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彩霞
通 讯 员 卢 闯

在人们的印象中，一个小伤口几
天时间就能慢慢愈合，算不得什么大
问题。然而，对于长期卧床患者、偏
瘫患者及各种原因导致的长期慢性溃
疡伤口，迁延不愈，容易诱发感染，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刻苦钻研 实现愿望

为提高慢性伤口的治疗效果，近
年来，伤口治疗师已然成为一门新兴
职业。伤口治疗师会对有需求的病人
进行系统评估，制订个性化的护理方
案，为其处理伤口，最大限度地减轻
患者痛苦，帮助其提高生活质量。

近日，在河南省第二届伤口案例
大赛中，漯河医专二附院 （漯河市骨
科医院） 首位“国际伤口治疗师”成
瀚获得三等奖。现年 39 岁的成瀚从
事护理工作已有 20 多年，先后在漯
河医专二附院 （漯河市骨科医院） 外
科、骨科、儿科等多个科室从事临床
护理工作。

“每当看到病人因为伤口长期不
愈而痛苦的情景，我就下定决心，一
定要学好伤口治疗本领，减轻他们的
痛 苦 。” 为 了 实 现 这 个 愿 望 ， 多 年
来，成瀚先后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金
山医院创面诊疗中心、首都医科大学
同仁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
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
院、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伤口

治疗培训。2017 年 5 月，参加由 ICW
（欧洲慢性伤口协会） 认证的“中—
德”国际伤口治疗师培训课程，在

“中—德”国际伤口治疗师 （北京）
学校学习，并考取了国际伤口治疗师
证书，成为漯河市首位“国际伤口治
疗师”。

临床运用 患者受益

“近年来的临床研究表明，伤口
表面湿性环境将增加伤口愈合率，并
使可促进性伤口愈合的封闭和半封闭
敷料成为可能。这也逐渐成为国际上
伤口治疗最常见的方法。”成瀚介绍
说，在平时的工作中，她会及时将所
学的新技术运用到临床，让患者尽早
受益。

召陵区邓襄镇铁炉村的邵女士因
患下肢静脉曲张，在我市某医院手术
后半年伤口不愈合，伤痛始终折磨着
她和家人，随后她和家人慕名找到成
瀚。

“这位患者术后伤口不愈合，对
于这种情况，我们运用了现在国际最
先进的湿性愈合理念，采用 TIME 治
疗原则，在这样的前提下创造接近生
理状态的湿性愈合环境，有利于肉芽
的生长，便于皮肤细胞的分裂，从而
促使伤口的完整愈合。”经过近三个
月的治疗，邵女士的伤口终于痊愈，
欣喜不已的她向成瀚送来一封感谢
信。

“ 在 我 国 ， 慢 性 伤 口 患 者 约 有

1300 万人，对于一些难愈性伤口，比
如说糖尿病足、压疮、下肢静脉溃疡
等，如果应用现代伤口治疗方法早期
干预，预后效果还是很理想的，很多
人能逃脱截肢、感染休克的厄运。”
成瀚说，除了完成所在儿科的本职工
作，她利用休息时间，为院内多个科
室的慢性疑难伤口进行会诊和治疗，
得到临床医护人员和患者及家属的高
度认可，为那些多年伤口不愈的患者
带来了福音。

心怀大爱 造福病患

郾城区城关镇下坡杨村有一位高
位截瘫 10 年的患者，因全身多处压
疮导致伤口 3 年不愈合，伤口在臀部
坐骨结节处，口小洞大，伤口形成了
被业内专家们称为“人体活化石”的
纤维板。此类难愈性伤口，治疗周期
长，家庭负担重，更给患者家属造成
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3 年来，患者及家属多处求医问
药，反复治疗无果，当听说成瀚能治
疗压疮、糖尿病足、血管性溃疡等急
慢性伤口，便专程到医院找她。

“当时看到他的情况还是很严重
的，由于坐骨结节压疮是会反复发作
的，为了能给患者节省治疗费用，我
就选择了比较保守的方法，用骨科刮
匙加蚕食法一点点的为患者把纤维板
刮 除 。” 成 瀚 说 ， 每 次 她 都 要 弯 着
腰、侧着身，保持一个姿势为患者换
药，一做就是一两个小时，每次换完

