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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过50天过午，过了50也进人多事之秋。50岁，是什么概念？也许很多人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50岁
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当他们从忙碌的中年走过来，慢慢远离了上有老下有小、社会是中坚力量、
身心极易疲劳的中年时期，终于把孩子抚养大。孩子们像小鸟一样飞走之后，他们可以喘一口气了，
却发现前面是茫然一片。他们可能或正在面I临着退休，收入下降；健康已经不再，生理和心理上的疾
病不断侵袭着他们的身体；丧偶，死亡的阴影；儿女不在身边，养儿不再防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使得许多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走人了困境。50岁后不论男女，身体都会出现一个更年期状态，这个
时候体内激素水平开始下降，内分泌系统发生改变，人体的免疫功能逐渐降低。50岁，是显性衰老的
起点！50岁，也是各种疾病初露端倪的起点！    到了50岁左右，就会出现老花、视物不清，并且开始
有些健忘，许多老年性记忆力减退者不久便会发展为老年痴呆。而吸烟、喝酒、生活不规律、长期饱
食或睡眠不足等不良生活习惯，都会加速大脑衰老。在人迈人50岁大关后，关节也开始出现问题，长
期的工作使得膝关节、脊柱、尤其是腰、颈、髋关节等出现不同程度的劳损，还有骨质疏松，是导致
骨质退行性病变的元凶。    进入50岁就意味着你老了吗？当然不是，50岁正是开始享受生活的年龄，
关键是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50岁也可以是这样一个起点!50岁，是健康良性发展的新起点！50岁，同
样还是延续幸福人生的重大起点！停泊在这个起点上的你决定了航行的方向了吗？50岁的你，回顾你
的前半生，为所有的成就骄傲、自豪，看到儿女长大成人心满意足，你的前半生总为了事业、家人操
劳，但是你想过没有，你付出的是什么？是身体健康——你生命中最重要的财富。50岁以后，我们将
要开始怎样的生活呢？    本书是针对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一本健康生活指导用书，运用轻松流畅的语
言叙述方式，结合科学有效的健身理疗方法，将现实生活与中老年人健康相结合，指出中老年人日常
衣食住行等方面易犯的错误和疏忽的细节，进行相应的指导，以达到祛病健身，使得中老年朋友能有
一个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50岁以后，你需要减少热量的摄人，并保证营养足够；50岁以后，你得关
注血压、血脂和血糖了，因为血脂异常会导致心脏病和中风；50岁以后，还需要进行精神情绪及智力
方面的检查。研究表明，对于老年老年痴呆这类的疾病，如果能及早发现并治疗，预后要好得多。对
于女性来说，进入50岁或在刚刚绝经之后，就应该进行骨密度测量，做好骨质疏松的预防工作：摄入
足够的钙和维生素D等。规律锻炼、参加社交活动。拥有好身体，拥有好心态，是生活得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轻轻松松的最根本保障。    针对老年人普遍存在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和健康问题，
本书进行了全面的阐述，除了介绍老年人的基本生理特点、代谢状况、合理的膳食搭配和正确的用药
方法及行之有效的养生之道外，还围绕老年人常见和多发的疾病进行指导性讲解，如高血压、高血脂
、冠心病、糖尿病、哮喘病、老年性痴呆、老年心理卫生等。从心理健康、娱乐休闲、饮食健康、常
见疾病、房事养生、家庭和睦、运动健身、情感婚姻、生活防骗等方面，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全方位
指导，旨在帮助中老年朋友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了解合理的营养、运动和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
从而使得大家学会怎样做一位健康、快乐的老人。本书内容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可读性和操作性强
，是儿女送给老爸、老妈的一份好礼物，更是一份孝心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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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50岁以后的健康生活大全集》是针对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一本健康生活指导用书，运用轻松流畅的
