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卫生误区要避开

■专家链接
张晓东，市二院副院长，副主任

医师。他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
届基层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心脏联
盟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
河南联盟第二届委员、中国老年保健
医学研究会晕厥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
员，河南省医院协会病案管理分会第
三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临床
路径与医保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河
南省灾难医学分会第一届委员，漯河
市中医药学会首届络病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漯河市医学会第二届健康
管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漯河
市医学会第二届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
常委。他参加工作近二十年，曾在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修心内科，具
有丰富的临床救治经验，擅长心血管
内科多发病、疑难病及危重症的诊
疗。他曾获国家级科技成果三等奖 1
项、省级科技成果三等奖 1 项、市级
科技成果二等奖 2 项，发表国家级、
省级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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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漫说漫说 闻闻

5月 11日，市卫生健康委主办，
市爱国卫生促进中心、源汇区卫生健
康委承办的漯河市2025年国际家庭日
暨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双
汇广场举行。市卫生健康委、市总工
会、市妇联、市爱卫中心以及源汇区
委、源汇区卫生健康委等单位相关领
导参加启动仪式。

本次宣传月活动主题为“普惠托
育 科学育儿”，活动时间为5月15日
至6月15日。

启动仪式现场，30余家备案托育
机构积极向群众介绍托育服务内容、

服务模式，并发放宣传彩页和托育服
务体验券，欢迎大家免费入园体验和
感受托育服务。

同时，市中医院专家为前来咨询
的市民提供免费体质辨识、儿童推拿
示范、四季养生咨询及慢性病调理建
议等服务；市妇幼保健院专家为婴幼
儿提供免费诊疗服务，包括婴幼儿生
长发育评估、照护要点讲解及亲子有
效沟通方法介绍等；市二院专家围绕
婴幼儿心肺复苏（CPR）、气道异物梗
阻等应急救护知识进行讲解；源汇区
妇幼保健院就医育结合等内容进行了

科普宣教；部分托育机构开展了亲子
律动操、爬爬赛、障碍行走、蒙眼猜
物等亲子游戏活动。

市卫生健康委将积极协同各相关
部门，多措并举，加快构建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
体系，不断开创家庭建设和托育服务
工作新局面，为建设幸福美好家园、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朱江磊 孙燕敏

国际家庭日暨托育服务
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市中心医院依托智慧急救系
统，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造“上车即
入院”的高效救治模式，将急救服
务端口前移至救护车上，实现从呼
叫急救到接受治疗的无缝衔接，为
患者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

某日18时许，我市北环路段发
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货车
与小轿车相撞，小轿车司机被困车
内，全身有多处开放性伤口，伴有
意识模糊症状。事故发生后，路人

第一时间拨打120。市中心医院急救
指挥中心迅速调度救护车前往现
场，随车医护人员立即与伤者家属
取得联系，通过电话远程指导家属
对伤者进行初步处置，稳定伤者情
绪。

院前医生到达现场后，根据伤
者受伤情况，在智慧急救系统建立
患者信息，将伤者生命体征数据实
时回传至该院创伤中心指挥大屏。
创伤中心专家团队远程指导院前医

生进行急救操作，并迅速对数据进
行分析，制订抢救方案，第一时间
通知相关科室做好抢救准备。与此
同时，院内接诊会诊医生将伤者信
息传至急诊科进行预检分诊，为伤
者快速办理入院信息，真正实现

“上车即入院”。
救护车送伤者到医院的途中，

智慧急救系统发挥核心枢纽作用：
一方面，将伤者的基本信息、生命
体征、伤口影像等数据同步推送至
多个相关科室；另一方面，根据伤
者伤情，联动院内各科室做好接诊
准备。创伤中心医生通过系统提前
研判，确认伤者存在骨盆骨折、肝
脾破裂风险，立即通知手术室做好
相关准备，并安排多学科团队在急
诊复苏室待命。救护车抵达医院前5
分钟，急诊复苏室已完成设备调
试、药品准备，多学科专家团队已

就位。救护车驶入医院专用通道
时，等候的医护人员迅速将伤者转
运至复苏室。交接过程仅耗时 90
秒，实现了“患者未到、信息先
到、医生先到”的高效衔接。

依托智慧急救系统前期传输的
完整数据及现场准确诊断，该院专
家团队立即为伤者进行紧急手术。
从路人呼叫120到伤者进入手术室，
全程仅用时45分钟，较传统急救模
式缩短近60%的时间。

经过3个小时的手术，医生为伤
者成功止血并完成骨折固定。伤者
生命体征趋于平稳，目前术后恢复
状况良好。

下一步，市中心医院将持续优
化智慧急救系统功能，加速推广

“上车即入院”模式，用科技力量守
护群众生命健康。

市卫生健康委供稿

编者按：
年初以来，全市医疗机构聚焦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问题，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充分运用新手段、新技术、新模式，打通

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堵点、痛点、难点，推出一系列惠民生、暖民心的改革举措，持续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即日起，本报将对全市医疗机构“便民就医强能
力”典型案例进行陆续报道，敬请读者关注。

