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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戊戌年二月初六

标题新闻

本报讯（记者常 娟）3月15日，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通报2017年医疗
机构病理室间质评情况，全省共81所
医疗机构派选手参加快速冰冻切片
现场测评，77所医疗机构合格，通过
率达95.06%。

2017 年度医疗机构病理室间质
评共包括Her-2免疫组化、EGFR（表
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突变检测（血
液样本、组织样本）、快速冰冻切片、
细胞学、免疫组化5项。其中，Her-2
免疫组化飞行检查、EGFR基因突变
血液样本检测室间质评均为国内首
次。

Her-2免疫组化飞行检查：检查

对象为全省已开展免疫组化的三级
医院及部分二级医院病理科。检查
分三年进行，其中 2017 年检查 17 所
医院。河南省病理质控中心派出 3
个专家组前往各医院，调阅病理科
Her-2 免疫组化切片（乳腺癌 30 张、
胃癌30张），计算受检单位判读结果
与专家组判读结果的一致率；发放空
白测试片（乳腺癌5张、胃癌10张），由
受检单位进行Her-2免疫组化染色，
分别由受检单位病理医师、专家组
判读结果，计算一致率，11 所医院
通过检查。

EGFR基因突变检测室间质评：
全省共 31 所医疗机构参与 EGFR 基

因突变组织样本检测，27所医疗机构
通过检查；15所医疗机构参与EGFR
基因突变血液样本检测，8所医疗机
构通过检查。

细胞学室间质评：河南省病理质
控中心共收到134所医疗机构的684
张玻片及每个医疗机构提供妇科
TCT（液基薄层细胞检测）低度病变、
妇科TCT高度病变、胸水、腹水沉渣
细胞块切片及其对应涂片各1张，结
果发现，133所医疗机构通过，占参评
总数的 99.25%；而免疫组化室间质
评，全省共83所医疗机构参与，76所
医疗机构通过检查，占参评总数的
91.57%。

本报讯（记者刘 旸）卢氏县2018年
2月的统计数字显示，自2016年以来，全
县对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返贫情况进行了
6次调查，成立了94个服务团队，针对高
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定制精准服务包，
开 展 签 约 活 动 ，贫 困 户 签 约 率 达 到
100%。

卢氏县是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河南
省“三山一滩”扶贫工作重点县，全县辖
19个乡镇、352个行政村（其中贫困村110
个），贫困户16302户，贫困人口50633人，
贫困发生率 15.25%。目前，通过 6 次调
查，卢氏县已对因病致贫返贫人员建立

健康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卢氏县按照
“三个一批”要求，突出重点人群和重点
病种，分类施治。

与此同时，卢氏县进一步健全了贫
困人口医疗保障制度，在县域范围内确
保医保全覆盖，财政对贫困人口医保缴
费每人补助30元，对未参保贫困人口进
行全面调查，逐户动员，使参保率达到
100%；2017年1~9月，全县民政医疗救助
4089 人次，发放医疗救助资金 326.1 万
元；为全县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购买人
身意外险。同时，卢氏县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支付方式改革，有效控制医药费用
的不合理增长。

此外，卢氏县还完善了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完成 6 个乡镇卫生院建设项
目，累计建成标准化卫生室 183 所；邀
请上级专家开展学术讲座 7 期，培训医
务人员 1080 多人次；落实对口帮扶政
策，组织医疗专家开展“组团式”医疗支
援服务，县直医院专家分包乡镇卫生院
开展帮扶工作。卢氏县进一步提高了
公共卫生服务水平，采取有效措施控制
慢性病危害因素，降低慢性病发生率，
被命名为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2017 年，累计为 1785 名孕妇建立围产
期保健卡，发放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
补助 69.39 万元；为适龄儿童发放营养

包，免费婚检，免费产前筛查、新生儿
疾病筛查。

截至目前，卢氏县已全面推行“先
诊疗，后结算”和“一站式”服务模式，设
立扶贫病床，减免相关医疗费用，对住
院治疗的贫困患者医保补助后的合理
自付费用进行减免；向全县所有贫困户
发放健康保健工具包 2 万套，落实“精
准识别、分类施治”的健康扶贫各项惠
民政策。

