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假牙，可以由患者自
行取戴，适宜于全口多数牙缺
失，余留牙少的情况。

优点：可摘下清洁，余留
牙负担较小。

缺点：影响咀嚼功能，饭
后要摘下清洗，易滑出，不利
于保持口腔清洁，使用年限
短。

种植牙，被称为“人类的
第三幅牙齿”，一种以植入骨
组织内的下部结构为基础来支
持、固位上部牙修复体的缺牙

修复方式。
优点：不影响咀嚼功能；

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会损伤
邻近牙齿，可以预防牙槽骨的
萎缩和吸收；属于固定修复，
假牙部分体积小、金属部分不
外露、美观协调；使用年限较

长。
缺点：一次性支付费用较

高。
从长远来看，种植牙比活

动假牙性价比更高，并且是缺
失牙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啄木鸟口腔门诊部提供

活动假牙和种植牙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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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刘彩霞
初次见到市三院副主任医

师杨华鹏，他正在昏暗的检查
室内对患者的眼睛进行复检。
日前，在我市举行的“8·19
中国医师节”表彰大会上，杨
华鹏荣获“优秀中青年骨干医
师”荣誉称号。对他来说，只
有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技术，
为患者解除病痛，带动科室稳
步发展，才能无愧于这份荣
誉，以及广大患者家属的认可
和信赖。

钻研医术
更好地服务患者

眼睛被称为“心灵的窗
户”，眼部健康直接影响着每
个人的日常生活。市三院眼科
作为河南省重点培育学科，是
国家卫计委指定的“中华健康
快车”漯河市白内障治疗中
心、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治
疗中心、河南省眼科网络分中
心、漯河市低视力康复指导中
心。

杨华鹏从事眼科临床工作
18年，擅长超声乳化白内障吸
除人工晶体植入术、视网膜玻
璃体手术，斜弱视、葡萄膜炎
及青光眼的诊断与治疗，凭借
较高的眼科专业理论、技术水
平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受到广
大患者的好评；连续15年参加

“漯河市白内障复明工程”，使
3000余例贫困白内障患者重见
光明；积极组织参加 “中华
健康快车”漯河市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免费筛查，使广大糖尿
病患者得到及时诊治。

工作中，杨华鹏对患者认
真负责，手术精益求精。为了
提高自身专业技术，2004 年，
他到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跟
随杨培增教授学习葡萄膜炎的
诊断与治疗，此后，改变了市
三院眼科治疗葡萄膜炎的传统
方法，使很多顽固且频繁复发
的葡萄膜炎如小柳原田综合
征、Behcet病 （贝赫切特综合
征又称白塞病） 等得到正确有
效的治疗，挽救了很多濒于失
明的重症葡萄膜炎患者。

2010 年 ，“ 中 华 健 康 快
车”停靠漯河站。杨华鹏与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眼科专家们
一起工作3个月，为1000余名
白内障患者实施了超声乳化白
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术，帮助他
们重见光明。2011年，他到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学习超声乳化
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术，并取
得优异成绩。随后，他率先在
我市开展连续环形撕囊和超声
乳化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术，
并使这项技术惠及更多患者。

2013年，已经晋升为副主
任医师的杨华鹏再次到中山大
学中山眼科中心学习。通过系
统的学习，他熟练掌握了视网
膜脱离复位术、玻璃体切除术
及角膜移植术，使很多原来只
能到省级医院诊治的疾病在市
三院就能得到救治，为复杂视
网膜脱离、黄斑裂孔、黄斑前
膜及疑难角膜病患者带去了福
音。

务实创新
助推科室发展

作为一名骨干医师，杨华
鹏坚持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技
术，为科室发展贡献力量。其
个人先后荣获2014年“漯河市
学术技术带头人”、2018 年

“漯河市第十批专业技术拔尖
人才”、2018 年“漯河市第十
四届青年科技奖”、2018 年度

“第三季度漯河市最美卫计

人”，目前担任河南省医师协
会眼科分会白内障学组委员、
省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
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分会委
员、省医学会眼科分会白内障
学组委员。他经常利用业余时
间参加省内外各大医院的眼科
学术会议，加强对新知识、新
技术的学习，并将其运用于临
床治疗中。他还积极开展科研
以及学术论文，先后发表国家
级医学论文10篇，其中3篇为
眼科专业国家级期刊，获市级
科研成果一等奖4项、二等奖
3项。

虽然很多复杂的眼底病，
如严重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陈旧性视网膜脱离、黄斑
裂孔等疾病，手术难度大，对
技术要求高，一般市级医院很
难开展，但是市三院眼科已经
开展玻璃体切除手术十余年，
年均完成 200 余台次。在先进
的玻切超乳一体机的配合下，
杨华鹏能熟练开展内界膜剥除
及填塞术、高度近视黄斑裂孔
视网膜脱离复位术等，使复杂
眼底病手术上了一个新台阶。
曾经有一位青光眼术后合并白
内障的患者，其角膜内皮数为
1000，在多家医院就诊期间都
因其角膜内皮数太少被拒绝手
术。随后，该患者到市三院眼
科就诊。经科室会诊及科主任
同意后报告医院医务科批准，
在与患者和其家属多次有效沟
通后，杨华鹏为患者实施了白
内障手术。术后患者出现了短
暂的角膜水肿及高眼压，在积
极配合治疗下很快被治愈。患
者出院后不停夸赞市三院眼科
医疗技术高超，并对杨华鹏和
眼科团队表示由衷的感谢。