语言，结合科学有效的健身理疗方法，将现实生活与中老年人健康相结合，指出中老年人日常衣食住
行等方面易犯的错误和疏忽的细节，进行相应的指导，以达到祛病健身的目的，使得中老年朋友能有
一个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50岁以后的健康生活大全集》针对老年人普遍存在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和健康问题，进行
了全面的阐述，除了介绍老年人的基本生理特点、代谢状况、合理的膳食搭配和正确的用药方法及行
之有效的养生之道外，还围绕老年人常见和多发疾病，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哮喘病
、老年性痴呆等进行指导性讲解。从心理健康、娱乐休闲、饮食健康、常见疾病、房事养生、家庭和
睦、运动健身、情感婚姻等方面，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全方位指导，旨在帮助中老年朋友树立正确的
健康观念，从而使得大家学会怎样做一位健康、快乐的老人。本书内容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可读性
和操作性强，是儿女送给老爸、老妈的一份好礼物，更是一份孝心的体现。本书由冬云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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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饮食宜清淡
  老年人不宜过多食用脂肪
  老年人适量吃鸡蛋有好处
  老年人不宜多喝酒
  老年人多喝咖啡对健康不利
  老年人应注意清晨饮水
  老年人不宜睡眠过多
  老年人睡觉时不宜仰卧
  老年人不应忽视无痛性疾病
  老花眼突然不花不是返老还童
  老年人也可以过性生活
  老年人阳痿可以治疗
  老年人应避免过度大笑
  老年人应重视口腔卫生
  老年人不可大量用降压药
  老年人骨质疏松不能只补钙
  老年人便秘吃泻药不足取
  老年人不宜滥补营养
第七章  老年人顺时养生法
  从《黄帝内经》中的“四气调神大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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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养生总宗旨：内养正气，外慎邪气
  四季养生总原则：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春季养“生”，让身体与万物一起复苏
  适当“春捂”好处多，但也要捂对时间
  夏季养“长”，适当宣泄体内淤滞
  夏季护脾胃，不可贪吃冰西瓜
  秋季养“收”，人应该处处收
  敛不外泄天干物燥，秋季补水不可少
  冬季养“藏”，养肾防寒是关键
  冬季保暖重点部位——头部、背部、脚部
  立春保健养生方案
  雨水保健养生方案
  惊蛰保健养生方案
  春分保健养生方案
  清明保健养生方案
  谷雨保健养生方案
  立夏保健养生方案
  小满保健养生方案
  芒种保健养生方案
  夏至保健养生方案
  小暑保健养生方案
  大暑保健养生方案
  立秋保健养生方案
  处暑保健养生方案
  白露保健养生方案
  秋分保健养生方案
  寒露保健养生方案
  霜降保健养生方案
  立冬保健养生方案
  小雪保健养生方案
  大雪保健养生方案
  冬至保健养生方案
  小寒保健养生方案
  大寒保健养生方案
  我们体内有个不舍昼夜的“钟”
  谁违背了作息规律谁就要受到惩罚
  子时：恍惚冥杳，上床就寝
  丑时：养肝吉时，熟睡为宜
  寅时：以静制动，深度睡眠
  卯时：积极起床，排出糟粕
  辰时：天地阳盛，进食滋补
  巳时：广纳营养，理家读书
  午时：吃好睡好，多活十年
  未时：消化食物，静养心神
  申时：补水排毒，夕而习复
  酉时：饭后散步，长寿百年
  戌时：适度娱乐，安抚脏腑
  亥时：阴阳和合，安眠长寿
第八章  疾病预防治疗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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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保护呼吸道
  怎样保护胃
  怎样保护心脏
  怎样保护肝脏
  怎样保护肾脏功能
  怎样防止过早出现老年斑
  怎样防止脱发
  怎样防止“华发早生”
  急性心肌梗死有哪些早期表现
  怎样救治急性心肌梗死病人
  怎样治疗高血压病
  怎样治疗老年神经官能症
  怎样治疗老年肺炎
