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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者从普及脑血管病防治知识出发，较详细地介绍了脑血管病的基础知识、种类、早期
发现、常用检查方法、治疗要点、危险因素及预防、日常饮食、医院康复和家庭康复及
护理措施等，并根据病人自我管理、监测需要，介绍了实用技能。本书实用性、指导性
强，适合脑血管病病人、基层医务人员及护理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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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脑血管病，又称“脑血管意外”“卒中”或“脑卒中”，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复
发率高、致残率高、并发症多等特点。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类平均寿命的
延长，尤其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脑血管病年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均显著高于西
方国家，并出现低龄化趋势。脑卒中已经成为我国第1位“健康杀手”，给人类健康、生
命安全和生存质量带来严重威胁，并给社会和家庭造成巨大经济负担。目前，我国脑卒
中病人有700万人左右，每年发病率为110～180/10万，死亡率为80～120/10万。在最近的1
0年时间里，脑卒中的死亡人数以每年5%左右的速度递增，每年因脑卒中直接导致死亡
的人数达到20万人以上。在我国市、县居民主要疾病死因顺位中，脑血管病均仅次于恶
性肿瘤，位居第2位（2006年），在老年人群中，脑血管病所致的死亡数已占各种死亡原
因的首位。脑卒中也是首要的严重致残原因，致残率高达70%，而且高达30%的脑卒中病
人伴有终身残疾。2004年第5届世界卒中大会宣布，每年的6月24日是“世界卒中日”。
脑血管病公认的危险因素有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等，通过
有效的预防、控制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可降低其患病率或减轻卒中程度；而患病后及时
识别并就医，可及时挽救生命，减少各种并发症，为康复创造条件；在疾病康复期，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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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肿瘤，位居第2位（2006年），在老年人群中，脑血管病所致的死亡数已占各种死亡原
因的首位。脑卒中也是首要的严重致残原因，致残率高达70%，而且高达30%的脑卒中病
人伴有终身残疾。2004年第5届世界卒中大会宣布，每年的6月24日是“世界卒中日”。
脑血管病公认的危险因素有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等，通过
有效的预防、控制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可降低其患病率或减轻卒中程度；而患病后及时
识别并就医，可及时挽救生命，减少各种并发症，为康复创造条件；在疾病康复期，尽
早进行科学合理的康复训练和积极正确配合治疗，可完全康复或将残疾程度降到最低。
目前，我国公众对脑血管病知晓率低、症状早期识别率低，因此普及脑血管病相关知识
，积极预防脑血管病的发生非常重要。因此，在改进脑血管病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同时，
应开展广泛的卫生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提高病人、家属和公众早期识别脑血管病的能
力，对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进行早期预防、早期检查和及时治疗，并正确进行康复锻炼
。为此，我们从脑血管病的基础知识、检查、治疗、危险因素及预防、饮食、康复、护



理七个方面全面介绍了脑血管病的防治康复知识，以便为脑血管病病人及其家属提供有
效的帮助，为基层医务人员提供卫生科普教育参考资料。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疏忽不当之处，敬请同仁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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