医者仁心，立德为先。杨
华鹏用自己精湛的技术和贴心
的服务，赢得患者的信赖和同
行的尊敬。在以后的行医路
上，他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继续发扬无私奉献、务实创新
的精神，全心全意为患者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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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彩霞
9 月 20 日，第二届河南省

健 康 科 普 能 力 大 赛 区 域 选 拔
赛·豫南赛区选拔赛在漯河举
办，46 名选手同台竞演，为观
众带来一场健康科普的盛宴。
本次比赛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等十家单位联合举办，漯
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
医院协办。

本次比赛评审团由健康教
育和媒体两个领域的 6 位专业
评审组成。

第二届河南省健康科普能
力大赛自今年 7 月拉开序幕以
来，全省各省辖市、各医疗卫
生机构共 6000 多名医务人员踊
跃报名，一大批优秀健康科普

工作者从幕后走向台前，在舞
台上展示风采，成为新时代我
省健康科普宣传的代言人。为
了让更多的医务工作者参与健
康科普宣传工作，此次比赛打
破地域限制，创造性地将河南
省 18 个省辖市划分成豫东、豫
西、豫南、豫北和豫中五大赛
区，分赛区举办区域选拔赛。
本 次 活 动 为 第 四 场 区 域 选 拔
赛。

长达 5 个小时的比赛，因
为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使现场观
众掌声、笑声不断，情景剧、
打油诗、顺口溜、说唱……为
了让无法到现场的群众能同步
欣赏到高水平的健康科普能力
大赛，大河新健康融媒体直播

平台全程直播，吸引了近 7 万
人次观看。

来自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第二附属医院的 2 号选手王文
华、徐冰冰以喝酒后突然昏迷就
医的情景剧给大家讲述吃了头孢
后喝酒发生双硫仑样反应对健康
的危害。“患者家属”和医生一
问一答之间，将头孢类药物有哪
些、生活中常见的含酒精食物和
药物有哪些、吃了头孢后过多长
时间可以适量喝酒、双硫仑样反
应症状等相关知识娓娓道来。这
样贴近百姓生活的健康科普，自
然收获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来自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
院的 18 号选手王贝贝表演的情
景对话，一人分饰两角讲述了

“便秘”的相关知识。他用诙
谐的语言、丰富的肢体动作，
让本来难以启齿的话题“拉不
出来”变得不再尴尬。便秘的

“九宗罪”、便秘的病因、治疗
便秘的“五大绝招”……王贝
贝用说唱的形式总结便秘的科
普 内 容 ， 让 现 场 观 众 眼 前 一
亮。

选 手 们 在 比 赛 中 相 互 交
流、共同进步，为宣传健康科

普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漯河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吴朝文表示，所有选手
的表现都很好，可以看出他们
准备的认真程度，展示的内容
充实、活泼、接地气儿，是对
群众有用的健康科普，我们正
需要这样对群众有用的健康科
普作品，这也是庆祝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0 周 年 最 好 的 献
礼！

讲实用科普 做健康使者
——第二届河南省健康科普能力大赛区域选拔赛·豫南赛区选拔赛侧记

百次献血英雄榜

市中医院“诚信服务之星”风采展

爱牙课堂

■本报记者 刘彩霞
张文文是市中医院脑一

科的一名护师。从2012年7月
入职以来，她严格履行护士
行为规范，对待工作兢兢业
业。她一切以病人为中心，
视患者为亲人、视服务为己
任、视言行为形象，力求为
每一位病人提供高效优质的
服务，帮助他们早日恢复健
康。

该科主要收治脑卒中患
者，大多以老年患者为主。
由于病情不同，一些患者需

要 长 期 住 院 。 面 对 老 年 患
者，张文文始终保持细心、
耐心的态度为他们服务，对
他们前来咨询的问题，总是
不厌其烦地进行解答，始终
把微笑服务、优质服务、高
效服务作为工作要求，受到
患者及其家属的连连称赞。

7 月 29 日晚上 11 点多，
轮到张文文值夜班。她像往
常一样在治疗室打扫卫生，
忽然听外面有喊叫声，张文
文急忙出去一看，原来是一
位老爷爷光着脚，在办公室

门口小便，旁边也没有家属
陪护。见此情景，张文文急
忙 走 到 老 人 身 边 ， 怕 他 摔
倒，便带着老人坐在护士站
休息。经过仔细询问后，张
文文发现患者有阿尔茨海默
病 （老年痴呆症），记不清楚
自己住的病房和床位号。张
文文将老人安排妥当后，挨
个病房询问，查看是否有空
床。终于在一个病房内发现
趴在空床边睡着的家属，家
属醒来后非常感激。随后，
张文文与家属一起帮老人换

