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冬季，家庭、办公场所及商
场、超市、影院等公众场合都开足了暖
气。人们长期处在温暖干燥的环境下，
不但会出现呼吸道疾病与皮肤疾病，还
会增加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

市中医院外二科主任彭金军介绍，
尿液能冲洗尿路，起到避免泌尿系统感
染的作用，正常人每天排尿量为
1500ml～2000ml，如果长时间待在暖
气房里，人的部分体液就会无形中蒸
发，致使尿量减少，难以正常洗涤和清
洁尿路，进而导致泌尿系统感染和尿路
结石的发生。

彭金军进一步解释，泌尿系统由肾
脏、输尿管、膀胱、尿道组成。肾脏通
过生成尿液以排出体内的代谢废物、多
余的水分及钠、钾、氯离子等生理物
质，从而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尿液
通过输尿管流入膀胱。当尿液在膀胱达
到一定量时，人就产生尿意。女性泌尿
系统感染的发生率比男性高。

“尿频、尿急、尿痛是泌尿系统感
染的主要症状，临床上习惯称为尿路刺
激症状。”彭金军解释，尿频是指排尿
次数增多，正常成年人每天日间平均排
尿4次～6次，夜间就寝后排尿0次～2
次。人的排尿次数和尿量受年龄、气
候、饮水量或是否患有糖尿病、肾功能
障碍等情况的影响。尿急是指患者一有
尿意即迫不及待地需要排尿，难以控
制，常与尿频同时存在。尿痛是指患者
排尿时感到尿道、膀胱和会阴部疼痛。

如果怀疑
自己患上泌尿
系统感染，需
要做哪些检查
呢？“尿常规检
查和肾功能检
查是临床常用
的检查方法。”

彭金军说，在治疗方式上，多选用抗生
素对症治疗。

彭金军提醒，泌尿系统感染以预防
为主，大家平时要多注意个人卫生，多
饮水，饮食上注意营养均衡，保持心态
平衡，同时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提高
对疾病的抵抗力。“还可以按揉照海、
太溪、三阴交等穴位，每天2次，每次
1分钟～2分钟，以达到滋补肾阴、润
燥的目的。”彭金军说。

市中医院提供

冬季警惕泌尿系统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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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彩霞
见习记者 潘潇添

脑卒中即卒中，就是人们常说的
中风。它发病率高、致死率高、致残
率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家
庭幸福指数。市六院神经内科依托医
院，积极建设卒中中心，提升溶栓治
疗效率，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

建设卒中中心
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自2019年7月市六院启动卒中中
心建设工作后，在该院神经内科全体
医护人员的努力下，建立了卒中规范
化诊疗流程，在确保院前、院内急救
无缝对接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区域内
卒中急救转诊网络建设，大幅缩短了
卒中患者入院、检查和治疗的时间，
并对患者进行药物管理、后期康复、
出院随访等全周期健康管理，为患者
提供个体化、规范化的综合诊疗和干
预服务，有效降低了卒中患者的致残
率和死亡率。同时，该中心加入了中
国卒中中心联盟数据管理云平台，定
期上报数据，持续提升卒中中心医疗
服务质量。

在该院卒中中心建设过程中，神
经内科主任段红霞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与汗水。从医22年来，段红霞始终投
身于脑血管病的诊疗、研究工作，先
后到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河
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一附院进
修，学习、掌握了国内外一流的新技
术、新理念。多年来，她带领团队医
护人员先后发表30余篇国家级论文，
参与市级科研成果5项，为卒中中心
的顺利建成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在全院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020
年6月，市六院卒中中心顺利通过中国
卒中中心联盟（CSCA）认证，中国卒
中学会、中国卒中中心联盟对该中心
授牌。这标志着该中心凭借过硬的卒
中救治实力和综合管理能力跻身国家
级卒中中心行列。

市六院卒中中心的建立，及时挽
救了一个个患者的生命。其中，该中
心接诊的首位患者至今令段红霞印象
深刻。该患者因脑血管堵塞，出现言
语不利、一侧肢体瘫痪的症状，经该
院急诊科绿色通道转入神经内科后，
段红霞第一时间接诊并为患者进行溶
栓治疗。9个小时后，患者便可下地
走动，其家属激动不已。目前，该中