市中心医院依托智慧急救系统

打造“上车即入院”模式 高效救治创伤患者

如何为孕产妇提供更加优质、
全面的护理服务是医疗行业关注的
焦点。市中心医院依据相关行业标
准，倾力打造“五心合一”护理服
务品牌，为服务群体提供全流程、
高品质的护理服务。

入院前，爱心服务模式开启。
该院选派工作5年以上的护理人员为
孕妇提供“一对一”的单间预约服
务，满足其个性化需求。同时，由
护士长、母婴护理专科护士及新生

儿护理骨干组成专家团队，依托
“豫健护理到家”微信小程序，为孕
妇提供精准、专业的“一对一”指
导，真正做到“未入院先关怀”。

入院时，舒心服务随即展开。
为缓解孕妇的紧张情绪，责任护士
主动帮助她们熟悉科室环境，细致
交待注意事项，并及时为孕妇测量
生命体征、监测胎心，第一时间将
相关情况反馈给医生。同时，开展
专业评估和医护协作，为孕妇制订

个性化护理方案，全方位增强孕妇
的安全感。

生产前，贴心服务细致入微。
为了帮助新手爸妈更好地适应角色
转变，护理人员为准妈妈提供专业
的母乳喂养指导，切实提高母乳喂
养成功率，同时为准爸爸、准妈妈
精心设计实操模拟课程，详细教授
更换纸尿裤、包裹襁褓等实用技
能。针对不同分娩方式的孕妇，护
理人员还为其定制个性化的产前宣
教内容，帮助她们有效消除对生产
的恐惧。

生产后，暖心服务全面周到。
护理人员从多维度呵护产妇和新生
儿健康，对产妇家属进行健康宣
教，帮助他们更好地照顾产妇和宝
宝；开展床旁穴位按摩乳房护理，

有效解决产妇在母乳喂养过程中遇
到的各种难题；为剖宫产术后行动
不便的产妇提供“爱心小背包”（内
含产后护理用品），并助力她们下床
活动，促进身体快速恢复；密切关
注新生儿黄疸、血糖等情况，并及
时对新生儿进行预防接种和疾病筛
查。此外，护理人员还鼓励准爸爸
以写信的方式表达对伴侣的爱和感
谢，并可凭借信件换取宝宝脚印
卡，留下珍贵而美好的回忆。

出院后，温心服务持续延伸。
主管医生和责任护士会根据产妇个
体情况开展宣教工作，并做好居家
康复指导。出院后7天内，护理人员
通过电话或微信对产妇进行随访，
针对产后不同时期的生理心理变化
给予专业指导。 市卫生健康委供稿

编者按：
今年5月12日是第114个国际护士节。为展现我市护理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彰显新时代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与人文情怀、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

用，即日起，市卫生健康委在本报开设专栏，陆续刊发全市优秀护理服务案例，深入挖掘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优质护理服务、护理创新等方面的典型做法
和感人故事，系统展示我市医疗机构在提升护理质量、保障患者健康方面的典型做法和先进经验，激励广大护理工作者以先进为榜样，立足岗位、敬业奉
献，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推动我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中心医院

“五心合一”护理服务护航母婴健康

5月9日下午，市卫生健康委（市
疾控局）主办、市中医院脊柱健康中
心承办的2025年青少年脊柱健康工作
培训班在市中医院开班。全市5家青
少年脊柱健康中心主要负责人和技术
骨干以及市疾控中心脊柱健康工作相
关人员二十余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采用实地观摩+整改落
实的形式进行。市中医院青少年脊柱
健康中心主任冯自威带领参会人员实
地观摩了该中心的管理运行模式，并
进行现场讲解和互动交流，向全市同
行展示了从筛查评估、诊疗干预到健
康宣教的全流程标准化服务体系。观
摩人员纷纷表示，市中医院的经验为
全市脊柱健康工作提供了可复制的样
板。

在整改汇报环节，市中医院、市
中心医院、市骨科医院等医疗机构负
责人依次汇报了2024年度青少年脊柱

健康工作质量评价整改成果。市中医
院儿科副主任医师白红丽在汇报中重
点提出四项创新举措：一是优化中心
工作制度体系，确保管理更加科学高
效。二是强化专业人才梯队建设，定
期开展技能培训。三是联合学校、社
区开展立体化科普宣教，增强公众健
康意识。四是深化多机构协作，构建

“预防—筛查—诊疗—随访”一体化服
务网络。这些务实的举措充分彰显了
市中医院作为承办方的责任担当与创
新引领。

在总结点评中，专家们高度评价
市中医院不仅是全市脊柱健康工作的
标准化典范，还为行业树立了高质量
发展新标杆。各中心要以此次培训为
契机，持续推动筛查诊疗规范化、随
访管理精细化，同时深化医防融合，
推动青少年脊柱健康服务提质增效。

朱晓晴

心脏病是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
问题之一。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除
了必要的药物治疗和定期随访外，可
以通过减盐、减油和控制体重改善心
脏病患者的健康状况。

