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市六院（市心血管病医院）收
治一名反复介入治疗的冠心病病人。该男
性患者38岁，以“间断心前区不适3年
余，再发7小时”为主诉入院。患者3年前
活动后突发心前区不适，胸闷伴大汗，到
市六院就诊后被诊断为急性前壁心肌梗
死，医生给予冠脉内溶栓治疗。1周后，
患者复查冠脉造影残余狭窄75%。因患者
较年轻，家属要求药物球囊介入治疗，术
后未再出现不适症状，带药出院。出院
后，患者未坚持口服药物，仍偶有心绞痛

发作，但未重视。入院前 7小时再发胸
闷、胸痛，伴喉部紧缩感及出汗，患者再
次到市六院就诊。肌钙蛋白检查和心电图
检查等结果显示，同样的位置再发血管狭
窄。医生考虑应该与患者依从性差、未按
时服药有很大关系。术后，医生给予口服
抗血小板、降脂稳定斑块、控制心率及血
压、预防心肌重构药物，并反复向患者强
调不能自行停药，要定期复诊。患者目前
依从性好，无不适。

冠脉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植入及球囊
（药物球囊）扩张是目前治疗冠心病的首选
方法，特别是对于急性冠脉综合征。但冠
脉介入治疗只是冠心病治疗的开始，术后
规范的药物治疗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对预防
冠状动脉硬化及血管再狭窄至关重要。做
好术后管理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坚持服药。推荐长期服用他汀类
药物，使低密度脂蛋白<1.4mmol/L，不
擅自停药。

二是运动康复。运动康复很重要，正
确的运动康复可以降低死亡率，降低血管
重建的发生率，减少相关功能障碍发生，

减少情绪异常。支架植入术后患者要长期
坚持运动康复。

三是健康生活。要保持健康生活、合
理膳食，控制总热量，减少胆固醇和盐摄
入，多吃蔬菜水果，戒烟限酒，改善睡眠。

四是控制危险因素。包括控制体重、
控制血糖、调节血脂、控制血压、心率管
理等。

五是定期复诊。出院1年内至少要复
诊4次，分别是出院后第1个月、第3个
月、第6个月和第12个月。

六是做好家庭自我管理。遵医嘱，按
时用药，平时注意监测血压和心率，并做
记录。观察用药不良反应，出现肌肉酸
痛、出血等异常现象，应及时就医。

赵 森

冠脉介入治疗术后的健康管理

■专家链接 赵森，漯河市六院（市心血管病医院）院长、心血管内科
主任医师，三级教授，中国心力衰竭学会专家委员，河南省心
电学诊疗中心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省医师协会首届心血管
内科医师分会委员、省卒中学会心血管分会第一届委员、省康
复医学会心血管病康复分会第一届专业分会委员，漯河市医学
会心血管专业分会、高血压防治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市心血
管内科学科带头人之一。她从医30余年，多次到北京朝阳医
院、北京安贞医院、湖南湘雅医院、郑大一附院等专修心内
科，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发表专业论文二十多篇，获得市科技
成果奖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七项。她擅长冠心病、急慢性心力
衰竭、各类心肌病、心律失常、高血压病、高脂血症及老年病
的诊治，参与并成功抢救急、危、重症患者上千例。她被评为
河南省中原健康卫士、市劳动模范、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获
漯河市五一劳动奖章。

小朋友出没草丛、灌木丛或树木繁茂
的地区要多注意蜱虫叮咬，游玩后及时
检查身体表面和衣物上有无蜱虫附着，
回家后最好能够及时洗澡，让蜱虫无处
藏身。

蜱虫又称壁虱、扁虱、草爬子、犬
豆子、八脚子，通常寄生在野生动物、
牛羊等动物的体表，出没于草丛中的宠
物狗也可能被蜱虫叮咬。一般呈红褐色或
灰褐色，长卵圆形，背腹扁平，不吸血时
蜱虫的体积只有芝麻到米粒大小，吸饱血
后的蜱虫圆滚滚犹如黄豆粒甚至更大。
每年5月至9月是蜱虫的活动高峰期。

蜱虫生活在草丛、灌木丛或树木繁茂
的地方及动物体表。登山、露营、采茶、

耕种、遛狗等都可能与蜱虫接触，也有人
在院子或社区里感染蜱虫。蜱虫一般寄生
在动物皮肤较薄、不易被挠到的部位，如
牛羊的耳朵周围、腋窝、乳房、腿根、阴
囊、肛周、尾根等部位。蜱虫是媒介生
物，常通过叮咬吸血传播病原体（病毒、
细菌、寄生虫），使人、动物患病，给人类
健康及畜牧业带来很大危害。