药，她全身酸疼。在随后的治疗中，
成瀚了解到患者不但家庭贫困，而且
来往治疗非常不便，于是决定为其上
门治疗。在 7 个多月的上门治疗中，
她不惜牺牲休息时间，不计个人得
失，往返近 100 次，不仅使患者减轻
了病痛，更让患者提高了生活质量。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
是去安慰。”作为一名伤口治疗师，
成瀚说，她将用自己的技术去减轻每
一位患者的病痛，用实际行动去践行
这句全世界医务工作者的格言。

漯河有了首位“国际伤口治疗师”
——记漯河医专二附院儿科护师成瀚

■本报记者 刘彩霞
侯中原，36 岁，漯河市供销

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职员。
曾在2015 年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2016 年荣获全国无偿献血
奉献奖铜奖、全国无偿捐献造血
干细胞特别奖。

自 2000 年自愿参与无偿献
血 以 来 ， 共 捐 献 全 血 15 次 。

2008 年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
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经过
初 检 、 高 分 辨 的 血 检 、 体 检
后，在 2015 年 3 月，侯中原在
河南省肿瘤医院为一位内蒙古
的 患 者 成 功 捐 献 造 血 干 细 胞 。

“ 当 时 进 行 捐 献 前 的 准 备 工 作
时，还担心家人不同意，没想
到告诉家人后得到了支持。后
来在患者寄来的感谢信中，得
知对方是位年轻人，刚进入社
会不久。现在一提起捐献造血
干细胞这件事，我们全家都感
到非常自豪。”侯中原说。

在业余时间，侯中原坚持参
加无偿献血活动，并结合自身经
历宣传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
献，让更多人了解造血干细胞捐
献的意义。

献血格言：捐髓救人，义无
反顾。

热血助人
——记“最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侯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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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
者 刘彩霞

张 喜 云 ，
46岁，漯河市
中心血站工作
人员。

曾 荣 获
2008～2009 年
度无偿献血铜
奖、2012～2013
年度全国无偿
捐献造血干细

胞奖奉献奖。
自 1998 年开始参加无偿献血，捐献

全血 5 次，机采血小板 10 次。在 2003 年
加入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的队
伍。“当时在市中心血站门前举行造血干
细胞采集活动，作为血站的一名工作人
员，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参加这个活动，
因此就自然而然成了其中的一员。”张喜
云说。

2012 年 12 月份，他经过初检、高分
辨的血检后与江苏一名血友病患者配型成
功。得知自己配型成功后，张喜云非常高
兴。2013年1月成功捐献，挽救了患者的
生命。“现在还有很多人对造血干细胞捐
献采集存在误区，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
去宣传，让更多人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
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
志愿者队伍中。配型率越高，就能挽救更
多患者的生命。”张喜云说。

献血格言：捐献造血干细胞，热血重
塑生命。

爱心无疆
——记“最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张喜云

在临床工作中，手指发麻是
较为常见的症状。引起这个症状
的原因众多，按照发病率从高到
低，诊断排序依次为颈椎病、一
过性脑缺血、糖尿病、末梢神经
炎等。

1.颈椎病。这是引起手指发麻
的最常见疾病，也是中老年人好发
的疾病之一，近年来此病有年轻化
的趋势。由于长期久坐不愿活动、
颈部姿势异常，尤其是电脑、手机
使用时间过长，使颈部椎间盘发生
退行性变，导致椎间盘突出或是关
节突发生增生或肥大，这些突出的
颈椎间盘或增生的关节突一旦压迫
邻近的颈神经根时，便出现了手指
发麻。除了末梢神经感觉异常以
外，还伴随其他症状，如颈肩部肌
肉酸痛，上肢有放射痛或活动障碍
等。通过拍摄颈椎正侧位 X 光片有
助于确诊此类疾病。

2.一过性脑缺血。这也是手指发
麻的常见原因，好发于老年人，尤
其是一侧肢体发麻时要考虑这个
病。一般起病突然，持续时间较
短，常常伴有肢体无力、头晕、头
痛等其他症状。一过性脑缺血的原
因和发病机制多为脑动脉壁微栓子
脱落、脑动脉狭窄的基础上出现血
压下降，以及脑血管痉挛等。如果

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就
诊，全面筛查脑血管病的危险因
素，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心房纤颤等，并给予积极的预防和
治疗。

3.糖尿病。双侧对称性出现手指
发麻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常见
症状。流行病学显示，我国居民的
糖尿病患病率已达9.7%，总量接近1
个亿。很多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得不
到有效控制，多种并发症在病程的
早期阶段即已出现。因此患了糖尿
病后，一定要进行正规合理的治
疗，把血糖控制到正常范围，并注
意补充多种维生素，还应配合应用
改善血液循环的药物，手指麻木感
便会消除。