高盐饮食是导致高血压的重要因
素之一，高血压则是心脏病的主要风
险因素。长期摄入过多的盐会导致体
内钠离子过多，进而引发水钠潴留，
加重患者心脏负担，增加心脏病发作
和中风的风险。

如何减盐？使用香料、香草、柠
檬汁等代替盐来调味，逐渐减少盐的
用量，适应低盐饮食；薯片、方便
面、腌制品等加工食品通常含有高量
的盐，应减少食用；购买食品时仔细
阅读食品标签，选择低盐或无盐产品。

高脂饮食，尤其是高饱和脂肪和
反式脂肪的摄入会提高血液中的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导致动脉粥样
硬化，进而增加心脏病风险。

如何减油？以橄榄油、菜籽油等
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油类代替动物油
和部分氢化植物油；选择蒸、煮、烤
等更健康的烹饪方式；每天烹调用油
量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建议使用带
刻度的油壶来帮助控制。

超重和肥胖是心脏病的重要风险
因素。多余的体脂，尤其是腹部脂
肪会加重心脏负担，增加高血压、高
血脂等风险，进而促进心脏病的发生
和发展。

如何控制体重？保持饮食均衡，
摄入足够的蔬菜、水果、全谷物和瘦
肉，并控制糖分和加工食品的摄入。
根据个人情况选择适合的运动方式，
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
氧运动。定期监测体重，设定合理的
减重目标，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饮食
和运动计划。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
如定时定量进餐、保证充足睡眠、减
少压力等。

心脏病患者在进行减盐、减油和
体重管理时需要进行综合管理，包括
定期监测血压、血脂和血糖等指标，
并根据医生建议调整治疗方案。同
时，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至关重
要。患者可以通过设定短期和长期目
标、寻找支持团体、记录健康日志等
方式来增强自我管理能力。 张晓东

“两减一控”守护心健康

近年来，中药奶茶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消费新宠，一些商家更是打出“减脂
瘦身”的旗号吸引有减重需求的消费者。对此，中医专家提醒，一些食药同源
物质对减重有帮助，但一般而言，通过喝奶茶减重不可取。 新华社发

市中医院举办
青少年脊柱健康工作培训班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我
们生活中的一些习惯看似卫生，实际
上并不能保证身体健康。

误区一：用免洗手消毒液替代流
动的水洗手

免洗手消毒液含有杀菌成分，有
一定消毒效果，但消毒成分往往具有
一定刺激性，可能造成皮肤过敏反
应。尽量用流动的水洗手，配合使用
肥皂或洗手液，认真清洗指尖、掌
心、手腕各个部位，时间不少于 15
秒。如果不具备洗手条件，对醇类免
洗消毒剂过敏者可选择季铵盐等其他
有效的非醇类手消毒剂替代。

误区二：95%的医用酒精比75%
的医用酒精消毒效果好

用 95%的医用酒精不但不能提

高消毒效果，而且会因为浓度过高
影响最终消毒效果，并造成一定的
浪费。75%的医用酒精能够杀灭病
菌，是因为它能够渗透至微生物内
部，破坏微生物蛋白质和遗传物
质，从而达到杀灭效果。而浓度过
高的 95%的医用酒精会导致病毒表
面蛋白质快速凝固变性，形成一层

“保护壳”，使得酒精无法继续深入
内部，影响杀灭效果。

误区三：用白酒消毒碗筷
一些人常用白酒来擦拭碗筷，以

为这样可以达到消毒的目的。其实，
医学上用于消毒的酒精含量为75%，
而一般白酒的酒精含量在56%以下。
用白酒来擦拭碗筷，消毒作用并不能
保证。

误区四：用毛巾擦餐具或水果
我们生活中所用的自来水都是经

过净化、消毒处理的，用自来水冲洗
过的餐具及水果基本上是洁净的。毛
巾上会附着大量细菌，用毛巾擦拭餐
具或水果会造成二次污染。如果想去
除餐具或水果上的水渍，建议放在沥
水架上，让其自然沥干。

误区五：每天用化学消毒剂消毒
居家环境

日常情况下，家庭应以卫生清洁
为主、以预防性消毒为辅。每日做好
居家环境的清洁卫生和自然通风，衣
服、被褥要经常清洗、晾晒。如果需
要进行预防性消毒，要谨记以下几
点：不可直接使用消毒剂对人进行消
毒；不使用高浓度消毒剂作预防性消

毒；严格遵循消毒产品说明书使用，
严禁超范围使用。

误区六：不对手机进行消毒
手机是病菌的“大本营”。手机最

好定期消毒。平常用的消毒湿巾就能
很好地对手机进行消毒。但值得注意
的是，手与手机需要同时清理，避免
二次污染。同时，避免使用厚重的毛
绒手机壳。这类手机壳本身就容易为
细菌提供更多的藏匿空间，随着气温
升高，会为细菌快速繁殖提供“优良
环境”。 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