■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在北京闭幕。习近平发表重要
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
作报告的决议等。会议经表决，通
过了监察法，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
以公布。栗战书主持会议并讲话。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等出席会议。张德江、俞
正声、张高丽等在主席台就座。

国家“十三五”科技
重大专项技术研究项目

在南阳启动
本报讯（记者杨 须）3月19~22日，国家“十三五”重大科研

专项——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潜伏感染干预技术研究课题启
动培训会在南阳举行。此课题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
预防控制中心牵头，河南省、湖南省、重庆市共同实施，旨在通过
调查干预肺结核病原学阳性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探明结核杆菌
潜伏感染、发病及其影响因素相关数据，评估预防性治疗等干预
措施，为国家结核病防控策略和措施的改进实施提供依据。

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所、南阳市卫生计生委、南
阳市结核病防治所的相关专家，以及南阳市14个县（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所、传染病医院）主任（所长、院长）、分
管主任（副所长、副院长）、结防科长、实验室主任近百人参加了
培训会。会议由南阳市结核病防治所所长李明虎主持。

在培训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张慧就课题背景、组织实施、课题目标月考核指标、研究
内容、质量保证、进度安排等内容进行了讲解。张慧指出，此次
重大课题的实施，对国家结核病防控基础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对河南省的科学研究及防控能力水平提高也具有十分积
极的促进作用。

此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赵飞
博士、张灿有博士在会上分别针对指示病例（被结防机构确诊
的涂阳肺结核患者）及家庭环境调查问卷、密切接触者调查问
卷，数据在线录入管理系统展示等进行授课；河南省疾控中心
结防所主任医师要玉霞、南阳市结防所副所长赵一红等专家分
别就密切接触者相关调查流程及内容、指示病例相关调查流程
及内容（从可疑症状者检查开始）、预防性服药及不良反应的监
测与处理等进行授课。会后，全体参会人员还参加了相关技术
技能考核等。

漯河确定2018年
五大工作重点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黄红亮 纪雨辰 谷东方）3月19
日,漯河市卫生计生委召开全市卫生计生工作会，旨在全面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强化责任担当，开拓进取，提高站位，放大格局，统
一思想，明确任务，全面开启新时代健康漯河建设新征程。

据介绍，2018年，漯河市各地要坚持“一个方针”，围绕“两大目
标”，打好“三场战役”，强化“四种能力”，“实施五大工程，做到五个争
先”，全面开创卫生计生工作新局面。坚持“一个方针”是贯彻新时代
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
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围绕“两大目
标”，即：全面推进健康漯河建设；继续完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打好“三场战役”：即打好民生工程攻坚战；打好安全稳定保卫战；打
好健康扶贫持久战。强化“四种能力”建设：一是转变作风，强化工作
执行力；二是用好人才，强化队伍战斗力；三是搞好督查，强化目标导
向力；四是抓好宣传，强化舆论感召力。

漯河市卫生计生委要求，各地要“实施五大工程，做到五个争
先”。即：实施健康促进工程，疾病预防全省争先；实施综合医改工
程，制度建设全省争先；实施学科建设工程，区域医疗中心全省争先；
实施行风建设工程，医疗服务全省争先；实施智慧医疗工程，信息化
建设全省争先。同时，各地要以健康漯河建设为主线，以深化医改为
抓手，强力推进健康促进、综合医改、学科建设、行风建设、智慧医疗
五大工程，力争在疾病预防、制度建设、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医疗服
务、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走在全省前列。

“ 在 住 院 的 第 四
天，我从 20 时 30 分一
觉睡到第二天 6 时 30
分，醒来后我觉得闻到
了下过雨的森林的味
道。天哪，能睡觉真是
太幸福了！”曾饱受失眠
之苦的李女士回想起这
场如人生盛宴般的酣
眠，眼睛都明亮了。

