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腔是人体的重要消化器官，食
物的第一道消化程序便是从口腔开
始的。如果食物在口腔里没有被充分
咀嚼，就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同时，
如果不注意保持口腔卫生，可能引起
各种口腔疾病，最常见的便是龋齿。

口腔基础知识
人一生拥有两副牙齿：乳牙（20

颗）和恒牙（28～32颗）。
从6岁起，恒牙开始长出，乳牙依

次被恒牙替换；12周岁左右，乳牙替
换完毕。这一阶段称为替牙期。

牙齿不仅能咀嚼食物、帮助发
音，而且对面容有很大影响。由于牙
齿和牙槽骨的支持，牙弓形态和咬合
关系正常，才会使人的面部和唇颊部
显得丰满。当人们讲话和微笑时，整
齐而洁白的牙齿更能显现人的健康和

美丽。
健康口腔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制订的牙齿健康标

准包括以下几项：1.牙齿清洁；2.无龋
洞；3.无疼痛感；4.牙龈颜色正常；5.
无出血现象。

龋齿是怎样形成的
龋齿是由细菌、食物中的糖分、

脆弱的牙齿和时间共同作用产生的。
如果口腔不卫生，牙齿表面就会堆积
大量细菌。细菌在食物中糖分的帮助
下产生大量的酸，时间久了，酸会腐
蚀牙齿，造成龋洞，形成龋齿。

应该怎样保护牙齿
想要预防龋齿，拥有健康口腔，

展现自信笑容，就要坚持做到三个爱
牙好习惯：

1.早晚用含氟牙膏，正确刷牙

选用含有氟化物的牙膏，能有效
预防龋齿。儿童应该使用圆头、小
头、软毛的牙刷，成人应当选购直三
排、横六束、刷头小、刷毛柔软、刷
毛末端磨圆的牙刷。

正确刷牙可以去除细菌、食物残
渣，保持口腔卫生，从而预防口腔疾
病。刷牙要做到面面俱到，每次至少
刷牙2分钟，每天早晚各刷牙一次。

2.保持饮食平衡
注意平衡膳食，做到不偏食、不

挑食，多吃蔬菜和新鲜水果等纤维含
量高、营养丰富的食物。芹菜、胡萝
卜、白菜、苹果、大米、花生等都是
营养丰富、糖分适量、纤维含量丰富
的食物代表。

3.定期进行口腔检查
小朋友每半年至一年接受一次口

腔健康检查，大人则每年进行一次全
面的口腔检查。另外，咀嚼无糖口香
糖也可以保健牙齿，它能够刺激唾液
分泌，有助中和口腔酸性，清除食物
残渣，维护口腔微环境的平衡和健
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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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了解口腔知识 呵护口腔健康

不合格血液是指采供血过程中产
生的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血液及质
量控制不符合要求的血液。不符合国
家血液检测标准的血液包括ALT增
高、HBsAg有反应性、HCV抗体有
反应性、HIV抗体有反应性、梅毒试
验有反应性以及HBV、HCV、HIV
核酸检测阳性等。

常见的血液不合格情况有：1.献血
者的转氨酶浓度升高，谷丙转氨酶浓
度升高超过控制值。2.乙肝表面抗原携
带者、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丙肝抗
体阳性者、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
抗体阳性以及梅毒抗体阳性者，因为
这些疾病都可以通过血液而传播。

那么，不合格的血液怎样处置？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对不合格的血液
执行严格的报废、销毁制度，严禁不
合格血液发往临床或流入社会，以避
免不合格血液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造成危害。不合格的血液会用

专门的冰箱储存起来，经过审批才能
正式作废，并由专门的医疗废弃物处
理机构进行收集。报废血液装入医疗
垃圾袋后封好袋口，贴上医疗废物标
签，标签内容有科室、产生日期、类
别、包装人、重量、备注，暂时存放
于医疗废物暂存处规定位置。按照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规定，定期交由
医疗垃圾处理机构进一步处理。