  怎样防止老年人早聋
  咯血与哪些病有关？如何治疗
  怎样防止眼睛迎风流泪
  老年人的尿路感染如何治疗
  老年人尿失禁见于哪些病
  怎样诊治泌尿系统结石
  酒渣鼻是什么病
  痛风如何治疗
  老年皮肤瘙痒怎么办
  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与预防
  中老年人用药要注意哪些问题
  男性更年期综合征
  阳痿的饮食疗法
  附睾结核的治疗
  前列腺增生症的治疗
  阴囊瘙痒的几种常见原因
  女性更年期综合征
  为什么要警惕停经后的再次出血
  激素替代疗法的适应证和禁忌证是什么
  哪些原因可以引起妇女外阴瘙痒
  哪些原因可引起妇女白带异常
  怎样根据异常白带的性状初步判断病因
  霉菌性阴道炎怎样治疗
  非特异性阴道炎如何治疗
  为什么老年妇女容易发生阴道炎？怎样治疗
  健康自测：怎样预知脑血管疾病
  隐性脑梗死，也能测出来
  脑梗死患者的食疗方
  四类食物脑梗死患者不要碰
  调整饮食——脑动脉硬化患者康复的首要任务
  防脑卒中，常吃富含叶酸食物
  脑卒中患者的饮食要“高低有致”
  食治脑卒中，简单又安全
  健康自测：你的肝脏是否藏了过多脂肪
  饮食有方，让脂肪肝患者不再为难
  脂肪肝患者如何在饮食上去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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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肪肝的饮食禁忌
  清肝饮食，让肝炎乖乖投降
  吃对食物，让你的硬肝软下来
  清胆利湿，食物是胆结石最佳的“溶解剂”
  健康自测：哪些症状是胃肠疾病的征兆
  治疗胃溃疡的“美食法”
  胃溃疡的饮食禁区
  特效饮食让胃炎不再找麻烦
  饮食战略打退肠炎的进攻
  饮食禁忌，从“肠”计议
  消化不良，找“本草牌”健胃消食方
  《本草纲目》中的腹泻食疗方
  食疗帮你甩掉烦人的便秘
  简单食疗胃痛消
  以食为药，赶走霍乱
  本草食疗，提升你下垂的胃
  为肾盂肾炎患者开出的食疗单
  急性肾炎患者共享饮食疗法
  给慢性肾炎患者的食疗方
  以食养肾调虚，走出尿毒症这片险滩
  用食物护卫你的“娇脏”——肺
  以食养肺益气，让支气管炎知难而退
  以食理虚润肺，拒绝哮喘来访
  消气解肿，肺气肿的食疗王道
  清凉素淡食物，轻轻松松为肺“消炎”
  健康自测：你的骨质疏松了吗
  防治骨质疏松，食物是最好的“钙源”
  强筋健骨，还属食疗最有效
  骨质疏松症的饮食禁忌
  健康自测：你已经被糖尿病盯上了吗
  警惕糖尿病的早期信号
  糖尿病患者日常饮食安排
  本草动口不动手，轻松“吃掉”糖尿病
  糖尿病患者宣言：不做水果绝缘人
  糖尿病饮食的禁忌
  健康自测：你的血压高吗
  四个注意，高血压患者的健康套餐
  对症开方：不同类型高血压的食疗法
  用吃的办法把高血压拒之门外
  饮食怎样降血压
  高血压病人的饮食禁忌
  健康自测：冠心病在你身上发生的几率
  冠心病患者的饮食妙方
  做冠心病父母的保健大厨
  饮食帮你拒绝冠心病
  冠心病患者的饮食禁忌
  健康自测：简易自查高脂血症
  高脂血症患者也要大胆地吃
  用食物拦住血脂的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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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脂患者的饮食禁忌
  健康自测：你是否会成为痛风的下一个目标
  用饮食做健康盾牌，痛风不敢来
  痛风患者的饮食禁忌
  健康自测：早期肿瘤早发现
  警惕癌变的信号
  十二种癌症打招呼的方式
  食疗是对抗癌症最有力的武器
  抗癌食谱：有癌治癌，无癌防癌
  少食多餐，让胃癌渐行渐远
  肝癌患者营养法则：“红绿搭配”、“营养平衡”
  用食物增强机体免疫力，给肺癌患者“一线生机”
  “挥别”高脂饮食，“避而不见”大肠癌
  以食养身，阻截血癌肆意
  癌痛来袭，要用食物这个“止痛药”
  肥胖并发症：肥胖背后的“黑暗军团”
  应对肥胖，饮食就是最佳“狙击手”
  不逞口腹之欲，吃出标准体重
  疾病自查诊断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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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很多，但也不是越多越好，要适时、适量，否则，就会造成营养过剩，对人体的
生命活动不利。所谓营养物质的适时、适量，就是指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无机盐和
水这6种营养素在体内的代谢作用恰好能满足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需要，即达到营养上的平衡。糖类