没有失眠过的人，
很难体会到失眠者的
痛苦。不就是睡不着
吗？可以省出时间干
多少事儿啊！可是，在
李女士看来，失眠就像
黑洞，吞噬了她对生活
的所有感情。

61 岁的张先生是
在4天前来到河南省精
神卫生中心治疗失眠
的。“如果是刚入院那天
你来问我，我根本不会
搭理你，那时候我已经
5 天没合眼，没办法跟
人做任何交流。”经过几
天的治疗，他在药物和
理疗的帮助下可以入睡
了，除了面色还很憔悴
外，与人沟通交流已经

没有困难。失眠的痛苦让他心有余
悸，他决心用尽一切办法治好失眠。

其实，一两次的失眠不可怕，但
长期失眠却会带来很多的疾病，比如
提高躯体疾病的患病风险，如中风、
哮喘、癫痫、免疫力下降、炎症、肥胖、
糖尿病、高血压病、心脏病等；提高精
神疾病的风险，如抑郁症、焦虑症等；
影响心理活动，如工作或学习效率下
降、记忆力减退、判断力下降。影响
免疫力。

若非失眠带来的巨大痛苦，大概
不会有人因此住院。河南省精神卫
生中心睡眠医学科主任徐亚辉介绍，
失眠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
和心理行为治疗。国内外失眠治疗
指南一致推荐：心理行为治疗是失眠
的首选治疗方法。失眠的心理行为
治疗可以浓缩为五字要诀，即：上、
下、不、动、静。严格按照五字要诀进
行调整，就可能治愈失眠。

徐亚辉说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
于以下要素：

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
钟”。如何养成良好的睡眠节律呢？主
要是通过固定的上床、下床时间进行训
练。每日坚持同样的上床、下床时间，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己的内在“生物
钟”了。对于失眠的患者，专家建议上
床时间为22时30分，下床时间为5时
30分。

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
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越大，
就越容易入睡、睡眠越深。因此，不
管晚上睡眠质量好与坏，白天既不能
补觉也不能午睡。如果白天补觉或
者午睡，就会减少睡眠动力，导致失
眠。同时，也不能赖在床上做与睡眠
无关的事情，如躺床上看手机、看电
视、看书等。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
睡眠动力。运动尽量在白天进行，睡
前2小时应避免运动。“乐眠操”是比
较理想的增加睡眠动力的运动方式，
推荐失眠患者每日练习。

1%的受访者睡眠质量很好；
69.4%的受访者睡不着觉或睡眠质

量不佳；
超过六成“90 后”成为失眠重度患

者；
在全球范围内，77%的成年人试图

以某种方式改善睡眠……
睡眠是关系到公众身心健康和幸福

的重要因素，被称为健康晴雨表和生命
的第五体征，更是当今社会尤其是医学
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但由于工作压力
大、生活节奏加速等原因，一夜安眠似乎
成了不少人的奢侈品。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处于睡
眠状态，睡眠不好到底会带来哪些危害
呢？失眠又与哪些疾病息息相关？2003
年，中国睡眠研究会把世界睡眠日正式
引入中国，引起了国人对睡眠重要性和
睡眠质量的关注。

睡眠不好会让人变丑？

睡眠不好会让人变丑。想必大多数
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几个晚上不睡觉
后，皮肤蜡黄，眼睛浮肿，出现皱纹和黑
眼圈。是的，当你没有获得充足的睡眠
时，身体就会释放出更多应激激素皮质
醇。过量的皮质醇会分解皮肤中的胶原
蛋白，而这种蛋白质的功能正是保持皮
肤光滑而富有弹性。一份来自伦敦睡眠
学校的报告也显示，每天减少 2 小时睡
眠就会给人的外表带来严重影响：细纹
和皱纹的数量上涨45%，斑点的数量上
涨13%，眼睛变红变浮肿，皮肤变得松弛
下垂。此外，手机、电脑、电视等会产生
光污染，对人体视觉、大脑造成刺激，进
而影响睡眠。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睡眠不好还会
给人体带来疾病，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3月16~18日，河南
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分会成立暨
首届河南省睡眠医学学术大会在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行。在大会