吕 颖

不合格血液怎样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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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能看到东西，主要是眼
底视网膜感光细胞 （视细胞） 的作
用。黄斑区位于视网膜中心凹部，面
积只有针头大小，是感光细胞集中区
域。黄斑区是人能看到物体的关键部
位，一旦发生病理改变，感光细胞
（视细胞） 就会失去功能而致人失
明。黄斑变性是国际眼科界公认的最
难治的眼病之一。

眼底黄斑变性临床上分为萎缩型
老年性黄斑变性和渗出型老年性黄斑
变性，两者临床表现有所不同，病理
发展也不同。萎缩型老年性黄斑变性
的患者多在45岁以上，双眼同时发
病，视力下降缓慢；渗出型老年性黄
斑变性患者的视力会急剧下降。

眼底黄斑变性是一种慢性眼病，
可引起不可逆的中心视力下降或丧
失。老年性黄斑变性多发生在45岁以
上，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中老
年人平时生活中要注意避免造成黄斑
区损伤的因素，一旦视力出现改变或
视物变形，要及时就诊，明确病因及
诊治，保护好视功能。

漯河中西医结合眼科医院提供

什么是眼底黄斑变性
■专家链接

梁 振 华 ，
漯河中西医结
合眼科医院院
长 ， 市 第 六 、
第七届人大代
表，市知名中
医专家，河南
省健康促进会
委员。他是我
省较早采用中

西医结合诊治眼部疾病的专家之一。
他从事眼科临床工作30余年，在治疗
黄斑病变、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
眼底出血等方面有独到之处。

2 月 28 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
《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
共济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今年我省职工医保门诊医
保政策将迎来大变革。

我省要求，各个统筹地区4月底前
出台实施细则，6月底前全面启动实
施。

变革一：门诊看病能报销了
《意见》提出，各地要将多发病、

常见病的普通门诊费用纳入职工医保
统筹基金支付范围。起付标准按次设
定，原则上每次不超过50元。另外，
基层定点医疗机构不设起付标准；门

诊统筹规定有最高限额的，在职职工
年度最高支付限额1500元左右，退休
人员年度最高2000元左右。

《意见》提出，起付标准以上、最
高支付限额以下的政策范围内普通门
诊医疗费用，在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就
医的支付比例不低于50%，在二级及
以下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支付比例不
低于55%。

《意见》对退休人员的支付比例适
当倾斜，高于在职职工10个百分点，
如果参保人员办理家庭医生签约后，
在签约的基层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
诊医疗费用，支付比例在以上基础上

提高5个百分点。具体标准由各统筹地
区根据医保基金承受能力确定。

变革二：个人账户的钱可支付家
人看病费用

《意见》提出，在职职工个人缴纳
的基本医疗保险费计入个人账户，单
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统
筹基金；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由统筹基
金按月定额划入，划入额度由各统筹
地区根据实施改革上一年度基本养老
金月平均水平的2%左右确定。

调整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结构
后，增加的统筹基金主要用于门诊共
济保障，提高参保人员门诊待遇。

原本个人账户的钱只能给自己看
病用，将来，个人账户资金可用于支
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
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
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
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
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个人账户也可用于配偶、父母、
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本
人参加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等的个
人缴费。

需要提醒的是：个人账户不得用
于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
出。 据《河南日报》

河南职工医保将迎来“大变革”

门诊看病也能报销啦

饮食不调是引起胃病的重要因
素。胃具有对食品贮存、消化和运送
的功能。急、慢性胃炎是指各种原因
导致的急性或慢性胃黏膜的炎性变
化。临床常见的急性胃炎主要是单纯
胃炎、感染性胃炎。慢性胃炎有原发
性与继续性两种，原发性胃炎主要有
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肥厚性胃
炎等；继发性胃炎则主要继发于消化
性溃疡、胃癌、术后胃等。

急性胃炎一般指急性单纯性胃
炎。 急性单纯性胃炎指各种外在和
内在因素引起的急性广泛性或局限性
的胃黏膜急性炎症。根据病因的不同
可以分为急性外周性胃炎（急性单纯
性胃炎、急性腐蚀性胃炎、急性糜烂
性胃炎）和急性内周性胃炎（急性感
染性胃炎、急性化脓性胃炎）。临床
表现常因病因不同而表现不同，常见
的症状是上腹部不适、疼痛、恶心、
呕吐、吐血、便血等。