4.末梢神经炎。手指发麻伴疼痛
和无力，双侧对称出现，提示可能
患有末梢神经炎，可由多种原因引
起。致病原因不同，其临床表现也
略有不同。如为中毒所致，其疼痛
较为剧烈;如为营养代谢障碍所致，
其无力和麻木较为明显。一般病情
进展较慢，恢复也较为困难。

综上所述，如果出现手指发麻
的问题，最好找医生诊断出具体病
因，对症治疗，切勿自行购买药物
服用，以免延误治疗的时机。

据健康网

经常手麻 警惕这四种病

为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7月18日下午，市卫计委
组织全市卫计系统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演讲比赛。参赛
选手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用朴实的语言、鲜活的事例，诠释了全市
卫计系统党员干部爱岗敬业、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本报记者 刘彩霞 摄

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腹胀，这是
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和器官老化，老年
人唾液、胃液、肠液的分泌量减少，消
化食物的能力降低。此时如饮食不当，
很容易导致腹胀。因此，常腹胀的老年
人，应该从生活习惯上做些调整。

晚餐少吃产气食物。豆类所含的低
聚糖被肠道细菌发酵，能分解产生一些
气体，进而引起打嗝、肠鸣、腹胀、腹
痛等症状。因此老年人晚餐最好少吃豆
制品。

高纤维食物别过量。过量吃高纤维
食物容易在胃肠内产生大量气体。比如
麦麸纤维含量高达 31%，笋干达到 30%，
辣椒超过 40%，其余含纤维素较多的有蕨
菜、菜花、菠菜、南瓜等，各种杂粮如
荞麦面、玉米等也属高纤维食品。吃这
些食物要注意搭配，不能过量。

多吃护胃、顺气食物。有些食物有
养胃和顺气作用，比如山药健脾胃、益
肾气，可促进消化吸收，黏稠质地也有
保护胃壁功效。白萝卜可顺气，要熟着
吃，比如炖汤。此外，山楂、洋葱、大
蒜都对胃肠有益。

杜绝狼吞虎咽。这种习惯会将气体
带入肠道，因而产生腹胀。尽量少喝碳
酸饮料和啤酒，含有果糖或山梨醇的甜
点，也是产气的食物。

克 服 不 良 情 绪 。 焦 躁 、 忧 虑 、 悲
伤、沮丧、抑郁等不良情绪都可能使消
化 功 能 减 弱 ， 或 刺 激 胃 部 制 造 过 多 胃

酸，其结果是胃气增多，腹胀加剧。
练习几个小动作。简单易行的小动

作可以有效缓解腹胀。仰卧在床上，两
手分别放在胸、腹部，然后缓慢呼吸，
持续 1～3 分钟。接着双腿屈膝，两手抱
膝 压 向 腹 部 ， 然 后 还 原 ， 重 复 10～30
次 ， 可 促 进 胃 的 排 空 。 还 可 以 在 临 睡
前，用一只手按住肚脐顺、逆时针揉摩
各 40～100 次。

警惕某些疾病。一些老年人合并其
他疾病，如胆囊炎、胆石症、胰腺炎、
胃炎、溃疡病等，都易产生腹胀症状。
还 有 由 于 胃 肠 道 梗 阻 及 腹 腔 积 液 、 积
气、腹腔肿块等原因所致腹胀者，病情
多较严重，应及时就医检查，适当治疗。

据健康网

总是腹胀怎么办

拿着掏耳勺掏耳朵，是不
少人的习惯。张大爷平时就喜
欢掏耳朵，可是前两天掏了耳
朵 以 后 居 然 发 现 耳 朵 听 不 清
了，到医院耳鼻喉科门诊就诊
发现，耳道内耵聍栓塞是老人
耳朵越掏越听不清的原因。

耵聍 （俗称耳屎） 是外耳
道皮肤耵聍腺分泌的一种油脂
性物质，可以阻挡从外界进入
外耳道的污物，黏附灰尘和小
虫，以保护耳膜；同时，它覆
盖于耳道皮肤表面，能使皮肤
保持一定湿度。很多时候耳朵
痒是因为耳道中积累了耵聍造
成的。

