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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彩霞 通讯员
李 洋） 为贯彻落实省、市深化“放管
服”改革要求，坚持深入推进“互联
网+医疗健康”改革，不断加大信息共
享工作力度，根据《漯河市医疗健康便
民服务“一卡通”建设应用方案》 要
求，7月1日起，我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
构开展推广使用“一卡通”行动。届
时，无论是在门、急诊大厅排队，还是
预约无痛肠胃镜、核磁等检查项目，患
者等候时间均将进一步缩短。

据了解，本次行动大范围聚焦提
升患者就诊体验，从多个环节着手帮
助患者节约就诊时间。比如，要求各
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级医院要加强对患

者排队情况的监测和应对工作，建立
发现和应对机制；及时疏导窗口排队
人员到对应科室自助挂号缴费机办理
相关业务，减少患者排队等候时间；
三级医院分时段预约诊疗时间要精确
到 30 分钟，并加强对患者的就诊提
示，引导患者分时段就医、有序就
诊，缩短院内等候时间。

为方便患者就医，在推广行动中，
要 求 各 医 院 积 极 拓 展 “ 互 联 网 + 服
务”，实现移动支付、检验检查结果线
上推送等，减少患者排队和往返医疗机
构次数。同时，推进社保卡、身份证、
电子健康卡、电子社保卡等替代医院自
行发放的实体就诊卡，实现患者就诊

“一卡通”。如有患者无法提供有效身
份证件时，医院为其及时发放就诊二维
码 （纸质），供患者在发卡医疗机构使
用。

市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

民，按照国家就医实名制要求，希望广
大市民就诊时携带身份证、社保卡或者
选择在“健康漯河”微信公众号、“漯
易办”APP、“微脉”APP其中一个平台
申领电子健康卡就诊。

我市二级及以上医院

在全省率先实现“一卡通”就诊

■本报记者 刘彩霞
见习记者 潘潇添

随着生活水平条件不断提升，冠心
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成了困
扰中老年人常见的问题。市中医院内二
科自 2007 年成立后，积极探索辨证论
治、中西医结合特色疗法等，全力为广
大患者提供专业、优质的医疗服务。

一流团队助力诊疗

市中医院内二科是治疗各种心血管
病、糖尿病、肾病的中医专科，开设有
专科门诊和病房，拥有中医心血管病、
肾病、糖尿病专业人才和先进的医疗设
备。该科擅长中西结合治疗冠心病、高

血压、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肌炎、
肾病综合征、糖尿病、糖尿病肾病、周
围血管疾病等内科疾病，还开展了急性
心肌梗塞静脉溶栓以及急性心力衰竭等
急危重症的抢救治疗。

该科现有医护人员20人，其中拥有
正高职称、主任医师3人（1人为全国中
医临床优秀人才，3人均为漯河市知名
中医），副高职称2人，中医医学硕士4
人。科室医护人员先后到北京中日友好
医院、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武汉同济
医院、郑大一附院进修。科主任李兰波
不断探索中医方面的内科诊疗方法，对
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杂病、急危重症诊
断治疗与抢救有独到的见解和过硬的技
术，曾被市卫生局授予“知名中医”称

号。多年来，该科积累了丰富的心血管
疾病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糖尿
病、肾病等内科疾病的诊疗与抢救经
验，不少患者慕名而来。

辨证治疗效果显著

该科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
通过西医技术配合中医辨证治疗，为患
者提供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市民刘先生
患糖尿病，自身又对药物副作用耐受能
力差，导致在多地医院治疗效果不佳。
2016 年，到市中医院内二科门诊就诊。
经仔细检查并了解患者情况，李兰波为
其制订了诊疗方案。治疗以中医中药辨
证论治为主，结合饮食控制、适当锻
炼，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刘先生的空腹
血 糖 数 值 从 16.45mmol/L 降 到
6.77mmol/L。至今，刘先生在无任何药
物的支撑下，血糖值始终保持在正常范
围。