当然，并不是一旦被蜱虫叮咬就会患
病。一般蜱虫叮咬后可引起过敏、溃疡或
发炎等症状，多较轻微。有时，也可引起
严重疾病。蜱虫传播多种疾病，病毒病如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在我国新疆也
可能传播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细菌性
疾病如土拉菌病，又称为兔热病或野兔

热；螺旋体病如莱姆病；原虫病如巴贝虫
病等。如果能够早发现、早治疗，可显著
降低疾病重症率和病死率。

当我们不得不进入蜱虫栖息的环境
时，要做好以下防护，保护自己不被蜱虫
叮咬：穿长袖衣服，避免裸露皮肤；扎紧
裤腿或把裤腿塞进袜子或鞋里，防止蜱虫
从缝隙钻入；不要穿凉鞋，有效保护足
部；不要在草地、树木上晾晒衣物，防止
蜱虫附着；进入室内前认真检查，防止通
过衣物和宠物把蜱虫带回家。

无论在人体或动物体表，还是墙面或
地面发现蜱虫，都不要用手直接接触，更
不能挤破，要用镊子或其他工具夹取；如
不慎皮肤接触蜱虫，尤其是蜱虫挤破后的

流出物，要用碘酒或酒精做局部消毒处
理。如出现发热等不适，应尽快就医。

郭辽朴

户外游玩请注意蜱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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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链接

■本报记者 刘彩霞 通讯员 吴亚男
市医疗保障局充分发挥医保稽核对维

护基金安全的“拳头”和“利剑”作用，
创新举措，精准发力，全面提升基金监管
效能，牢牢守护人民群众“救命钱”。

推行网格管理，筑牢基金安全防线。
该局积极探索基金监管工作网格化管理新
模式，将监管延伸到定点医药机构“末梢
神经”。检查人员采用“单车＋徒步”的出
行方式，走遍全市定点医药机构，根据检
查足迹在电子地图上逐个标注点位，绘制
出《漯河市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分布图》，清
晰直观地展示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的数量
和分布情况，既为今后工作开展提供了科
学依据，又方便群众就医购药和办理医保
业务。同时，按照“属地管理、分类指
导”的原则，对辖区内二级以上市直定点
医疗机构、承担医保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
压实监管责任，督促自查自纠，提升医保
经办服务效能。为做好全面稽核，该局坚
持先点后面、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的原
则，较短时间内探索形成日常稽核、专项

稽核、重点稽核相结合的稽核“漯河模
式”，做到“公立民营一样查、大额小额一
起查、所有线索一律查”，实现定点医药机
构检查全覆盖，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基金监管网。

开展智能监管，增强基金监管效能。
该局依托智能监管平台，运用信息技术，
不断深化医保基金监管改革，确保基金安
全规范支出。专门成立智能审核小组，初
审、复审、终审岗位权限分离，做到智能
审核科学准确。组建专家库，充分了解违
规项目在临床中的实际应用情况，确保智
能审核公平公正。加强多方联动，对经办
人员开展智能监管平台操作培训，提升实
操技能。加强与运营公司沟通，确保智能
审核系统高效稳定。及时向省医疗保障局
汇报，实现对规则的动态优化，精准推送
医保违规线索。重点选取医保基金使用量
大、违规风险高的11家“双通道”定点零
售药店和2家按摩康复医院作为智能监控
场景子系统应用试点，加强远程监管和预
警防控，防范基金“跑冒滴漏”。

加强规范建设，提升基金监管能力。
该局着力实施依法监管，多元发力推进基
金监管全方位、规范化、精准化。在健全
稽核制度方面，印发《漯河市医疗保障稽
核手册》《稽核业务流程规范》《稽核案件
管理办法》《稽核检查文书范本》等，为
规范开展稽核工作提供制度支撑。加强自
身建设，抓住实践锻炼这一育人关键，通
过以查代训、传帮带、轮岗等形式，培养
一支高素质执法队伍。目前，市医疗保障
基金稽核中心14名同志已全员考取行政
执法证，为依法开展医保行政执法奠定了
基础。在检查初期，对定点医疗机构医保
运行情况开展横向对比分析，全面直观地

反映基金运行、工作推进和存在问题，为
行政执法提供第一手资料。同时，规范执
法程序，落实行政处罚案件法制审核制
度、行政处罚案件会审制度和重大复杂行
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制度，促使执法工作
走向规范化、法制化轨道。2022年，市
医疗保障局共稽核检查定点医药机构50
家，追回和拒付医保基金193.01万元，约
谈定点医药机构20家，暂停医保服务协议
1家；完成智能审核数据33013条，审出
违规费用196.02万元；成功办理了两起行
政执法案件，罚款44.67万元；对4家市直
医院作出行政处罚，有力打击了违法违规
行为。