健康的外耳道本身有自洁
功能，没有必要经常掏。多数
情况下，耵聍会缓慢地从耳道
内向耳道口移动，在空气中干
燥而结成黄色薄片，通过咀嚼
时下颌关节的运动，不断脱落
排 出 耳 外 ， 根 本 不 会 堵 塞 耳
道，也不会因耳屎多了而影响
听力。大多数人的耵聍在空气
中干燥后呈薄片状，还有一部
分人的耵聍状如黏稠的油脂，
俗称“油耳”。

为什么有的人觉得越掏耳
朵越听不清呢？耵聍腺位于外
耳道的软骨部，也就是外耳道

的外段，有的人自己掏耳时不
慎将耵聍推到了耳道深部，有
的甚至贴在鼓膜表面上了，这
时就会发现自己没有以前听得
清了。至于有的人自己拽一拽
耳 朵 会 听 得 清 ， 一 会 又 听 不
清，是由于拽外耳道后使耵聍
暂时离开了鼓膜，松手后耵聍
又贴到鼓膜上。

其实，医生不建议人们总
掏耳朵。如果方法不当，会将
耳屎推向深部，堵塞耳道，影
响听力。如果挖时用力过度，
损伤了外耳道皮肤甚至耳膜，
细菌趁机侵入，就会形成外耳
道 炎 。 夏 天 到 了 ， 由 于 出 汗
多、耳内潮湿，掏耳朵导致感
染的机会就更大。

只有在耵聍过多导致耳部
不舒服时才需要掏耳朵。可以
采取以下方法：将棉签浸透温
水后稍稍挤干，放入外耳道内
朝一个方向轻轻旋转，将“耳
屎”泡湿、浸软后随之带出，
也可以用此方法先将“耳屎”
泡软使之松动，再用专用的掏
耳勺轻轻取出。如果是油耳，
可以自己用医用棉签，蘸少许
75%的酒精，经常擦拭清洁外
耳道。

据健康网

耳朵越掏越聋 你还敢掏吗

诚信二院·健康万家

专家链接
李 华

庆，市二院
老 年 病 科 ，
主 任 医 师 ，
河南省高血
压医学委员
会委员，漯
河市高血压
委员会及老
年医学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漯河市心血管委员会
委员，河南省心血管病预防康复委员
会委员；从事心内科临床工作 20 余
年，擅长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
塞、心肌病、心律失常、糖尿病等老
年病的诊断及治疗；发表论文 30 余
篇，获市级科技成果奖4项。

多数人认为，冠心病在冬季
高发。其实，相比其他疾病，冠
心病在夏天也有很高的发病率。
这是因为夏天低气压会影响人体
身心健康，空气湿度大，经常对
流 不 畅 通 ， 心 血 管 患 者 会 觉 得

“憋气”，常常出现胸闷、气促、
心绞痛等症状。所以，冠心病患
者在夏天同样有一些注意事项
需要遵循。

1.保持良好心态
炎热天气下，人们的情绪

容易失控，此时应该保持良好
心态，只有心理平衡才能生理
平衡，各脏器功能正常，血流
通畅，远离心梗的威胁。冠心
病患者夏天起居要有序，如果
入睡比较晚，不宜太早起床，
中午要适当补充睡眠。在睡前
半小时、半夜醒来及清晨起床
后最好喝一些温开水。

2.清淡饮食
冠 心 病 患 者 要 戒 烟 限 酒 ，

饮 食 清 淡 一 些 ， 多 吃 新 鲜 蔬
菜、水果、黑木耳、豆制品，
可适当吃一些瘦肉、鱼类，尽
量 少 吃 过 于 油 腻 或 高 脂 肪 食
物。如果可以的话，多喝绿豆
汤 、 莲 子 汤 、 百 合 汤 、 菊 花
茶、荷叶茶等饮料。当然，冠
心病患者还要保持大便通畅，
要养成每日一次定时排便的习
惯。

3.合理用药
另 外 ， 夏 季 和 冬 季 相 比 ，

用药数量上会有所区别。建议
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对平时
服用的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物
作一些适当的调整。若外出旅

行，需随身携带硝酸甘油或亚硝
酸异戊酯等抗心绞痛药物。

最后提醒冠心病患者，夏天
除了注意生活起居、饮食、用药
等方面预防心血管疾病。在降雨
量相对集中的时候，要注意气象
预报，尽量避免突然遭受雨淋，
保护好自己的心脏，可有效避免
发生猝死等严重后果。

冠心病患者夏季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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