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名 5 岁儿童因反复发
烧、不思饮食、尿量减少到医院小儿
消化肾病内分泌科门诊就诊。入院
后，医生发现该患儿精神萎靡，皮肤
和黏膜干燥、口唇干裂、牙龈红肿，
咽峡部及口腔黏膜可见多个疱疹，诊
断其为疱疹性口炎及脱水，立即给予
对症治疗。患儿住院5天后顺利出院。

疱疹性口炎是由单纯疱疹病毒所
致的皮肤黏膜疾病。单纯疱疹病毒是
疱疹病毒的一种，人体感染会引起皮
肤和黏膜组织疾病。

疱疹性口炎患者通常会出现发
热、疼痛等全身症状，因口腔疼痛，
患儿可表现为烦躁不安、啼哭、拒食
等，还可能出现口腔黏膜充血、成簇
小水疱、溃疡疼痛明显、流涎等症状。

如果发现有上述症状，一定要尽
快就医。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诊
断，并给出合适的治疗方案。

如何预防疱疹性口炎？
1.增强免疫力。平时要多运动，

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保证充足的睡
眠。

2.注意口腔卫生。养成饭后漱口
的习惯，避免使用刺激性漱口水。

3.合理饮食。均衡饮食，保证摄

入足够的营养。
4.避免接触传染源。避免与患有

疱疹性口炎的人密切接触，比如不要

共用餐具、水杯、毛巾等物品。
5.保持环境卫生，定期开窗通

风。 郭爱红

■专家链接
郭爱红，市二院小儿消化肾病内分

泌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她是河南省中
西医结合学会儿科分会消化、感染学组
委员，河南省医院协会儿童医院分会委
员。她先后在南京儿童医院、上海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
北京儿童医院进修。她从事儿科临床工
作二十余年，熟练掌握儿科常见病、多
发病的诊断及治疗，擅长小儿腹痛、呕
吐、腹泻、便血、消化不良、牛奶蛋白
过敏、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等消化系统疾
病的诊治，对遗尿等肾脏疾病有独到见
解，发表国家级论文十余篇。

什么是疱疹性口炎

王女士因体检时查出HPV（人乳
头瘤病毒）感染，所以特别焦虑，吃
不好、睡不好，担心自己得了宫颈
癌。医生耐心解释并叮嘱其定期检
查，最终王女士检查结果提示HPV转
阴。医生解释说病毒是被身体免疫系
统清除了。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每个HPV感染者都会发展为宫颈癌
吗？

首先要明确的是感染HPV并不一
定会发展成宫颈癌。HPV即人乳头瘤

病毒，是一种常见病毒。有数据显
示，80%以上的女性一生中至少会感
染一次HPV。然而，大多数（80%至
90%）HPV感染者可通过自身免疫力
在一年至两年内将病毒自动清除掉，
不会对身体造成长期影响。只有少数
女性（约10%）持续HPV感染或重复
感染，成为患宫颈癌的高危人群。即
使持续感染HPV，也可能需要漫长的
时间（10年至20年）才会发展为癌前
病变和宫颈癌。

专家提醒，宫颈癌可防可治。定

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和接种HPV疫苗是
预防宫颈癌的有效方法。如果HPV检

测结果为阳性，只是提示有HPV病毒
感染，不代表患有宫颈癌，不要过于
恐慌。患者一定要听从专业医生的建
议，密切随访或进一步检查，以便尽
早发现有无癌前病变或早期浸润癌。

张志龙

■专家链接
张志龙，市中心医院产科主治

医 师 。 他 从 事 妇 产 科 临 床 工 作 十
年，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可熟练掌
握各种妊娠期合并症、并发症的诊
治及产科急危重症的抢救，擅长复
发性流产、先兆流产、先兆早产、
宫颈机能不全的保胎治疗。

HPV感染者都会发展为宫颈癌吗

■本报记者 尹晓玉
2024年，市卫生健康委主动站位

全市工作大局，强化食医融合，以
《漯河市食品营养与健康产业高质量发
展行动计划（2023～2030年）》的有
效实施，推动我市食品行业向更安
全、更营养、更健康方向发展。

