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三川）近日，由
市功能医学学会主办，市中心医院
（市第一人民医院、漯河医专一附院）
承办的市功能医学学会年会暨市抗衰
老医学中心启动仪式在市中心医院举
行。

此次会议以“功能医学与抗衰
老”为主题，邀请了中国健康协会功
能医学分会副会长王树岩、河南省功
能医学分会会长李凤云等国内知名专
家莅漯讲学。市卫健委、市中心医院
相关负责人和全省百余位功能医学专
业人员参加。

随着全球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抗
衰老医学研究已成为医学界关注的课
题。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功能医
学、抗衰老医学的发展，不断加大专
业人才的培养和临床医学研究力度，
在功能医学和抗衰老医学领域进行了
新的探索。2019年7月，我市功能医
学学会成立，成为全国首家市级功能

医学学会。在功能医学学会基础上，
市抗衰老医学中心成立。该中心将一
种全新的预防保健服务理念引入我市
医疗服务领域，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下，实现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
维护为中心的转变，整合更多优质医
疗资源为更多适龄人群服务，将对改
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降低群众看
病负担，维护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的健
康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王树岩、李凤云分别以《功能医
学在抗衰老中的临床应用》《中国特色
的功能医学——功能医学和中医的结
合》为题作了学术报告。他们从衰老
的定义及抗衰老的目的、功能医学在
抗衰老中的理论基础、功能医学在抗
衰老中的临床实践、功能医学和中医
的整体观、功能医学和中医的治疗原
则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讲解了功
能医学指导下个性化抗衰老干预方案
的具体应用。

市抗衰老医学中心成立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彩霞
5月 9日上午，记者在市区人民

路001号献血屋里见到了百次献血者
张琴。“我老公最近工作忙没休息
好，要不是也一起来献血了。”张琴
笑着说。

“我父亲有时也会参加献血活

动，所以家人都知道献血对身体有
益无害，并支持我参与献血。”张
琴说，2015 年 11 月，在血站工作
人员的建议下，她开始献机采血小
板，每个月保持捐献 1 至 2 次。同
时，她还积极参加我市造血干细胞
集中采样活动。目前，张琴已经献
血 104 次，其中捐献血小板 190 个
治疗量。她多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
金、银奖。在张琴的影响下，她身
边的亲人和朋友也都积极加入无偿
献血的队伍。张琴的父亲因生病输
血也享受到了免费用血的相关待
遇。

“作为百次无偿献血者中的一
员，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只要
血站有需要，我时刻准备献血，支持
我市无偿献血事业。”张琴说。

只要有需要 时刻准备献血
——记百次献血者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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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拔牙后会脸肿，那么该热
敷还是冷敷呢？

专家介绍，拔牙后脸肿的主要原
因是麻醉和拔牙创伤。麻醉时，注射
针头容易刺破血管引起组织内出血，
特别是进行较深的注射时，很容易刺
破血管形成血肿，造成面部肿胀。拔
牙造成的创伤也容易导致面部肿胀。
拔牙会在牙槽窝、牙周留下小创口，
有创口就会出现血液、组织液渗出，
发生肿胀。

专家表示，不管是麻醉针刺造成
的面部肿胀，还是拔牙创伤造成的面
部肿胀，早期都是创口的血液、组织
液渗出，一般发生在创伤后1～2天。
面部由于血管丰富，更容易出现肿
胀。而3～4天后，创伤部位不再有血

液、组织液渗出，机体开始吸收渗出
物。因此，拔牙后冷敷、热敷的时间
段是不一样的。

术后1～2天属于渗出期，这时候
应采取冷敷以收缩血管，减少组织液
渗出，减轻肿胀。术后3～4天属于吸
收期，此时应该热敷以扩张血管，加
速渗出物的吸收。

总之，创伤早期需要通过冷敷减
缓血液循环速度，进而减少血液、组
织液渗出，减轻肿胀；而在创伤恢复
期，需要通过热敷加快血液循环速
度，以加快渗出物吸收速度，促进面
部肿胀消退。

专家提醒，不仅是拔牙，对于其
他创伤造成的肿胀，也应采取同样的
处理方法。 据《大河健康报》

拔牙后脸肿 冷敷还是热敷

为营造文明、健康、诚信、和谐的医疗环境，维护患者权

益，推动健康漯河更好发展，《漯河日报》 卫生健康版开通“天天

‘3·15’——携手共治 畅享健康”消费投诉热

线。您在接受医疗服务或药品、保健品销售服务

时，如有意见或建议，可拨打热线电话反映。

■专家链接
赵勇，漯河

柳 江 医 院 副 院
长、外科主任，
主治医师，擅长
肾、输尿管结石
等泌尿系统疾病
的微创治疗。他
是我市第一届、
第二届微创外科

专业委员会委员，市首届血管外科专
业委员会委员，市第二届、第三届显
微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曾先后在河
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省人民医
院、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修。