心已成功对100多名患者进行溶栓治
疗。

开通绿色通道
为患者争取抢救时间

对卒中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
命。医护人员为患者进行溶栓治疗
时，不但要提前了解患者是否有禁忌
证，还要掌握患者的抢救时间。帮助
卒中患者抓住“黄金三小时”是该科
医护人员共同努力的目标。

记者走进市六院病房大楼，地面
上卒中中心绿色通道标识极为显眼。
从医院救护车接到疑似卒中患者开
始，该院卒中中心便为患者开辟了一
条生命的“绿色通道”：在送诊路上，
医护人员提前将患者情况上报医院，
同时与患者家属沟通，帮助家属提前
做好为患者进行溶栓治疗的思想准
备；患者到达医院后，在卒中中心医
生的陪同下，经绿色通道直接进入CT
室做检查，医生根据检查结果确定患
者符合溶栓治疗标准后，第一时间抢
救患者生命。

同时，该中心以多学科协作模式
为基础，打造了一支由神经内科、神
经外科、急诊科、影像科、检验科等
多个科室协作的卒中救治团队，科室
之间建立“一键呼叫”功能，值班电
话 24小时畅通并有医护人员随时待
命。急诊科在接到疑似卒中患者时，
将患者基本信息第一时间发至院内工
作群，相关科室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神经内科专家根据信息初步判断患者
病情，安排患者进行详细的影像检
查，为后续溶栓治疗做准备。在该中
心接诊的百余例卒中患者中，一位患
者从入院到用上溶栓药物仅用了16分
钟。

为进一步缩短溶栓治疗时间，该
院神经内科多次对院内相关科室医护
人员进行培训，强调卒中中心建设意
义，详细解读卒中诊治流程。经过培

训，院内工作人员对卒中及溶栓治疗
的知晓率明显提升。同时，该院针对
卒中患者坚持“先检查、先治疗、后
付费”的诊疗原则，并实行优先就
诊，最大限度避免患者错过最佳治疗
时间，使抢救成功率进一步提升，致
残率、致死率进一步降低，同时积极
改善患者预后，减少患者住院时间，
受到患者及家属的好评。

加强宣传教育
为患者普及卒中知识

近年来，市六院卒中中心不断升
级完善，实现了院前急救、院际转
诊、院内管理的智能化衔接。除了做
好本院工作外，该中心坚持“厚德博
爱、团结奉献”的管理理念，先后与
基层十多家医院签订联盟协议，为不
具备静脉溶栓条件的基层医院提供卒
中患者转诊服务，帮助更多卒中患者
及时接受溶栓治疗。

积极预防卒中非常重要。为了增
强群众的预防意识，市六院神经内科
在院内门诊、住院部电子屏上滚动播
放卒中防治知识，对就诊患者及家属
进行科普教育；在“世界卒中日”，通
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资料等
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卒中防治知
识；组织医护人员开展义诊活动，为
居民测血压、进行卒中风险评估，并
现场教授群众卒中康复手指操；定期
举办健康科普讲座，为脑血管病患者
讲解卒中防治知识。此外，该科医护
人员还多次到基层医院进行教学指
导、巡讲培训，帮助基层医生掌握卒
中急救措施。

谈及今后，段红霞表示，市六院
神经内科将不断优化卒中急诊救治流
程，并积极组织团队人员到上级医院
学习微创神经介入知识，为后续开展
介入取栓技术打下坚定基础，更好地
为脑血管病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保驾护航。

为卒中患者开启生命通道
——记市六院神经内科

卒中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
因血管阻塞导致脑组织损伤的急性脑
血管疾病。卒中发病急、病情进展迅
速、后果严重，可导致患者肢体瘫
痪、语言障碍、吞咽困难、认知障
碍、精神抑郁等，给个人、家庭和社
会带来沉重负担。卒中具有发病率
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
和经济负担高的“五高”特点，是威
胁我国国民健康的主要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之一。

卒中的症状主要包括突然出现的
口眼歪斜、言语不利、一侧肢体无力
或不灵活、剧烈头痛、恶心呕吐、意
识 障 碍 等 。 大 家 可 以 根 据 “BE
FAST口诀”和“中风120”识别卒中
早期症状，及时就诊。