“许多人对糖尿病、高血压疾病初
期并不重视，甚至有‘只要一吃药，便
会终身吃药’的观念。其实，只要早发
现早就诊，及时找到疾病诱因，通过对
症下药、改变生活方式等，可以达到长
期稳定病情的效果。”李兰波介绍说，
今年4月，一直受头晕困扰的翟女士经
检查患有高血压，来到市中医院内二科
就诊两次，经过辩证治疗，积极服用中
药 后 ， 患 者 血 压 从 190mmHg 降 至
120mmHg，逐渐得到控制。看到翟女士
通过及时治疗血压恢复正常，其患高血

压的丈夫也到该科接受检查治疗，一段
时间后达到理想控制效果，一家人的生
活健康质量得到提高。

发展技术服务患者

目前，糖尿病成为老年人常患的基
础性疾病之一，病情变化快、数值波动
大，原本常采用的静脉抽血和快速指尖
末梢血检测血糖的方式逐渐显现缺陷。
为减少反复刺针给患者带去的痛苦，该
科积极开展动态血糖监测诊疗技术，通
过血糖记录器、信息提取器、感应探
头、线缆和血糖分析软件等，持续监测
皮下细胞间液的葡萄糖浓度而反映血糖
水平，通过每15分钟一次的自动检测，
可知晓患者全天的血糖变化。特别针对
患者血糖不稳定、早高晚低的现象，可
以及时发现潜在问题，从而为其制订有
效的治疗方案，以更好地控制血糖。

不仅如此，科室专家根据经典古方
研究并制订特色病症治疗方案，并推出
参芪益气丸、活血通脉丸、蒌夏心舒
丸、桂枝茯苓抵挡丸等专业制剂应用于
临床，不仅有针对性地对待病症，且药
效显著。

“引进人才、培养人才是科室发展
的重中之重。”对于科室未来发展，李
兰波表示，每年该科派人员到上级医院
进修，在结合自身专项发展的同时，注
重中医临床知识的学习，继续发扬中西
医结合的优势，为患者带去更高效的治
疗和贴心的服务。

以优质服务守护患者健康
——记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市中医院内二科

牙齿最外面的是牙釉质，每个
人牙齿的钙化程度不同，所以有的
牙齿呈乳白色，有的是淡黄色，这
都是健康的。但是，还有许多黄牙
是病态的，一般由以下因素导致：

1.健康因素：牙齿在发育过程
中，由于人体营养不良或生过病，
会使牙齿的钙化受到影响，牙齿会
黄而松脆。

2.药物因素：服用四环素类药物
可导致黄牙的发生，特别对儿童（5
岁前）影响更大。

3.卫生习惯因素：有些人不注意
口腔卫生，没有早晚刷牙习惯，牙
齿的表面堆积一层食物残渣、软
垢、牙石、烟渍、茶渍等，导致牙
齿变黄。

4.水质的因素：有些地区，特别

是有些山区的水中含氟量高，过多
饮用会导致满口牙齿发黄。但是，
氟有防龋的作用，所以这些人反而
不易生龋齿（蛀牙）。

治疗黄牙除了注意卫生习惯，
正确刷牙外，以下办法也可以解决
黄牙问题：

1.牙齿漂白，效果很好但费用较
高。

2.光固化治疗，在牙齿表面覆盖
一层与牙齿色泽相似的树脂，然后
用一种特殊的光照射，优点是方
便、快捷、费用少，缺点是牢固程
度稍差。

3.烤瓷牙或者烤瓷贴面，有良好
的透明性和遮光性，可表现出最佳
的美学效果，但是要磨除部分牙
齿，且费用昂贵。 刘彩霞

牙齿发黄怎么办

在献血前，采血工作人员往往
会采集献血者的末梢血进行初筛检
验，就是所谓的“挨一针”。大多数
献血者都认为初筛检验目的就是为
了确认血型，然而除了确认血型
外，还有血红蛋白检测、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 （ALT）、乙型肝炎病毒表
面抗原/梅毒抗体二联条检测等很多
用途。

在献血前，采血工作人员都会
对献血者的健康状况进行初筛，其
中血红蛋白检测是献血时血液初筛
的一个项目，只要一滴血就可以测
出献血者的血红蛋白水平，如果低
于正常值，工作人员就不会让献血
者 献 血 。 丙 氨 酸 氨 基 转 移 酶
（ALT） 检测，则反映献血者肝功能
的非特异性指标，如果存在生理性
波动，如饮酒、吸烟、熬夜、服用
药物等均会使其值变高，数值高于