凡是发生在人体肾脏、输尿
管、膀胱、尿道部位的结石统称为
尿路结石。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被
称为上尿路结石。膀胱结石、尿道
结石被称为下尿路结石。尿路结石
的成分主要是无机盐和有机盐，大
部分为晶体。由于结石发生的部
位、病因、年龄、性别不同，预后
也有很大不同。

形成尿路结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饮水水质欠佳、进食动物
蛋白过多、先天性酶欠缺、长期卧
床、代谢异常、长期服用药物以及尿
路梗阻、狭窄、感染等。

尿路结石的主要症状为突发的
腰 、 腹 部 疼 痛 或 排 尿 疼
痛，伴有血尿 （多为镜下
血尿）。镜下血尿因肉眼不
可见，很多患者疼痛缓解
后认为没事而疏于就医，
结果结石越长越大，甚至
引起肾积水、感染，严重
的可导致肾功能衰竭、尿
毒症。 漯河柳江医院提供

尿路结石的症状

本报讯 （记者 杨三川） 近日，
市中心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漯河
医专一附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被
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工人先锋
号”称号。

去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市中心医院医护团队积极
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力以赴
应对疫情。该院医护人员主动请
缨，逆行出征，驰援武汉。其中，
与疾病救治紧密相关的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团队不辱使命、不负重
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
救治每一位患者，在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为夺

取疫情防控阶段性重大胜利作出了
突出贡献，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

疫情发生时，该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带头人李耀军临危受命，担任
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和该院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副组长、隔离病区救治中
心主任。他全程参与全市疫情防控决
策，指导设置医院预检分诊点、发热
门诊和我市隔离病区，认真制订发热
患者筛查流程，救治重症患者。2020
年春节前后，呼吸道疾病高发，该科
医护人员日夜坚守岗位，积极做好日
常门诊、住院病人的诊疗和护理工
作，保证疫情期间其他呼吸道疾病患

者得到有效治疗。
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是省医

学重点培育学科、中国肺癌防治联盟
肺结节诊治分中心、全省十大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中心之一。该科牵头成立
了市中心医院呼吸专科医联体、市肺
小节诊治分中心，并通过了国家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 （PCCM）规范化建设
三级达标单位验收，指导和协助多家
医院成功完成规范化建设，成功获批

“漯河市慢性气道疾病及康复工程中
心”。该科建成豫中南地区唯一一家
咳嗽实验室。

该科分为呼吸与危重症一病区、
二病区和呼吸重症监护病房，现有医

护人员76人，科室开放床位118张，
年出院患者 3200 多人次，年门诊接
待患者3.6万余人次。该科主要开展
慢性气道疾病、感染性疾病、肺癌、
间质性肺病、疑难病、急危重症等的
治疗，开设有戒烟门诊、睡眠门诊、
慢性气道疾病门诊、肺栓塞门诊、肺
癌门诊等，拥有支气管镜、内科胸腔
镜、肺功能仪、呼吸睡眠监测仪、24
小时胃酸监测等先进设备。近年来，
该科积极开展新技术、新业务，尤其
是内科胸腔镜检查、支气管镜下介入
治疗、硬镜下气管支架植入等技术，
填补了我市支气管镜下介入治疗领域
的空白。

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对大多数癌症患者而言，其生活
习惯是主要的致癌因素。比如，饮食
习惯不合理，新鲜蔬菜、水果摄入量
不足；缺乏运动，体重超标；不和谐
的家庭氛围，会导致家庭成员长期处
于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中，从而影
响人体内分泌和免疫系统，降低机体
免疫力，直接或间接诱发癌症。据统
计，通过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我国约
有45%的癌症可得到有效预防。

尽管良好的生活方式可以有效预
防癌症，但并不能完全避免。所以，
对癌症早诊早治显得尤为重要。要想
早诊断癌症，就要注意身体已经发出
的异常信号，例如身体浅表部位出现
异常肿块；体表黑痣和疣等在短期内
色泽加深或迅速增大；皮肤或黏膜出
现经久不愈的溃疡；持续性消化不良

和食欲减退；大便习惯及性状改变或
带血；持久性声音嘶哑、干咳，痰中
带血；听力异常；阴道异常出血，特
别是接触性出血；无痛性血尿，排尿
不畅；不明原因的发热、乏力；进行
性体重减轻等。

当身体出现可能与癌症相关的危
险信号时，应给予重视并及时到正规
医疗机构就诊。但是，我们平时也不
能完全依靠观察自身症状来发现癌
症，重要的是通过定期体检实现癌症
的早期发现。目前，可以通过以下检
查快速实现部分癌症的早筛：