精细化管理让医保基金监管更有力有效

《黄帝内经·素问·宣明
五气》 中提到：“五劳所伤，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
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意思是说，用眼过度会伤血，
在床上躺久会伤气，坐久了伤
肉，站久了伤骨，走得时间长
了会伤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医认为，很多疾病的产生并
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由
于我们长时间的不注意而引
起的。久坐伤肉，即经常长
时间坐着的人，缺乏锻炼，
容易发生肌纤维萎缩、肌肉
力量减弱，会影响人体的运
动功能。中医认为，脾主四
肢肌肉，如果久坐而不
活动，亦会使脾脏功能
受损，从而出现食欲不
振、消化功能下降、体质
虚弱等症状。

如果经常在办公室久
坐的话，最好多吃一些莲
子、山药、薏苡仁等食
物，坐三四十分钟后起来
走动走动更好。经常推揉
小腹周围的大肠俞、脾
俞、胃俞穴位或足三里穴

位，也有好处。足三里是足阳
明胃经的穴位，是强壮身体的
大穴，经常按摩有健脾和胃的
功效。

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久
坐会让肩颈部肌肉长期处于紧
张状态，可能导致颈椎生理
弯曲变直，形成颈椎病。久
坐会影响脊柱健康，坐下时
脊柱受到的压力比站立时还
大，可能导致腰椎间盘突出
和后背肌肉酸痛。久坐不动
会让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缓
慢、下肢静脉压力增高，可能
引发下肢静脉曲张或血栓。久
坐对内脏器官也有伤害。

聂如意

久坐的危害

高血压就是血管受到的压力持续增加
而产生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制订的高血
压标准是静息状态下不同时段三次测量血
压均大于或等于140/90mmHg。

高血压疾病会引起心、脑、肾、视网
膜病变，严重的会导致心肌梗死、脑梗
死、脑出血直接危及患者的生命。通常被
称为“无声的杀手”，因为绝大多数患者根
本没有任何症状。

引起血压升高的风险因素有很多，包

括年龄增加、遗传、超重或肥胖、缺乏运
动、高盐饮食、饮酒过多等。改变不良生
活方式，可以有效帮助我们管理好自己的
血压。

一是合理膳食。避免高盐食物，钠盐
可显著升高血压，增加高血压的发病风
险，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及瘦肉类、蛋类
食物，补充人体所需的维生素以及优质蛋
白质。控制体重，减少体内脂肪含量。

二是戒烟限酒。香烟中的尼古丁在吸

入人体后会导致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严
重时还会引起血管收缩以及痉挛，造成血
管壁的损伤，加速动脉粥样硬化。酒精会
使血管收缩，促使胆固醇、钙盐等物质沉
积在血管壁，进一步诱发动脉硬化，使血
压增高。因此，戒烟限酒可降低高血压的
发病风险。

三是适度锻炼。定期规范的体育锻
炼，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压、改善
糖脂代谢等。但对于老年人来说，最好选

择打太极散步或者快走的方式，每次活动
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提高心肌收缩率，
降低血管紧张度。

四是保持心态平稳。过度的心理反
应，尤其是负面的心理反应会显著增加患
心血管疾病风险。大喜大悲的情绪会出现
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的症状。患有高血压
疾病时，最好尽快去医院检查身体，按照
医嘱服药治疗。

耿丽群

控制高血压的方法

本报讯（记者 刘彩霞） 5
月 30日下午，河南省脑卒中
质控专家组莅临市中心医院
（漯河市第一人民医院、漯河
医专一附院），对脑卒中高危
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进行现场
检查指导。

脑卒中质控专家组成员听
取2022年脑卒中高危人群筛
查的工作汇报后，分组查看了
院外筛查项目完成情况及相关
文件资料。专家组通过与主管
领导座谈、查阅资料、核查院
外筛查干预数据、电话核实高
危人群的随访等方式，对质控
资料、项目实施方案、质量控
制、财务收支情况等进行了督
导。

在督导组反馈会上，质控
专家组对市中心医院扎实开展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与干预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也对不
足之处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整
改意见，并希望医院能够积
极发挥区域质控中心作用，
加强干预力度，加快脑血管
信息化平台建设，进一步加
强与基础医院的合作，圆满完
成工作任务。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
预项目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健康
促进工程。作为项目基地医
院，该院将在省、市卫健委的
统筹安排下，严格按照项目要
求全面开展工作，把老百姓的
健康放在首位，卒中防治专家
团队要深入筛查点做好技术指
导与质量控制，做好脑卒中高
危人群全流程管理，积极探索
新思路、新模式，切实发挥项
目作用，为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贡献力量。

省脑卒中质控专家组莅漯指导

随着宫颈癌发病年龄的不断下降，宫
颈癌患者中有生育意愿的比例不断增加。
越来越多的宫颈癌患者问：“得了宫颈癌
以后还能怀孕吗？”“宫颈癌手术能保留生
育功能吗？”

