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三川 通讯员
谷运岭） 10 月 26 日～27 日，第二

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
会、中国·河南开放创新暨跨国技
术转移大会在郑州召开。会上，市
中心医院 （漯河医专一附院） 院长
王海蛟与美国知名心脏病专家、南
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罗伯特·沙迪
教授签署了心血管疾病 （心脏移
植） 项目，与上海张江医学创新研
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
团队签署了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建
设合作协议。

这是该院继 2018 年在全省首届
招才引智大会上成功签约英国爱丁
堡大学教授、国际知名骨科专家丹

尼·波特之后在技术引进方面取得
的又一重大成果。

罗伯特·沙迪教授现为美国南
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副院长、儿科
主任，是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儿科
协会和国际心脏和肺移植协会及儿
科研究协会会员，国际知名的心脏
病专家。市中心医院与罗伯特·沙
迪教授团队签约后，将加强在心脏
移植领域、儿童心脏病领域的现代
化治疗和临床研究等方面的合作与
交流，进一步提升医院对心脏病患
者的救治能力。

杨胜利院士是我国生物技术专
家、上海张江医学创新研究院院
长。市中心医院与杨胜利院士团队

签约后，将有效整合医院和上海张
江医学创新研究院的医疗资源，建
设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以肠道微
生态临床诊疗技术的应用为导向，
集聚基础研究、临床诊疗、大数据
及人工智能和生物制剂领域的领军
人才团队，积极构建肠道微生态前
沿检测、肠道微生态创新诊疗临床
示范应用、肠道微生态制剂制备三
大技术体系，通过开展肠道微生态
临床试验等形式开拓肠道微生态临
床诊疗服务新领域和肠道微生态领
域产、学、研合作，打造国内领先
的肠道微生态领域新高地。

近年来，市中心医院高度重视
人才引进与培养工作，先后邀请英

国爱丁堡大学骨科专家丹尼·波特
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心内科专家张建军教授等20余
位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定期到医
院进行学术技术交流指导。医院先
后与美国南佛罗里达州大学莫桑尼
医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皇家医学
院、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等国际知
名院校建立了学术交流机制，选派
多名业务骨干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
院、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英国
剑桥大学医学院等深造和交流。美
国华人专家会、加拿大白求恩医学
发展学会、匈牙利埃斯特尔哈兹大
学等国外专家、教授先后来院考察
交流。

市中心医院招才引智成果丰

漯河市康复医院·健康沙澧畔

膝关节滑膜炎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疼痛
和肿胀伴局部皮温的增高。膝关节的肿胀
主要原因是关节里面有“积水”。医生会从
关节里面抽出好几管“水”，有的人抽完积
液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有的人却反反复
复，抽完积液没几天又复发了。

那么，滑膜有什么作用？
膝关节的结构复杂，如果把膝关节腔

看成一个“房间”的话，滑膜就像房间里
的“壁纸”。正常情况下，这层“壁纸”会
分泌少量的润滑液，起到润滑关节和保护
关节软骨的作用。

滑膜发生病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1.感染性滑膜炎：各种感染如细菌感

染、结核菌感染等。小儿滑膜炎多属于病
毒感染性滑膜炎。

2.原发性滑膜炎：类风湿性关节炎，
色素绒毛结节性滑膜炎等。

3.继发性滑膜炎：半月板损伤、出血
等，也会引发滑膜炎。意外损伤如外伤、
关节长期慢性劳损、手术等。关节不稳定
如新鲜或陈旧的韧带损伤引起关节不稳，
或滑膜受到骨性压迫、刺激形成滑膜炎。
此外，关节老化、退化、骨质增生、痛风
等也容易诱发滑膜炎。