标准则不适宜献血。乙型肝炎病毒
表面抗原/梅毒抗体二联条检测是
为了保证受血者安全，降低输血传
播病原体的风险而开展的快速检
测。对于初筛合格的献血者血液，
进入血站后检验科还会补充进行
HBsAg、抗-HCV 抗-HIV 抗 TP 以
HBV及HCV、HIV的核酸检测，以
最大程度降低输血风险。

吕 颖

为什么献血前要“挨一针”

流行性腮腺炎，俗称“痄腮”，
是由腮腺炎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
吸道传染病，在腮腺肿胀时传染性
最强，常见于儿童和青少年。除腮
腺外，病毒也可侵犯其他的腺体组
织和器官，如胰腺、性腺以及脑组
织、心脏、关节等。

我国的流行性腮腺炎发病呈季
节性双峰分布，第一个发病高峰在
4～7月，第二个发病高峰在10月～
次年 1 月。主要发病人群为 15 岁以
下儿童，其中5～9岁儿童发病率最
高。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是流行性
腮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要发
生场所。

流行性腮腺炎有哪些症状
流行性腮腺炎主要表现为一侧

或两侧耳垂根部肿大，肿大的腮腺
常呈半球形，以耳垂为中心，向前
向下向后弥漫性肿胀，并有明显的
压痛，在咀嚼或进食酸性食物时，
疼痛加重。流行性腮腺炎患者除了
腮腺部位肿痛外，大部分还表现为
高热、寒战、头痛、背痛等全身症
状。

患流行性腮腺炎需注意什么
流行性腮腺炎主要经呼吸道传

播，传染性极强，一旦孩子被诊断
为流行性腮腺炎，最好居家休息，
不要上学或去幼儿园；如果没有并
发症，大概一周左右可自愈，腮腺
肿大完全消失，可以解除隔离；如
果接触了流行性腮腺炎病人，需要
隔离观察3周。

另外，腮腺炎病毒除侵犯腮
腺外，还能侵犯神经系统及各种
腺 体 组 织 ， 引 起 脑 膜 炎 、 睾 丸
炎、卵巢炎和胰腺炎等，因此要

做好预防措施。
流行性腮腺炎的预防
1.预防流行性腮腺炎最经济、

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接种疫苗。国家
最新免疫规划儿童免疫程序规定，
幼儿应在 8 月龄、18 月龄各接种一
剂 麻 疹 - 腮 腺 炎 - 风 疹 联 合 疫 苗
（MMR），简称麻腮风疫苗。另外与
流行性腮腺炎病例密切接触的人
群，如果未接种过疫苗的，也应及
时接种含腮腺炎成分的疫苗加以预
防。适龄儿童在入托、入学之时，
家长一定要配合学校做好预防接种
证查验工作，如果孩子没有接种过
含腮腺炎成分的疫苗或接种剂次不
足，应尽快补种，以免影响正常入
托、入学。

2.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和生活
习惯，做到饭前便后勤洗手，打喷
嚏时捂住口鼻，并及时清洗双手。

3.在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时，尽
量不要带孩子到人群密集的场所。

4.经常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
气流通，同时多参加体育锻炼，增
强自身抵抗力。（了解更多疾病预防
知识，请关注“漯河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微信公众号。）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如何应对流行性腮腺炎