食物属于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之一。美国学者认为，老年人的碳水化合物应占总
热量的55%～60%。我们指的糖，并不单指甜味食品。糖有3种形式：葡萄糖、果糖为单糖，蔗糖、麦
芽糖为双糖，淀粉、纤维素为多糖。麦芽糖和蔗糖有甜味，葡萄糖和果糖次之，淀粉和纤维则感觉不
出甜味。糖在人体内最容易被吸收利用，它的代谢作用和消化作用也比其他营养迅速。我国人民历来
习惯于以多糖类的淀粉做主食，如大米、小麦、玉米、高粱等。以大米为例，0.5千克大米能提供的热
量，足够一人一天能量的消耗。但对老人来说，果糖更适宜，因为果糖在机体内更容易被吸收，又能
经过氨基化和转氨基作用合成氨基酸。通常过量的糖类食物进人人体后，除了供血糖正常消耗外，还
会在细胞内转化为脂肪积存起来，使人发胖，而果糖转化成脂肪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有些人平时虽
然很少吃脂肪食物，但由于过多食用糖类食物，结果也长胖了，原因就在于糖向脂肪的转化。过多的
蛋白质除了氧化释放能量、构成人体组织蛋白外，也会转变成糖类或脂肪。多食糖类食物会诱发胰腺
分泌大量的胰腺素，胰腺素能促进糖类转变为脂肪，并在皮下、腹腔内的大网膜和肠系膜上沉积起来
，会使腹部肥胖，其结果是造成腹压增高，腹壁肌肉松弛。这些都不是健康的象征，还会使人的寿命
缩短。    总之，中老年人切不可认为营养素多多益善，须知物极必反，老年人更应该控制糖和脂肪的
摄取量。    吃盐与长寿的关系    食盐的化学名称叫氯化钠或钠盐，其中氯的含量占60.66%，钠
占39.34%。人们常用食盐作调味品，盐能刺激味觉，促进食欲和增加唾液的分泌。人们吃盐主要是吸
收其中的钠离子，以及钾、镁、钙离子，以维持人体内的盐代谢平衡、水平衡、渗透压和酸碱度的平
衡，即人体的“内环境”平衡。多余的钠离子，通过尿液、汗液、粪便排出体外。据测定，一人一天
只需3～10克食盐，就足以满足其生理功能的需要。在炎热的天气或大量活动后，因排汗较多，体内的
盐含量大大减少，这时需要有适当的补充，否则，如肌肉的钠离子减少过多却未及时补充，会引起肌
肉痉挛。    人的味觉主要由舌组织的味蕾产生。味蕾在出生后11个月形成，70岁以后味蕾数量急速减
少。高龄老人的甜、咸、酸、苦四种味觉发生了改变，其中以甜味和咸味下降最明显，这使老人不自
觉地增加糖和盐的摄人量。如果食盐超出人体的正常需要，就会造成“内平衡”失调，细胞外渗透压
增高，细胞内的水分被吸到细胞外，或细胞外的水分排不出去，导致水肿。另外因食盐中的钠离子主
要分布在血浆和组织液中，而血液中的钠离子增多就会把组织液中的水分吸收过来，形成血管内血容
量增加。同时，由于小动脉血管壁内钠离子及水分潴留，引起小动脉收缩而增加血管压力，造成血压
升高。长期过多地进食咸味重的食品，血压上升后不下降，就变成高血压病。如果再不注意调整饮食
，则肾脏排泄钠离子和水的功能就会明显减退，血压继续升高还会引起心力衰竭。    不少营养学家通
过调查发现，在食盐摄人量每日不超过3克的地区，其居民平均血压较低，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血
压升高的趋势也不明显。然而，这些地区的居民一旦迁到摄盐量较高的地区，其血压也会相应升高。
临床上，许多高血压病人，多配以低钠膳食，效果很好。这说明，食盐摄人量对血压有明显的影响。
为此，老年人的膳食要以清淡少盐为宜。    饮茶、饮水与长寿的关系    水是构成人体组织的重要成分
，占整个体重的65%。我们吃的食物，包括糖、蛋白质、维生素、无机盐等，都要先溶于水，才能被
消化吸收。新陈代谢后的废物，也要溶解在水中，才能排出体外。由于体内水分的分布及循环才能使
身体保持恒温。    近年来，科学家还发现，到了老年期，人体细胞内的水分一般会减少30%～40%，因
而影响了身体对各种营养的吸收，皮肤逐渐老化干燥，失去弹性，皱纹增加。有些老年人则表现为“
津液不足”，易患慢性便秘等。由此可见，中老年人必须注意及时补充水分。    老年人因生理上的变
化，往往对口渴不敏感，加之体内容易缺水，所以要养成每天不渴也要适当饮水的习惯。如果觉得白
开水淡而无味，可以喝茶。茶叶中含有大量的氟，喝茶可增加氟的摄取量，减少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每天喝上两三杯茶对身体是有益的。    老年人不宜喝浓茶，因为茶叶里的咖啡因会导致兴奋过度、心
动过速、心律不齐或失眠等。老年人宜饮绿茶，因为绿茶中的咖啡因含量比红茶要少。    老年人补充
水分的最好方法是喝汤。把肉、鱼、瓜菜等煮成汤，既有营养，又味美可口。    清晨起床后先饮一杯
水对身体大有益处。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胃和小肠食物基本上都已排空，喝了水，就等于给排空的
肠胃来一次清洗，既有助于当天食物的消化吸收，又可防治便秘。    据专家研究发现，冠心病所致的