慢性胃炎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疾
病，以胃黏膜的非特异性炎症为主要
病理变化，根据胃黏膜的组织学改变
可分浅表性、萎缩性、肥厚性。临床
上共有症状为上腹部闷胀、疼痛、嗳
气频繁、泛酸、食欲减退、消瘦、腹
泻等。其中，最应引起注意的是慢性
萎缩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特
别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伴有肠腺化生
或有不典型增生者，胃癌发生
率比普通人群高，约有5%～
10%的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患
上胃癌，但萎缩性胃炎与胃癌
之间并无必须联系。而且，对
于胃黏膜的化生和不典型增
生，如果治疗得当，病变是
可以逆转的。因此，慢性萎
缩性胃炎患者定期复查非常
重要。

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治

疗，主要采用对症处理，同时避免服
用损害胃黏膜的药物。另外，改善胃
动力也是治疗的关键。此外，由于在
慢性胃炎发病中饮食因素占有重要地
位，因此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是防治
胃炎的关键。

总的来说，我们进食时做到以下
几点：细嚼慢咽，减少食物对胃黏膜
的刺激；饮食有节律，忌暴饮暴食及
食无定时；注意饮食卫生，杜绝外界
微生物对胃黏膜的侵害；尽量进食易
消化、富有营养的食物；清淡饮食，
少食肥、甘、厚、腻、辛辣等食物，
少饮酒及浓茶。 市六院提供

正确认识胃炎

拔牙后，如要使伤口更好更快地
愈合，就要了解伤口愈合的过程。拔
牙后导致的伤口出血，一般在30分钟
左右就会停止，并形成凝血块。凝血
块会把伤口保护起来，起到防止感
染、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随后，凝
血块会转化成新生的骨组织和牙龈组
织。一旦凝血块发生脱落，伤口就会
出现疼痛、感染和愈合缓慢等情况。
一般拔牙后7天左右，伤口达到稳定的
初期愈合状态，完全愈合则可能需要3
个月。那么，拔牙后，有哪些具体的
注意事项呢？

1.牙齿尤其是复杂的智齿拔除以

后，需要咬止血纱布30～40分钟，起
到凝血作用。如果止血纱布咬得时间
过长，凝血块可能会与纱布粘在一
起，当纱布被拿出以后，凝血块往往
会被带出来，伤口重新出血，影响愈
合。

2.在拔牙后的24小时内，不要刷
牙和漱口，以防止凝血块脱落，造成
伤口感染。

3.拔牙后的1天～2天，口水中会
有少量的渗血，此时不要把这些血和
口水吐出来，要咽下去。因为吐口水
的过程是一个负压的过程，可能导致
伤口严重出血，影响伤口愈合。

4.拔牙后48小时内，可以冷敷面
部，以减少血肿的形成；48小时后要
热敷，帮助血肿尽快地散去。

5.拔牙后的3天～5天，不要吃过
烫、过硬的食物；不要用有伤口的一
侧进食；饮食尽量清淡，不要吃辛辣
刺激的食物；不吸烟、饮酒。

我们前面的牙齿牙根较细且数
量较少，拔掉以后，牙龈和面部肿
胀程度会比较轻，一般会持续肿胀1
天～2天。后面的大牙牙根比较粗且
数量多，拔完以后，疼痛和肿胀可
能持续3天～5天。如果拔除的是复
杂的智齿，需要门诊手术拔除，那

么拔完牙后，疼痛和肿胀可能会持
续5天～7天。

市健康教育所提供

拔牙后的注意事项

■专家链接
胡掌朝，

市六院消化内
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他从
事内科临床工
作 30 余 年 ，
多次在国家级
医院进修，熟
练掌握内科各
系统常见病、