建强食品风险监测体系，筑牢安
全保障系统化支撑。持续完善食源性
疾病监测网络，建成覆盖市、县、乡
三级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点（位）和
覆盖79家哨点医院的食源性疾病监测
网络，完成全市所有公立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HIS系统与食源性疾病监测互
联互通。科学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制订涵盖市、县、乡三级监测点
的食品样品采集计划。创新开展预制

菜监测，获签国家预制菜监测委托项
目（省内唯一），开展我市预制菜专项
风险监测。

实施国民营养计划行动，提升
营养科普可及化水平。实施融合监
测行动，我市成功入选首批全国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营养监测融合试
点城市，学生膳食营养与食品安全
融合监测入选国家卫生健康委高质
量发展咨政项目 （全省唯一）。实施
营养能力提升行动，临床营养服务
机制和实施性研究项目入围国民营
养计划项目。实施营养知识普及行
动，举办临床营养学术研讨会，创
新开展营养主题宣传系列活动，提
升公众营养健康素养。

助推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培育产

业孵化多元化引擎。做好标准跟踪评
价，印发食品安全标准宣传材料、调
查问卷搜集建议和意见，并及时上报
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反馈平
台。积极推广食品数字标签，走进企
业开展数字标签专题访谈、食品数字
标签应用专题调研。拓宽科研合作领
域，助推省疾控中心与中原食品实验
室签订食品安全科研合作协议；促成

市中心医院与中原食品实验室签署共
建“成果转化基地”和共建“一基地
五中心”合作协议。

“2024年，我市成为全国第四个国
家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工作联系点。
2025年，市卫生健康委将继续以安全
和营养‘双轮’驱动，助力健康事业
与食品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市卫生
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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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1月8日召开的2025年全国中医药局长会议上获悉，2024年，我国约
90%的县设置县办中医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基本实
现全覆盖，中医药服务网络越织越密，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新华社发

市中医院胸痛中心

持续改进质控工作

郑大一附属院血管外科宋燕教授工作室
在漯河医专二附院揭牌

1月11日上午，河南省医师协会
外科医师分会基层医师能力提升培训
班（漯河站）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血管外科宋燕教授工作室签约揭牌
仪式在漯河医专二附院 （市骨科医
院、漯河市立医院）举行。

仪式上，漯河医专二附院党委书
记柴运洪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

管外科宋燕教授签订了人才引进协
议，共同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
管外科宋燕教授工作室揭牌。

随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
乳血管外科医学部主任宋燕教授及血
管外科苗仁英教授、杨博教授、付一
群教授、牛晓阳教授、刘卫萍教授、
刘玉峰教授，漯河医专二附院神经外

科副主任任振强教授、急诊外科副主
任张晓光教授、急诊外科程书强教授
等分别以 《颈动脉狭窄的指南解读》
《浅谈颈动脉狭窄的外科治疗一术式选
择的进阶之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腔内治疗策略及病例分享》《静脉曲张
的微创化诊疗》《VTE防控体系构建及
病例分享》《DVT的临床护理要点》

《颈动脉狭窄治疗体会》《颈深淋巴-静
脉吻合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下肢深
静脉血栓的诊治》等为题，为现场同
仁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此次通过搭建交流平台，双方将进
一步加强学术交流，共同推动豫中南地
区在血管外科领域的诊疗水平提升，更
好地为群众健康服务。 刘 旭 袁锦钰

碎片化睡眠危害大 碎片化运动效果好

碎片化睡眠≠片段睡眠

首先要分清楚碎片化睡眠与片段
睡眠。

有些人可能觉得如果晚上熬夜
了，白天补一觉就可以了。这种通过
午休或补觉来缓解睡眠不足的方式叫
片段睡眠，与碎片化睡眠不是一个概
念。片段睡眠只能解燃眉之急，不是
长久之计。

碎片化睡眠则是指在睡眠过程
中，由各种原因导致的睡眠中断，也
可以简单理解为夜间频繁醒来。这种

“醒来”与持续几秒、记忆并不深刻的
短暂“微唤醒”相比，能够非常明确
地意识到自己在某时某刻醒了，且再
次入睡会很费劲。碎片化睡眠本质也
是一种睡眠障碍。

众所周知，睡眠是免疫系统自我
修复和强化的重要时段。只有完整的
睡眠才能促使免疫系统产生更多的抗
体、细胞因子等免疫物质，从而更好
地抵御疾病。而睡眠一旦过于“碎片
化”，就会阻碍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
导致免疫力下降，增加各种疾病的发
生风险，特别是感冒等常见疾病。