1.食管癌：胃镜检查。
2.肝癌：抽血检测甲胎蛋白以及超

声检测。
3.乳腺癌：钼靶和超声检测。
4.肺癌：CT检查。45岁以上人群

建议每年筛查一次，长期吸烟者等高
危人群建议每半年筛查一次。

5.子宫颈癌：可通过细胞学检查、
高危型HPV的DNA检测进行筛查。

6.鼻咽癌：可通过血清EB病毒相
关抗体检测、鼻咽纤维镜等手段进行
筛查。

7.甲状腺癌：可通过超声、甲状腺
功能检测进行筛查。

8.白血病：可通过血常规、血生
化、骨髓穿刺等手段进行筛查。

无 论 是 预 防 癌 症 还 是 早 筛 癌
症，家庭成员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家庭成员之间要互相关
心，发现危险信号时，及时提醒其
尽快就医。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家
庭防癌的第一责任人。

市健康教育所提供

预防癌症 生活习惯很重要（三）

■本报记者 刘彩霞
见习记者 潘潇添

大家对抽血化验、彩超检查等体
检项目已不陌生，而中医体检，不少
人还是第一次听说。那么，什么是
中医体检？中医体检都有哪些项目？
近日，记者带着疑问到市中医院一探
究竟。

“健康管理是一种通过检测、分
析、评估和干预的方式，对个人或人
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管理的过
程。市中医院将中医治未病理念与健
康管理融合，率先在我市开设中医体
检项目，通过中医体质辨识、健康指
导、疾病早期干预等中医健康综合服
务，为广大市民的健康保驾护航。”市
中医院治未病·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张
秀红告诉记者。

市中医院治未病·健康管理中
心位于该院门诊4楼，分为中医体检
和西医体检两个区域。据了解，该
中心可为亚健康人群、慢性病患者
提供健康评估、诊疗服务，并为其
制订药膳食疗、情绪调节等个性化
调理方案，达到改善患者亚健康状
态、提高其生活质量的目的。该中
心整合中西医资源，加强中医药人
才培养，将中医治未病的特色优势
融入健康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形成
传统中医、现代医学与当代高新技
术结合的综合技术服务体系，有效
满足广大群众对中医药在养生保
健、治病防病等方面的新需求。

市中医院治未病·健康管理中心

成立以来，除了开展常规体检项目
外，还推出中医体检项目，深受广大
市民欢迎。记者走进该中心中医体检
区，看到其中一个诊室内摆放了多台
中医体质辨识仪。该仪器可为受检者
生成专属体质报告，使受检者进一步
了解自身体质。在另外一个诊室，医
护人员将一个特殊的敷贴贴在受检者
后颈部，操作经络分析仪探测笔在受
检者手指的穴位处采集生物电数值。

“该仪器是中医学与中药学领域的一种
科研仪器，它根据中医的人体经络学
说，通过探测人体十二经络的二十四
个穴位，观察人的整体健康情况。”医
护人员解释，该仪器会自动对比受检
者四肢穴位的生物电数值，结合中医
经络理论，分析每条经络所联脏腑情
况，自动生成经络信息数据采集报
告、经络脏腑辨证图表、失衡经络关
联病症及风险预测报告等。“同时，
系统自动匹配中医经典名方，为患者
制订个性化治疗方案。”该医护人员
说。

如果说中医体质辨识机是基础，
那么，中医四诊仪则是融合大量现代
科技成果以及众多中医专家的临床经
验，将中医舌诊、面诊、脉诊、问诊
整合在一起的综合仪器。中医四诊仪
借助高精度的传感器，可为体检者提
供健康状态辨识、疗效评估、慢病管
理等覆盖中医医疗与预防保健体系各
层面的技术服务，是中医“望、闻、
问、切”的集中体现。

“我们将中医治未病理念贯穿健康

管理的全过程。中医体检的优势是补
充西医体检在亚健康诊断和干预方面
的不足。”张秀红说，在中医诊断学理
论的基础上，该中心医生通过望、
闻、问、切对受检者的体质进行基本
的判断，再辅以中医体检设备的检测
数据，对受检者的身体状况做进一步
的分析并出具体检报告。该科中医学
博士将结合体检报告，为受检者提供
个性化保健服务，以达到治未病的目
的。

同时，市中医院治未病·健康管
理中心引进TMT医用红外热成像技
术，把人体的“寒、热、虚、实”数
据图像化，并运用中医体质理论，为
中医体质辨识、中医体质相关疾病的

防治、养生保健、健康管理等提供科
学依据。可以说，在中医治未病领
域，TMT医用红外热成像技术是现代
化的检测手段，具有权威性，能帮助
患者更好地检测自身的健康状况。

“健康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健康教
育、健康体检、健康评估、健康干
预、健康促进、健康监测等手段和途
径实现‘防大病，管慢病’。”张秀红
说，讲究整体、追根溯源、注重变
化、个性管理是市中医院治未病·健
康管理中心坚持的理念。该中心将继
续加大中医药专业人才引进力度，改
善中医体检环境，增加中医体检项
目，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中
医保健需求。

中医体检 未病先防
——记市中医院治未病·健康管理中心

市中医院治未病·健康管理中心。 本报记者 刘彩霞 摄

国家卫健委、人社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保护关心爱护医
务人员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将建立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的长效机
制，切实保障医务人员权益。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