宫颈癌有哪些高危因素？宫颈癌的高
危因素包括高危型HPV持续感染、性生
活过早、多孕多产、免疫力低下等。高危
HPV持续感染会导致宫颈出现癌前病
变，甚至发展为宫颈癌，一般从高危

HPV感染到发展为宫颈癌，大约需要8
年的时间。有多个性伴侣，有早产、早
婚、早育等现象，也是宫颈癌的高危因
素。宫颈癌临床症状包括阴道分泌物增
多、阴道流血、疼痛、血尿、下肢水肿、
血便等。

宫颈癌患者是否可以怀孕？宫颈癌患
者是否可以怀孕、是否可以生育取决于宫
颈癌分期。宫颈癌患者如果能保留子宫，
则可以怀孕。宫颈癌处于晚期，肿瘤已经
无法治愈，一般不建议怀孕。宫颈癌需要

较大范围切除子宫以及进行放射治疗，对
子宫环境有损伤，此种情况一般不建议怀
孕。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宫颈癌早期筛查
手段比较完善，早发现、早治疗，手术更
易保留子宫，这类患者可以怀孕的概率较
大。

宫颈癌保留生育功能手术的适用范
围：患者小于45周岁，有保育意愿，无
临床不孕证据；肿瘤分期为IA-IB（肿块
不超过4cm）；病理类型为鳞癌、腺癌、
腺鳞癌；病灶<4cm，病灶局限于宫颈。

宫颈癌在早期病变较局限的情况下，
可通过手术及术后精准调理、术后辅助治
疗，使患者重新达到受孕状态，完成生
育。但患者应尽量做到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避免发展至中晚期失去做母亲的
权利。 杨少哲

得了宫颈癌 还能怀孕吗

5月 30日，全市2023年
免费婚前保健、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和增补叶酸项目培训班在
市妇幼保健院 （市三院） 举
办，60余人参加培训。

婚前保健、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及增补叶酸是优生优育的
第一关卡，也是保障母婴安
全、减少出生人口缺陷、提高
出生人口素质的首道防线。授
课人员围绕婚前、孕前保健项
目实施方案、常见疾病婚育咨
询指导、婚前孕前营养咨询与
优生咨询指导、弱精症治疗等

主题展开培训。为增强培训效
果，授课人员还进行了班前班
后线上问卷测试，保障全市婚
前、孕前保健各项工作扎实推
进。

市妇幼保健院还对婚前、
孕前保健相关项目2022年各
县区指标完成情况及2023年
第一季度质控情况进行反馈，
建议各婚前、孕前保健服务机
构尽职尽责，将婚前医学检查
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优生咨
询指导等服务有机结合，提供
优质高效个性化服务。 翟 晔

扎实推进婚前孕前保健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刘彩霞）
近日，2023年度河南医学科
技奖评选结果揭晓，市卫健委
推送、市骨科医院（漯河医专
二附院）申报的两个项目均获
得奖项。其中，杨冬松团队
《肘关节创伤及功能障碍诊疗
创新技术的临床应用》获二等
奖，李俊明团队《腕掌部“难
治性”骨折的治疗创新》获三
等奖。这是2020年我省首次
设立全省医学科技奖以来，市
骨科医院第三次获奖。

河南省医学科技奖由河南
省医学会设立，旨在奖励全省
医学科学技术领域有杰出贡献
的个人和集体，推动医药科技
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截至
目前，市骨科医院已获得省医
学科技奖6项，其中2020年李
俊明、刘雅普分别获二等奖、
三等奖各 1项，2022 年柴翠
萍、刘雅普分别获二等奖、三
等奖各1项，2023年杨冬松、
李俊明分别获二等奖、三等奖

各1项。
近年来，该院党委始终坚

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医院高质
量发展，站位全局，狠抓“医
疗技术提升、服务质量提升、
管理水平提升”工程，推进医
院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群众
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

近年来，医院科研平台建
设、科研立项、科技成果获奖
从数量到质量均实现了飞速提
升，科研工作已步入快速发
展轨道。目前，该院承担
省、市级课题 130 项，荣获
省级科技成果奖33项，承担
科技项目12个，其中市级创
新型团队 5 个、市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3 个、市级重点
实验室 3 个、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1个，2023年“河
南省数字与智能骨科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入选河南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建设名单，科研能
力进一步增强，夯实了医院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

市骨科医院专家团队
再获河南省医学科技奖

杨少哲，遗传
学硕士，漯河市中
心医院 （漯河市第
一人民医院、漯河
医专一附院） 产前
诊 断 中 心 副 主 任 ，
河南省医学遗传学
会青年委员、河南
省医学遗传学会产
前筛查与产前诊断
学组委员，曾在四

川大学华西二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
修产前诊断术，发表论文三篇，主持科研项目
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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