另外，“睡眠碎片化”也会干扰大

脑对于学习和记忆信息的处理能力，
导致记忆力减退的同时还破坏正常情
绪，使人更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等。
尤其要注意的是“睡眠碎片化”会加
剧血压波动、加快心率，时间久了势
必会增加罹患心脏病、中风等疾病的
风险。

见缝插针式运动可延寿

“碎片化运动”仅从字面意思就很
好理解，是指利用短暂的时间“见缝
插针”式进行体育锻炼。这种运动方
式特别适合平时比较忙碌的人群，而

且可以融入日常生活的各个场景。只
需要简单的动作，就能达到一定的锻
炼效果。

运动不仅是提升生活质量的必备
条件，更是延长寿命的重要手段。所
谓的“碎片化运动”不单单指专门的
体育锻炼如游泳、跑步、健身操等，
而是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身体活
动，如通勤、做家务、相关休闲娱乐
等。

所以，再忙也不能完全忽略运动
的重要性。大家不妨将“快步走”锻
炼融入生活，可以随时进行。

据《北京青年报》

加强食医融合 助推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市卫生健康委特色亮点工作系列报道之二

1月8日，市中医院胸痛中心召开
质控工作会，全面总结2024年第四季
度胸痛中心工作情况，分析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改进措施，为今年的工作
奠定坚实基础。

会上，该中心协调员陈云对胸痛
中心的关键指标进行了详细分析，包
括D-to-B时间、首次医疗接触至心
电图时间、FMC-to-ECG （首次医
疗接触到心电图完成时间）、患者满意
度等，并通过对比国家标准与行业最
佳实践，明确了当前存在的不足及提
升空间，为改进措施的制订提供了数
据支持；急诊科主任李强就2024年第
四季度急诊科接诊胸痛病人情况作了
汇报和分析，并提出目前急诊科需要
解决的问题和持续改进计划；数据员

文贺丽就2024年第四季度胸痛数据填
报日常质控情况进行详细分析与反
馈，同时提出下一步数据质控的改进
措施；医疗总监张茜对具有代表性的
胸痛病例进行深入剖析，并围绕如何
优化急救流程、加强团队协作、提高
胸痛患者识别与转运效率等方面提出
改进措施。最后，该院副院长、胸痛
中心副主任委员闫丙川进行详细总
结，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改进措施。

市中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
质控会议不仅是对过去工作的总结，
还是对未来发展的展望。该院胸痛中
心全体成员将携手并进、不断进取，
为构建更加高效、安全的胸痛救治体
系而不懈努力。 朱晓晴

1月10日上午，市中医院医联体办公室组织健康宣讲团到源汇区东大街社区
举办以“预防脑血管疾病”为主题的健康知识讲座。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近期，流感等呼吸道疾病进入高
发期。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当前全国流感病毒阳性率上升，尤以
甲流多发。专家提醒，如遇流感应及
时就医用药，拖延治疗可能导致病情
恶化，引发并发症。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感染性疾病
科主任医师周倩宜提示，应抓住治疗
黄金期。流感病毒在感染初期会迅速
繁殖，感染后48小时内是治疗的黄金
时期。“这个阶段及时使用抗病毒药物
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减轻症状、
缩短病程。”

周倩宜说，流感若未及时治疗，
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引发中耳炎、

鼻窦炎、支气管炎、败血症等并发症
以及肺炎、心肌炎、神经性损伤等严
重并发症。特别是儿童、老年人、慢
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引发并发症的
风险更高。

周倩宜建议，一旦出现流感样症
状，如发热、咳嗽、咽痛等，应及时
就医，通过医生的诊断确认是否为流
感，以便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及
时使用抗病毒药物可以有效避免病情
加重，减少病毒传播。对于发热、头
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可以使用解热
镇痛药物，同时应注意药物搭配，避
免与其他含有相同成分的药物重复使
用，以免引起不良反应。 据新华社

患上流感勿拖延治疗

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常见病原体包括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和呼
吸道合胞病毒等。“流感是相对常见疾病，建议公众尽量以接种流感疫苗、加强
个人防护来预防。对于健康成人和儿童，不推荐‘预防性’服用药物。”北京协
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张弘说。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