“B”：Balance （平衡），是指患
者平衡或协调能力丧失，突然出现行
走困难；“E”：Eyes（眼睛），是指患
者视力突然发生变化，视物困难；

“F”：Face（面部），是指患者出现面
部不对称、口角歪斜；“A”：Arms
（手臂），是指患者手臂突然出现无力
感或麻木感，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

“S”：Speech（语言），是指患者突然
说话不清楚，不能理解别人的语言；

“T”：Time （时间）。“中风120”是
一种适用于国内的迅速识别脑卒中和
即刻行动的策略。“1”代表“看到1
张不对称的脸”；“2”代表“察看两只
手臂是否有单侧无力”；“0”代表“聆
（零）听讲话是否清晰”。如果有人出
现上述症状，则显示其可能出现卒

中，需要立即拨打“120”进行急救。
吸烟、不健康饮食、肥胖、缺乏

运动、过量饮酒等不良生活方式，都
会增加卒中的发病风险。卒中发生的
常见原因有患高血压、糖尿病、高血
脂等。其中，高血压是卒中的主要危
险因素，尤其是清晨血压异常升高极
易诱发卒中。研究发现，缺血性卒中
在清晨时段发生的风险是其他时段的4
倍，清晨血压每升高10mmHg，卒中
风险增加44%。

及时发现卒中的早期症状极其重
要。患者在发病后立即送达有救治能
力的医院或卒中中心，得到规范的治
疗，身体功能恢复的机会将增加，生
活质量也会明显提高。

卒中患者常存在各种后遗症，包

括肢体活动障碍、言语不清等，严重
影响日常生活。及时的康复治疗对于
脑卒中后遗症的恢复是至关重要的。
理论上来讲，只要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即可开始进行康复治疗，越早开展规
范的康复治疗，患者的预后会越理
想。 市健康教育所提供

把握卒中黄金救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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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结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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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又被称作前列腺肥
大，是中老年男性常见疾病之一。
夜尿次数增多是前列腺增生的早期
信号之一。如果男性以前不起夜排
尿，现在夜间排尿一至两次，可能
是前列腺增生引起的；如果起夜排
尿次数从两次增加到四五次，甚至
更多，说明病情加重了。

男性平时要留意以下症状：
1.出现尿急症状，并且不能憋

尿。
2.即使上厕所很久，还是感觉未

尿净。
3.排尿时需要等很久才能尿出

来，而且尿液呈点滴状。
如果这几种症状频繁出

现，要重视并及时就诊。不
过，良性的前列腺增生不是
癌症，也不会转化为癌症，
但是和前列腺癌的早期临床
症状相似。所以，患者一旦
出现排尿困难的症状，要尽
早去医院接受检查，不能大
意。 赵 勇

前列腺增生有哪些症状

■专家链接
彭 金 军 ，

市中医院外二
科主任，主任
医师。他是全
国优秀中医临
床人才、省五
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是省中
西医结合泌尿
外 科 学 会 委
员、省中西医

结合血管外科学会常委、市普外科学
会副主任委员。彭金军可熟练开展普
外科、泌尿外科、血管外科的多种复
杂手术，还可在腹腔镜下开展多种外
科疾病微创治疗术及前列腺汽化电切
术、膀胱肿瘤电切术，在治疗急腹症
方面有独到之处。

市六院神经内科医护团队。 市六院提供

吃降压药可有大讲究，吃对时间
很重要。人的血压是不断变化的，其
中最需要保护的就是夜间血压和清晨
血压。此外，由于睡前吃药稳定了血
压，交感神经反射在夜间就没有被激

活，血管就能得到更好保护和修复，
白天的血压就会更低、更稳定。所
以，如果白天血压没有特殊问题，建
议睡前吃降压药。

据《大河健康报》

降压药适宜什么时候吃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被称为坏胆
固醇，但是你知道为什么称它为“坏
胆固醇”吗？它“坏”在哪里？

胆固醇属于脂类，不溶于血液，因
此需要依靠运输工具，也就是载脂蛋
白，才能被转运到相应的组织中发挥作
用。胆固醇来源于两个途径：饮食摄入
（约20%）和肝脏合成（约80%）。血
液中的胆固醇和不同的运输工具结合，
形成不同的血脂类型。其中，乳糜颗粒
和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负责把胆固醇
运送到身体组织供应能量，而多余的胆