“冬病夏治”是我国传统中医药
特色疗法。即日起，市二院开始接受

“三伏贴”预约，7月16日正式开贴。
市二院开展“冬病夏治”已有近

20年时间，经验丰富、针对性强、安
全性高、配比合理、涵盖面广。该院

“三伏贴”采用现场调制，贴敷前，
医护人员为患者现场讲解注意事项并
答疑解惑，避免不良反应发生。

“三伏贴”的适应范围：
1.呼吸系统疾病：过敏性鼻炎、

慢性鼻炎、慢性鼻窦炎、支气管哮

喘等。
2.消化系统疾病：虚寒性胃病、

虚寒腹泻、胃肠功能紊乱、慢性消化
不良等。

3.妇产科疾病：原发性痛经、腺
肌症引起的继发性痛经以及宫寒、月
经不调等。

4.儿科疾病：小儿哮喘、慢性支
气管炎、体弱易感等。

5.风湿骨病：虚寒性的关节炎、
关节痛、骨质增生以及风湿引起的各
种颈、肩、腰、腿痛等。

6.软组织损伤疾病：如颈椎病、
腰腿痛、肩周炎、网球肘及其他一些
疼痛性疾病。

7.亚健康状态：如慢性疲劳综合
征、免疫功能低下等。

8.冬季特有的疾病：冻疮以及虚
寒怕冷者、入冬四肢冰凉者等。

贴敷时间：
头伏：7月16日～25日
中伏：7月26日～8月4日
中伏加强：8月5日～14日
末伏：8月15日～8月24日

市二院“三伏贴”开始预约

专家简介
朱 青 霞 ，

市 二 院 中 医 针
灸 科 主 任 ， 主
任 医 师 ， 在 国
家 级 杂 志 发 表
论 文 近 40 篇 ，
获 市 科 研 成 果
奖8项、市自然
科学奖2项，主

治中风偏瘫、截瘫及其后遗症、颈椎
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疾病。

在煎药时，有人认为中药汤剂煎
煮得越浓就会有越好的效果。其实，
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中药煎煮是
中药饮片中的有效成分不断释放、溶
解的过程，而当煎到饮片本身与药液
中的有效成分浓度平衡时，这种扩散
运动就停止了。此时如果再继续煎
煮，以求“又浓又少”，不仅药物内
的有效成分不会再释出，还可能使非
有效成分 （如树脂、树胶、色素等大
分子化合物） 不断溶出，这样会使药
液中有效成分因蒸发而减少，甚至在
过长的高温中遭到破坏，从而降低药
效。

此外，长时间煎药还容易煎煳，
过分浓缩的药汁会加重苦味，给患者
服药带来困难，服药后会产生恶心、

呕吐等副作用。
因此，为使中药发挥应有的效

力，要按常规煎煮一定时间，根据药
物的性质，解表药头煎沸后煎10分钟
～15 分钟，二煎 10 分钟；滋补药头
煎沸后煎 30 分钟～40 分钟，二煎 25
分钟～30分钟；一般性质的药，头煎
沸后煎 20 分钟～25 分钟，二煎 15 分
钟～20分钟，各种类型的汤剂均以煎
两煎为宜，汤药煎好后，应趁热过
滤、榨干，尽量减少药渣中煎液的残
留量。

含有易挥发成分的药物，如薄
荷、苏叶、藿香、佩兰等不需要浓
煎，在煎煮过程中为防止有效成分挥
发，必须盖着盖子煎；含有金银花、
菊花等清热药及砂仁、沉香等芳香类

药，也不需要浓煎。
有些补益药需要浓煎，但具体煎

到什么程度、用多大量，需要请中医
师根据病情确定，不可擅自加量或延
长煎药时间；有些含皂苷的中药，如
沙参、田七、牛膝、甘草、桔梗等药
物，在温度没有达到 100℃时就会开
始沸腾，出现“假沸”现象，如果此
时把药从火上拿下来，药材中的有效
成分没有充分溶解，药效就会受影
响，达不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在煎煮
中应加以注意。

每次煎好的药汁，滤取量皆不得
少于 180 毫升 （约一个碗的九分满）；
如果是煎给小孩子服用，由于剂量较
少，每次滤取的液量可酌减为 120 毫
升左右。 《中国中医药报》

中药汤并非浓度越高效果越好

本报讯（记者 刘彩霞） 6月30
日，市委卫健工委、市卫健委党组
在市二院举行迎“七一”表彰大会
暨党组书记上党课活动。

会上分别宣读了省委组织部、
省卫健委、市委组织部的嘉奖和表
扬通报及市委卫健工委的表彰决
定，鼓励受表彰的先进组织和优秀
个人继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并号

召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干部职工要以
先进典型为榜样，以实际行动维护
人民群众健康。

随后，市委卫健工委书记、市
卫健委党组书记曹江涛以“时代引
领卫健精神 发展凝聚健康力量”
为题，结合实际工作，为参会的
200 余名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精彩的
党课。

市委卫健工委、市卫健委党组

迎“七一”表彰先进

市中医院内二科团队。 市中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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