滑膜炎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1.急性期少活动、多休息。休息是滑

膜炎急性发作期最重要的治疗方式，一般
需要坚持休息1～2周，期间可对肿胀部位
进行冰敷。

2.运用消炎镇痛药与物理治疗。

药物治疗：在滑膜炎的急性期，疼痛
严重时，可以口服一些非甾体抗炎药物进
行镇痛治疗。

物理治疗：中药热敷、超短波、中低
频电疗、蜡疗等，都是有效促进关节积液
吸收的方法。 市康复医院提供

膝关节滑膜炎的诊断和治疗

■本报记者 刘彩霞
近日，记者在市区解放路 006 号献血

屋见到了无偿献血者周宏伟。她正在参加
献血宣传活动。

“1996年，我在老家黑龙江省佳木斯
市参加过献血活动。我父亲是医务工作
者，受到父亲的影响，觉得献血可以帮助
很多患者。”周宏伟回忆说，后来，因家人

工作调动到漯河定居后一直没有机会献
血。直到2013年1月，路过位于新天地的
献血车后，她开始了定居漯河后的第一次
献血，之后就一直参加献血活动。至今，
她已经献血100次，其中血小板190个治疗
量，曾获得2015年全国无偿献血金奖。

在献血活动中，周宏伟认识了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队的成员，就加入了志愿服务
队定期参加志愿活动，宣传无偿献血科普
知识。在周宏伟的影响下，单位的同事和
亲人都积极参与献血活动。“现在，我每天
早上都沿河堤跑步锻炼身体。在身体允许
情况下，我会一直坚持献血，直到超过规
定献血年龄为止。”周宏伟说。

坚持献血 初心不改
——记无偿献血者周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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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张 迪 ， 医 专

三附院 （漯河市
康复医院） 住院
医师，毕业于辽
宁中医药大学杏
林学院，曾在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 附 属 医 院 进
修，擅长运用针

灸、推拿等方法治疗颈椎病、腰椎间
盘突出症、失眠、头晕、头痛、骨性
关节炎、肩周炎等疾病。

爱牙课堂

心理健康是人在成长过程中，
认知合理、情绪稳定、行为适当、
人际和谐、适应变化的一种完好状
态，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当
前，我国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
问题人数逐年增多，个人极端情绪
引发的恶性案 （事） 件时有发生。
加强心理健康，有助于促进社会稳
定和人际关系和谐、提升公众幸福
感。要促进心理健康，作为家庭和
个人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提高心理健康意识，追求心身
共同健康。每个人一生中可能会遇
到多种心理健康问题，我们要主动
学习和了解心理健康知识，科学认
识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之间的相互
影响，保持积极健康的情绪，避免

持续消极情绪对身体健康造成伤
害。倡导养德理念，提高心理复原
力。在身体疾病的治疗中，也要重
视心理因素的作用。当自我调适不
能缓解时，可寻求心理咨询与心理
治疗，及时疏导情绪，预防心理行
为问题和精神障碍的发生。

学会使用科学的方法缓解压
力。保持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
态度，合理设定自己的目标。正确
认识重大生活、工作变故等事件对
心理造成的影响，学习基本的减压
知识，学会科学有益的心理调适方
法。学习并运用健康的减压方式，
避免使用吸烟、饮酒、沉迷网络游
戏等不健康的减压方式。学会调整
自己的状态，找出不良情绪背后的

消极想法，根据客观现实进行调
整，减少非理性的认识。建立良好
的人际关系，积极寻求人际支持，
适当倾诉与求助。保持健康的生活
方式，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培养健
康的兴趣爱好。

促进心理健康还要重视睡眠健
康。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工作、学习、娱乐、休息都要按
作息规律进行，注意起居有常。
了解睡眠不足和睡眠问题带来的
不良心理影响，睡眠不足时应及
时弥补，出现睡眠问题时要及时
就医。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用科
学的方法改善睡眠，服用药物须
遵医嘱。

培养科学运动的习惯对心理

健康很重要。选择并培养适合自己
的运动爱好，积极发挥运动对情绪
的调节作用，出现轻度情绪困扰
时，可结合运动促进情绪缓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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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感离不开心理健康