心绞痛和心肌梗死多发生在上午，其原因之一是经过一夜的睡眠，水分已从汗液、尿液和呼吸中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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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使血液变得黏稠，血管腔也因血流量减少而变窄。这就增加了患粥样硬化的冠状动脉发生急性
供血不足的几率，甚至闭塞的危险。若起床后能喝上一杯水，即可达到补充水分、降低血液黏稠度和
使血管扩张复原的目的。    应该注意的是，摄水过多、过快对机体也不利，对老人尤其有害。因为突
然大量地补充水分会增加心脏和肾脏的负担。老年人饮水的方法以少量多次为宜。    缺钙对寿命的影
响    人到老年，骨骼系统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组织继续脱水，骨质疏松，强度及韧性减
低，脊柱弯曲度增加，逐渐变得弯腰驼背。    这种体态的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钙。儿童生
长发育时需要补充钙，老人防衰益寿也需要补充钙。老年人活动量少，进食少，加之胃肠道功能减弱
，从食物中摄取的钙不能被完全吸收，势必引起钙的缺乏。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各器官的代谢机能降
低，骨骼中的大量钙质离开骨组织进人血液中，通过肾脏排泄到尿里，随小便排出体外，致使骨内钙
质减少，骨的脆性增加，也就容易弯曲和断裂。如何延缓这种现象的发生呢？    (1)注意营养，增加食
物中钙质的含量    高蛋白食物有利于基质的形成，因此，老人要吃高蛋白、高钙食品。有专家建议，
每天应摄取1000毫克的钙。最好的办法是从食物中而不是从补品中摄取。可以补充钙的食物有：奶制
品(脱脂奶、酸奶和无脂奶酪)、鱼和贝、水果、蔬菜、谷物和豆类。尤其是牛奶，蛋白质和钙的含量
很高，是老人不可缺少的食品。    下述每种食物可补充大约300毫克的钙：2杯松软干白酪；2杯牛奶
；5盎司鲑鱼；1杯脱脂牛奶；1杯酸奶。通常每天喝上几杯脱脂奶或无脂酸奶，吃上一些豆子、全麦麦
片和鱼肉等，就可以保持身体的柔韧性。    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你需要摄人钙补品。有可咀嚼和不可
咀嚼的两类。服用钙补品，最好是吃饭前或睡觉前服，以保证吸收。有一点需注意：钙补品不能和铁
补品或含铁的多维片(多种维生素片)同时服用，因为钙能干扰身体对铁的吸收。    (2)参加体育锻炼    
“生命在于运动”，健康的体魄、旺盛的精力来源于适度的持之以恒的劳动或体育锻炼。肌肉的收缩
对骨骼中生骨细胞的活动有着良好的刺激作用；适度的肌肉运动，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和胃肠道的消化
吸收，有利于钙质的吸收。    (3)补充维生素    缺少维生素C会影响细胞间质的发育，使骨的皮质变薄
。维生素D和维生素A可促进肠道对钙质的吸收，所以，老人服用钙剂时，应同时服用维生素，特别
是维生素D。    (4)日光浴    中老年人每天晒晒太阳，对防止骨质疏松有一定的作用。经过紫外线照射
，皮肤内的7-脱氢胆固醇即转变为胆固化醇(维生素D)，这种人体自身的维生素D的转变，可以改善肠
道对钙质的吸收功能，从而延缓骨骼系统的老化。P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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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爸爸妈妈都在看，听说内容还不错。纸质还好，应该是环保纸，总之一大本，看起来很像那么回
事儿。
2、给老爸老妈买的，指导养生。
3、大版本像收获杂志那么大，厚厚的，知识丰富，可以常翻翻，就是纸张太黄，像是回收纸加工
4、质量不错，值得购买.......
5、此书尺寸超大，28.5X19.5公分，且厚，出乎意料，书架矮了放不进去，内容还行，更像老年生活知
识要点大汇编
6、给爸妈买的，内容挺全面，但是中老年人希望字体能大一些，看着不累
7、方方面面都讲到了，内容十分丰富。
8、正品；行货；好评哟；送货给力；态度很好；
9、帮同事买的，发货很快速，物流也很快。同事很满意。里面的细节很好，同事把它当成字典。
10、给父亲买的，他经常看。
11、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如何保持身体健康，开启下半辈子精彩人生，请读此书。
12、为健康生活提供参考，值得买。
13、适合老年人养生用
14、50岁以后的健康生活，介绍了50岁之后的健康生活方式，值得推荐
15、50岁以后必看
16、健康生活必备
17、书很好很厚，妈妈很研究
18、50岁以后的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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