固醇，则会转化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也就是坏胆固醇。

如果坏胆固醇过多，容易在血管
壁沉积，形成脂质斑块，也就是动脉
粥样硬化斑块，斑块逐渐增大，将导
致血管狭窄，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一
旦斑块破裂，很可能形成血栓，导致
急性心肌梗死或者脑卒中等，甚至引
发猝死。

与坏胆固醇相对应的是好胆固
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
可以将肝脏以外的身体组织细胞中的

胆固醇运送回肝脏，使这些胆固醇被
转化、代谢并排出体外。因此，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被认为具有抗动脉粥
样硬化的作用，是冠心病的保护因子。

综上所述，坏胆固醇越低越好，
而好胆固醇则越高越好。对于正常人
来说，坏胆固醇理想水平应该低于100
毫克/分升，而好胆固醇应该高于40毫
克/分升。冠心病或其他动脉粥样硬化
性疾病患者，则需要视其心血管风险
的高低，来确定坏胆固醇的目标值。

坏胆固醇水平往往是缓慢升高的，

也没有明显症状，因此不易察觉。所
以，大家既要注重筛查，同时也要注意
预防导致坏胆固醇水平升高的因素。

在筛查方面，年龄段为20～40岁
的正常人群，应至少每5年检测1次血
脂；40岁以上男性和绝经期后女性，
应每年检测1次血脂；心血管病患者以
及高危人群，应3～6个月检测1次血
脂。在预防方面，应该避免摄入饱和
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尽量低盐低脂饮
食，每天进行有氧运动，维持健康体
重。 刘 健

坏胆固醇“坏”在哪里

“最美爱国卫生运动瞬间”获奖作品公示
文字类

序号 作品名称 题材 作者 作者单位 名次
1 《五律·爱国卫生运动歌》 律诗 王秋霞 漯河市生态环境局源汇分局 一等奖

2 《爱卫就在身边》 散文 李奕萱 漯河市实验中学 二等奖

3 《这个春天，我更爱白色的花》 诗歌 包广杰 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等奖

4 《香烟》 律诗 马永明 舞阳县委编制办 三等奖

5 《行走的誓言》 诗歌 李伟锋 漯河市临颍县黄龙学校 三等奖

6 《致环卫工人》 诗歌 陈猛猛 自由撰稿人 三等奖

7 《大美漯河 我爱我家》 散文 王学明 漯河市委组织部 优秀奖

8 《满城尽现扫帚花》 散文 陈洪涛 舞阳县吴城镇人民政府 优秀奖

9 《漯河乐呵》 诗歌 魏松根 漯河实验高中 优秀奖

10 《两代人的“创卫”日记》 散文 穆 丹 漯河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优秀奖

11 《隐阳赋》 赋 蔡军英 漯河市沙灃诗词学会 优秀奖

摄影类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名次
1 《洗澡》 杨 光 漯河日报社 一等奖

2 《齐心协力》 刘新新 漯河市园林绿化养护中心 一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名次
3 《家乡美》 田国宪 漯河市舞阳县妇幼保健院 二等奖

4 《巾帼示范岗》 胡鸿丽 漯河日报社 二等奖

5 《沙北污水处理厂》 焦海洋 漯河日报社 三等奖

6 《宜居》 李勇军 漯河医专二附院 三等奖

7 《风雨无阻》 刘可涵 漯河医专二附院 三等奖

8 《环保小卫士》 范子恒 漯河日报社 优秀奖

9 《关爱老年人生活 传播健康理念》 寇志强 漯河市民政局 优秀奖

10 《健身房消杀开业》 杨 光 漯河日报社 优秀奖

11 《午夜抗疫》 田国宪 漯河市舞阳县妇幼保健院 优秀奖

12 《“手”护孩子 守护健康》 何 柳 漯河市郾城区爱卫中心 优秀奖

视频类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名次
1 《爱卫同行有你我 共享健康好生活》 黄松涛 漯河市广播电视台 二等奖

2 《爱国卫生运动 我们在行动》 袁 琦 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等奖

3 《打通回家路，顺畅百姓心》 林梦雅 漯河市园林绿化养护中心 三等奖

4 《小手拉大手，争当禁烟小卫士》 康力文 漯河市郾城区许洼小学 优秀奖

5 《“手护”健康，从小做起》 楚媛媛 漯河市郾城区实验幼儿园 优秀奖

6 《清淤》 曹全岭 漯河市城市管理局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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