了一身干净衣服，交代了陪
护注意事项后，才离开病房
回到治疗室继续打扫卫生。

第二天，家属为了表示
感激非要送给张文文一箱牛
奶，被她婉言谢绝。“我只是
做了身为一名护士应该做的
事情，能得到家属的认可我
很自豪。”张文文表示，护理
工作忙碌而充实，在今后的
工作中，她会继续用优质的
护理技术和认真负责的态度
对待患者，真正无愧于“白
衣天使”的光荣称号。

把关爱送给每一位患者
——记市中医院脑一科护师张文文

■本报记者 刘彩霞
9 月 16 日上午 8 点半，家

住舞阳县吴城镇的无偿献血者
刘新芳到市区交通路 001 号爱
心献血屋进行无偿献血。由于
舞阳县没有设立血站，每月刘

新芳都会专门坐1个小
时的公交车到市区献
血屋献血，这已经成
为习惯。

提起参加献血的
初衷，刘新芳表示主
要是身边有朋友经常
参加献血活动。在朋
友的影响下，2007 年
1月，她第一次走上献
血车参加无偿献血活
动。“当时献血后没什
么不适，我就一直坚
持参加献血活动。
2011 年 5 月，在医
护人员的建议下，
我开始每月定期到

市中心血站或者市区献血
屋进行机采血小板。”刘
新芳回忆说。如今 12 年过
去了，刘新芳已献血 182
次，其中，献全血 3200 毫
升，机采血小板 220 个治

疗量。
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

刘新芳积极向身边朋友和亲戚
宣传无偿献血知识，她的女儿
和儿子深受影响相继加入到无
偿献血活动中。生活中，刘新
芳的婆婆因病在医院得到及时
输血，并享受了免费用血政
策，这让她感受到无偿献血的
意义。“作为一名普通市民，
捐献自己的血液挽救他人生命
也是为社会作贡献的一种方
式。”刘新芳说。

让奉献成为一种习惯
——记无偿献血者刘新芳

当儿童受到侵害时，想要
保护自己很难。相比较成人，
性侵对儿童心理上、生理上的
伤害更加严重，这种影响往往
会 伴 随 终 身 。 2013 年 ～2015
年，全国各地被媒体曝光的性
侵儿童案就达 978 起。其中，
受害儿童超过1790人。

值得注意的是，受伤害的
不只是女孩。有调查显示，在
所有性侵受害者中，女性占比
在 78%～89%。也有学者认为，
男孩被性侵的比率其实要远远
高于这个数据，只是因为男孩
往往不愿意主动说出来，使得
男孩受到侵犯的曝光比率减低。

在孩子年龄很小的时候，
家长就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向
孩子普及基本的性知识，告诉
他们哪些地方是隐私部位，哪
些地方不能随便让人碰。比
如，在一张纸上画出男孩和女
孩，画好以后，让孩子用红笔
标记出男孩和女孩身体的隐私
部位。孩子标记的如果不正
确，父母要帮助孩子正确认
识。同时，家长要告诉孩子，
别人身体的隐私部位，也不能
随便看、随便摸。

要让孩子了解，无论对
方是谁，老师、同学，还是
父母、亲戚，只要对方做出
让孩子不舒服的举动，触摸
私密部位，或引诱孩子单独
相处，都需要及时告诉家长。

预防孩子性侵，家长要
做好以下四点。

第一，重视对孩子的监
护和陪伴，既要避免低龄儿
童无人陪伴，也不要
随意将孩子交给他人
照看。

第二，注意孩子
与 周 围 人 的 亲 密 程
度，即使是熟人也要
保持警惕。家长不可
抱有侥幸心理，不要
以为男孩就不会受到
性侵犯。

第 三 ， 定 期 与 老 师 沟
通 ， 了 解 孩 子 在 学 校 的 表
现。孩子白天大部分时间都
在学校，老师了解孩子在课
堂上、校园里的表现。家长
要及时与老师沟通，了解孩
子的动态，可以让孩子免受
伤害。

第四，和孩子建立良好
的亲子关系。不要以为孩子
小就减少和他的交流。要多
和孩子沟通，关心他们的身
体和心理状况。当孩子出现
和 以 往 明 显 不 同 的 表 现 后 ，
更要注意观察，以免孩子受
伤害很久，家长才知情。

当孩子把可能的性侵事
情告诉家长时，家长不要生
气，不要大惊小怪，更不要
指责孩子。家长千万不要说

“ 为 什 么 是 你 ， 不 是 别 人 ”
“你一定也有错”之类的话。
这些表现会给本来就受到伤
害的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家
长要及时、坚决、正当地维
权 。 如 果 发 现 孩 子 受 到 侵
害，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证
据、报警和送医。即使侵害
者是熟人或亲人，家长也要
坚 决 通 过 法 律 途 径 解 决 问
题。要让孩子知道，无论对
方 是 谁 ， 父 母 都 会 保 护 她
（他）。（更多健康知识请关注
漯 河 健
康 教 育
微 信 公
众号）
市 健 康
教育所

预防儿童性侵
家长筑起第一道防线

杨华鹏正在为患者复检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