危害人们健康的
主要原因，解放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条件及其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已经大幅度的
提高，现在我国人均寿命已经超过70岁(图)，住在神经科的患者90岁以上已经比比皆是，所以与年龄
相关的疾病随之明显增加。
    年龄本身不会导致卒中，但是它是该病的重要因素。
不管您是谁，得卒中的危险都会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在65岁以后，每增加十年，危险性就增加
一倍。
因此，大部分卒中患者的年龄在65岁或更大。
年龄增加作为危险因素是因为全身血管长期变化损伤累积的结果，包括高血压、动脉硬化、吸烟和其
他不良行为都会伤害血管。
例如，动脉硬化，在40岁以上的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高血压也是，随年龄的增加，患病率也在增加。
在过去，高血压被认为是年龄增加的“自然”的结果，除了严重病例，常常忽视治疗。
    如果大家及早改变生活习惯，保持优良习惯，控制其他危险因素，年龄的危险性就可以降低。
但是在目前，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65岁以上的年龄仍是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
    性别    在相同的年龄段，男性比女性更易得卒中。
但是女性在月经停止后，卒中的发病率就逐渐接近男性了。
由于女性比男性更长寿，所以在高龄的患者中女性比男性更常见。
吸烟和服避孕药会增加年轻女性患卒中的危险性，将在这一章节后面讨论。
    家族史    现在有许多证据表明，卒中的危险因素与遗传有关。
如果父母都没有高血压，他们的后代得高血压的机会就小。
但如果父母有一位有高血压，他们的孩子就有1／5的机会得高血压。
如果父母均有，他们的孩子就有1／3的可能得高血压。
    糖尿病和动脉硬化也与遗传有关。
因为肥胖会易得糖尿病，吸烟和不均衡的饮食会促进动脉硬化。
所以有这些家族史的人，应该在发病之前做一些特别干预。
当触发因素被控制时，由基因诱发的卒中能被压制或延缓进展。
在任何情况下控制这些危险因素都是好主意，因为这样可以促进您的健康。
    从这些结果中，可以得出卒中家族史是一个危险因素。
如果您的家族中曾有人得卒中、糖尿病、高血压或心脏病，您需要告诉您的医生。
    种族    从整体来看，不同的种族之间患某种疾病的危险性不同。
例如资料显示东方人群中脑卒中发生的比例较高，而西方人群中心脏病的发生率较高。
所以了解某一危险因素时需考虑一个人的种族，这样利于更积极的治疗。
从致死性疾病的排名可以看出，不同人种的发病是有差别的，在西方国家，心脏病引起的死亡仅次于
肿瘤，排列第二；在我国，卒中造成的死亡排第二位，心脏病为第四位。
    科学家认为环境因素，包括饮食，也许在这一现象中起作用。
肥胖和食物中矿物质摄入的总量(钠、钙和钾)也起作用。
社会因素，包括压力和敌对的情绪，缺乏高质量健康关注也会促发卒中。
    P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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