智齿指的是上下颌骨的第三颗磨牙，
一般在 18 岁到 25 岁之间萌出。智齿牙冠
周围软组织的炎症叫作智齿冠周炎。

智齿冠周炎是常见病，发生的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点：

1.由于下颌智齿萌出最晚，下颌第二
磨牙到下颌支前缘的距离不足以容纳下
颌智齿，使智齿萌出受阻，在阻生智齿
牙冠的周围包盖着一层软组织龈瓣，牙
冠与龈瓣之间自然形成一条间隙，内藏
食物残渣和细菌，而这里的温度和湿度
都利于细菌的生长，在身体健康和机体
抵抗力强时，智齿冠周软组织正常，一
旦因感冒、劳累或其他原因引起全身抵
抗力下降，就会引起牙冠周围发炎、化
脓、疼痛等症状。

2.由于正常牙与邻牙之间常常形成间
隙，容易嵌塞食物残渣，可引起附近的牙
周软组织炎症。

3.智齿与颊侧黏膜组织常常接触紧
密，其龈颊沟内积存的食物不易被清除，

常引起智齿颊侧软组织发炎。
智齿是否拔除，要考虑以下情况：
阻生智齿反复发作冠周炎，应予拔

除。如果是垂直阻生，且有对牙，病人又
在萌出年龄，有足够间隙，估计可以萌
出，也可考虑作远中龈瓣切除术，不必拔
除。

智齿本身有龋坏或引起第二磨牙龋
坏，或引起食物嵌塞时需要拔除。如果
第二磨牙破坏较大，松动明显不能保留
时，可考虑拔除第二磨牙。如果此时智
齿未完全萌出，有可能向近中移动萌出
而代替第二磨牙；如果智齿已萌出，有
可能作为义齿基牙时，也可保留。

正畸治疗时，为预防前牙拥挤或正畸
治疗后畸形复发，应拔除智齿。

完全骨埋伏阻生的智齿，怀疑引起某
些神经症状的时候，应该拔除。

可能成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诱因
的阻生智齿，应该拔除。

啄木鸟牙科提供

智齿一定要拔掉吗

本报讯 （记者 刘彩霞）“我
患冠心病多年，大大小小的医院
住了好多家，最让我感动的还是
咱们中医院内二科。医院不但环
境好，而且服务态度也好，就像
到家了一样。”在市中医院内二科
病房里患者陈先生说。

10 月 13 日晚上，市民陈先生
因感冒导致心衰发作到市中医院
就诊。当时已是晚上 11 点左右，

内二科主治医师陈云和护士程辛
璐紧急为其办理了住院手续，并
把 热 水 、 水 杯 、 床 铺 等 都 安 置
好 。 经 过 及 时 的 治 疗 和 细 心 照
料 ， 陈 先 生 的 症 状 很 快 得 到 缓
解。

主治医生了解到陈先生曾因
做彩超时间长受凉一事，主动帮
患者预约床旁彩超。彩超室医生
韩萍放弃中午的休息时间为其进

行详细的检查，以患者为主的工
作态度令陈先生感动。“另外一件
让我感动的事，内二科主任李兰
波在查看其他患者途中经过我的
床边，主动询问我的情况，对我
提出的问题及时答复。”陈先生回
忆说，还有一次在输液过程中自
己 不 小 心 碰 到 了 手 上 扎 的 留 置
针，被护士巡房时发现回血后紧
急处理……像这样的小细节还有

很多，患者陈先生都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每当说起都对他们的服
务 态 度 称 赞 有 加 。 在 治 疗 之 余 ，
陈 先 生 还 经 常 与 护 士 们 聊 家 常 ，
就像家人一样无话不谈。

“对待患者需要我们医护工
作者用真心换真情。可能我们所
做的都是日常工作，但对于患者
来说却令他们感动并记在心里。”
内二科 相关负责人说。

市中医院优质服务赢称赞

本报讯（记者 刘彩霞） 10 月
25 日至 27 日，河南省中医药学会
第二届青年医师急救大赛在安阳市
中医院举行，漯河市中医院急诊团
队斩获团体三等奖和多个个人奖
项。成绩的得来不是一朝一夕，荣
誉的背后凝聚着参赛者的努力和汗
水。