上，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
任医师顾平介绍说，失眠常伴发焦虑等
心理精神障碍，不仅使患者失眠症状加
重，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还会对疾病的
预后造成严重影响，甚至会导致自杀等
严重不良后果。然而，目前临床医生对
失眠患者焦虑症状的识别、诊断和治疗
率均较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睡眠不足还会导
致患者抑郁。相关研究显示，失眠患者
发展成为抑郁症患者的概率比没有失眠
者高达5倍之多。长期睡眠障碍还会导
致全身多个脏器损害，是引发慢性疲劳
综合征、高血压病、冠心病、糖尿病、脑血
管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使中风危险增
加4倍，肥胖症、癌症危险陡增。

这些疾病会降低睡眠质量？

卒中是常见、多发的疾病，睡眠障碍
性呼吸（SDB）已经被列为新的卒中独立
危险因素。临床数据显示，卒中患者睡眠
障碍高发，严重影响康复、生存质量和预
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
长赵敏还列举了一组数据：失眠患者较正
常睡眠患者显著增加卒中风险1.75倍；失
眠患者的卒中患病风险比非失眠者高
54%；50%以上的卒中患者存在睡眠障碍。

“这样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
并不仅仅存在于卒中和睡眠中。”赵敏介
绍说，在失眠与高血压病的关系中，失眠
会使高血压病的发病增加风险2.5倍以
上；卒中患者的抑郁及心理因素可导致
失眠，而失眠又能进一步加重抑郁情绪；
长期或间断失眠均为焦虑和焦虑障碍的
独立危险因素，焦虑症患者具有更差的
睡眠质量和日间功能。

换言之，失眠既可以是症状，又可以
是独立的疾病，常常与其他躯体疾病或
精神障碍共存。比如失眠与焦虑，鉴于
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越来越多的
临床观点支持将两者的共存视为两种独
立疾病的共存情况，并且需要对患者进

行综合治疗。

怎样才能“美美地睡上一觉”？

50 多岁的许凡（化名）20 多年来都
不曾睡个好觉，入睡困难、无睡意甚至彻
夜难眠让他身心俱疲，间断服药治疗却
效果不佳，后来找到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脑病医院副院长张怀亮就
诊。张怀亮以滋阴泻火、和胃安神为治
法，方用封髓丹加味（黄柏30克，麦冬15
克，枸杞子15克，木瓜15克，砂仁21克，
夜交藤30克，炙甘草15克）。服药20天
后，许凡的睡眠质量就好很多了，情绪正
常，入睡基本正常。

“失眠，中医称之为不寐。许凡属于
相火妄动、扰及心神的情况。相火妄动
上扰，心神失其宁谧，则不寐作矣。”张怀
亮认为，治疗失眠，应从君相火进行辨证
论治。

失眠，是睡眠障碍的一种。据郑州
市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孔德荣介绍，包
括失眠、发作性嗜睡病、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等疾病在内的睡眠异常状况，都属
于睡眠障碍，即不能入睡或者不能够持
续睡眠的异常情况。

最近，一种失眠治疗新技术——“新
数羊·正念睡眠”引人关注。据了解，这种
方式能够提升患者的专注力和觉知力，促
进身心放松与和谐统一：失眠患者容易入
睡，睡眠效率明显提高；靠用药入睡的患者
开始了由“依赖药”到“少服药”“不服药”的
转变；一些工作繁忙、身心疲惫、睡眠不佳
的朋友参与练习后，获得美好体验。

医学专家提倡，人们每天保证 6~8
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并建议成人每天不
要晚于 23 时入睡。此外，保持卧室安
静、空气流通；床垫软硬适中，选择高度
为9~15厘米的枕头为最佳，被子不要太
重或太厚；睡前不喝浓茶、不宜用餐，养
成睡前用温水泡脚的习惯；避免穿紧身
衣裤入睡，睡姿最好选择向右侧卧睡，也
有助于高质量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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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对贫困人口精准签约服务到户

医务人员
为前来咨询的
群众讲解如何
做睡眠监测。
3 月 21 日是世
界睡眠日，河
南省精神卫生
中心睡眠医学
科的医务人员
走上街头，为
新乡市民普及
睡眠相关疾病
的防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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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不好到底有多可怕
本报记者 索晓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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