多发病的诊治，可开展无痛胃镜和
普通胃镜检查，擅长各种消化系统
疾病、肾病及血液病的诊治。

3月1日下午，市中医院健康宣讲义诊团专家走进漯河二中举办乳腺及甲状
腺健康科普讲座，并为全校老师免费做甲状腺彩超检查。 本报记者 刘彩霞 摄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纯水、
净水、软水有什么区别？水净化设备
的不同，净化出的水也有不同的特
点，根据净化的程度可分为纯水、净
水、软水三种水质。

纯水。纯水指的是不含杂质的
H2O。从学术角度讲，纯水又名高纯
水，是指化学纯度很高的水。反渗透
净水器将普通的水过滤后，得到的就
是纯水。

净水。相比较于纯水而言，净水
中其他物质的含量更为丰富，除了一
些有益矿物质，还有很多微量元素，
这些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人体健康大
有裨益。超滤机、纳滤机净化所得的
就是净水。

软水。一般来说，地下水和净水
大多属于硬水，水中含有过多的可溶

性钙镁化合物，一般家中的自来水也
会或多或少带有这种化合物，水垢就
是由此而来。而软水是相对硬水而言
的一种水，不含或含较少可溶性钙、
镁化合物。

大家可以根据不同水质的需求安
装不同的水净化设备。 朱建华

纯水净水软水的区别

晕厥是指突然发作的短暂意识
丧失，同时伴有肌张力的降低或消
失，持续几秒钟至几分钟自行恢
复，其实质是脑血流量的暂时减少。

市二院小儿心血管、神经、血
液科主任时雨介绍，血管迷走神经
性晕厥是小儿时期不明原因晕厥中
最常见的疾病，多见于学龄期儿
童，患儿表现为不能维持站立姿势
而倒地。若马上将患儿平卧或转移
到空气流通的地方后，患儿在较短
时间内可恢复正常状态，通常呈良
性过程，预后较好。患儿晕厥时间
常为数秒至数分钟，若意识丧失时
间长，可能会发生四肢抽搐现象。
患儿意识恢复后，可能仍存在面色
苍白、全身软弱无力、不愿讲话或
活动，或伴有恶心、打哈欠、过度
呼吸、心动过缓、头痛等症状。

市二院 （市儿童医院） 开展了
直立倾斜试验项目，利用直立倾斜
系统模拟晕厥发生时的条件，用于
晕厥、一过性意识丧失以及不明原
因的头晕、胸闷、心慌为主要表现
的诊断与鉴别，是一种新型检查方
法。该项试验过程需要持续一个多
小时，分四个步骤：平卧准备阶
段、基础直立倾斜试验 （60度倾斜
站立）、舌下含化硝酸甘油激发直立
倾斜试验（60度倾斜站立）、平卧恢
复阶段。整个过程中，会持续监测
患儿心电及血压。

“试验前需要停用一切影响自主
神经功能的药物至少5个半衰期以
上，试验前禁食、禁饮4个小时；试
验环境要求安静、光线黯淡、温度
适宜，以避免分散患儿的注意力，
同时，不推荐亲属在现场陪同。直
立倾斜试验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诱
发患儿晕厥，也可能诱发患儿抽
搐、短暂性失语等。因此，该试验

具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只要按照
正规的试验流程进行操作，该项试
验仍是很安全的。”时雨说，整个试
验过程中，会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守
护患儿。

时雨提醒，儿童出现反复头晕
或昏厥，要及时就诊，通过合理的
检查方法确定病因，才能对策治疗。

市二院提供

孩子昏厥要警惕

■专家链接
时 雨 ，

市 二 院 小 儿
心 血 管 、 神
经 、 血 液 科
主 任 ， 副 主
任 医 师 。 他
毕 业 于 郑 州
大 学 医 学 院
儿 科 学 专
业 ， 曾 在 武

汉市儿童医院进修心血管及儿童重
症监护室专业。时雨对儿科常见
病、多发病、急危重症及疑难杂症
的诊断与治疗经验丰富，尤其精通
对小儿各种先天性心脏病、心肌炎
及各种心律失常的诊断及治疗。他
获得市级科研成果奖 3 项，发表国
家级论文7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