全力以赴备赛

河南省中医药学会急诊分会
2019年学术年会暨河南省中医药学
会第二届青年医师急救大赛是由河
南省中医药学会主办、河南省中医

院及安阳市中医院承办。10 月 11
日，市中医院接到邀请函后，急诊
科主任麻晓抱着找差距、钻技术的
初衷，组队报名参赛。

此次比赛设有 800 道选择题，
100个急救方剂，102个急救穴位，
还有心肺复苏、创伤急救、针灸取
穴及针刺操作，CT、X线、彩超、
心电图判读。参赛项目随机分配，
参赛角色随机组合……距离比赛仅
剩十几天的时间里，要熟练掌握这
么多内容，并非易事。

市中医院副院长陈来恩非常重
视赛前准备工作，要求急诊科主任
麻晓和护士长袁菲全力配合，对三

位队员进行全脱产集训，以最佳的
状态迎接比赛，鼓励参赛队员全力
以赴、赛出水平。

得到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鼓励
后，队员们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院
进行操作训练，为了节约时间，累
了就趴在办公桌上午休，晚上回家
后，继续熟悉操作流程并背诵理论
知识，直到凌晨才入睡。

为了更快地提高参赛选手的专
业技术水平，急诊科主任麻晓、副
主任李强对队员们进行心肺复苏操
作、外科止血包扎、急救针灸操
作、心电图判读、影像学判读等针
对性辅导。在领队李强的督导下，
队员们每天完成十个方剂的背诵，
每三天完成一项操作。随着时间的
推移，队员们的知识储备越来越
多，急救技能越来越娴熟。

荣誉背后是辛勤付出

10 月 25 日，市中医院急诊团
队与全省近20个代表队的百余名队
员同台竞技、他们精神饱满、胸有
成竹，反应迅速、技能熟练，一展
我市急救青年医师队伍的自信和风
采。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他们在
赛场上获得了可喜成绩：团体成绩
第四名，荣获大赛团体三等奖；急
救理论组付晓芳、杨磊分别荣获二
等奖及三等奖；心肺复苏组杨磊荣
获一等奖；针灸组张冰荣获二等
奖；创伤急救组付晓芳荣获三等
奖。队员杨磊被确定为河南省代表

队队员，准备参加明年举办的中
华中医药学会青年医师急救大赛。

市中医院120急救站作为我市
最早成立的四个急救站之一，科
内急救设备齐全，30 余名急救人
员均是来自院内临床一线的优秀
医生。该科曾多次组织急救人员
赴国内知名医院进修，对内科常
见病、多发病以及急危重症的抢
救 有 着 丰 富 的 临 床 经 验 。 近 年
来，借着三甲医院复评的契机，
市中医院急诊科不断完善绿色通
道 建 设 和 危 重 症 患 者 的 救 治 流
程 ， 开 展 “ 每 日 一 题 ” 学 习 模
式，加强日常急救技能的培训和
考核，科内医生综合素质及诊疗
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该科曾荣获
全市 2015 年急救技术大比武团体
一等奖、2016 年全市院前医疗机
构 法 律 法 规 知 识 竞 赛 一 等 奖 、
2017～2020 年度省级青年文明号
等荣誉。

此次比赛，选手们不仅为医
院争得了荣誉，还在全省中医急
诊平台上展现了青年医生扎实的
理论基础、精湛的急救技能和默
契的团队配合，彰显了该院青年
医师在中医急救方面的实力。他
们通过学习、交流急救知识与技
能，了解了国际心肺复苏技术的
新进展和新理念，达到了以赛促
学、提高急救诊治能力的目的。
下一步，市中医院急诊科将继续
提高院内急诊综合实力，培养优
秀急诊青年人才，推动医院急诊
工作迈上新台阶。

河南省中医药学会第二届青年医师急救大赛举行

市中医院急诊团队获佳绩

市中医院急诊团队正在比赛。 杨 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