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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正确育人方向 弘扬医学人文精神
省卫生计生委举办首届住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人文骨干师资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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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紫癜：虽是常见病，却不可小觑
——走进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儿童医院）

本报记者 尚慧彬 冯金灿 常 娟

河南将严重精神障碍
纳入医保门诊慢性病管理

全省卫生计生系统
法治建设工作获肯定

本报讯（记者史 尧 通讯员史 蕾）11月
26日，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七五”普法
中期调研汇报座谈会上获悉，河南卫生计生系
统法治建设工作效果明显，受到了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七五”普法中期调研组的肯定。

近年来，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先后在全国卫
生计生法治建设工作会议和医疗机构法治建
设会议上介绍经验；2015~2017 年连续 3 年在
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
法治建设年度考核中荣获优秀等次，今年被评
为全省依法行政工作先进单位，受到了河南省
人民政府的通报表彰。

近年来，围绕“七五”普法工作，省卫生计
生委强化保障措施，夯实普法基础，建立健全
决策制度和风险评估机制，并成立以委党组书
记、主任任组长，委班子其他成员任副组长，机
关处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七五”法治宣传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法制处具体负责普法日常工
作，定期研究法治工作，依法集体研究决策。
结合工作实际，省卫生计生委研究制定了《河
南省卫生计生系统法治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
规划（2016~2020年）》，明确了“七五”普法活动
的主要目标任务、重点内容、对象和保障措施
等，制定检查评估方案，并建立健全法治宣传
员队伍。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坚持做好领导干部集
中学法和系统重点人员集中学法工作，狠抓医
疗机构工作人员法治学习宣传，加强卫生计生
监督人员学习培训；全面学习宣传依法治国重
要精神，积极开展扫黑除恶法治宣传活动，坚
持开展安全生产法治宣传工作。

为了落实普法责任制，省卫生计生委对新
颁布的《中医药法》和新修订的《医疗纠纷预防
和处理条例》等专业法规进行了广泛宣传和系
统学习，不断创新普法方式方法，不断加强法
治文化建设。围绕夯实依法治理基础工作，省
卫生计生委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深入推
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工作，组织开展执法案卷规
范活动，积极开展示范单位（点）创建工作，全
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持续开展“亮剑
行动”和“卫监行动”。

在宪法学习宣传方面，省卫生计生委提高
政治站位，成立宪法学习宣传实施领导小组，
加强党组学习宣传宪法的引领，领导带头学习
宣传宪法，及时安排组织本级学习培训和系统
学习宣传，并通过多样化宣传形式，在全省卫
生计生系统中努力形成遵守宪法、敬畏宪法、
捍卫宪法、执行宪法的氛围，提高对宪法法律
知识的知晓率和认知度。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今年年底
前，河南将6种严重精神障碍全部纳
入当地门诊慢性病管理范围，并简化
审批手续，优化服务流程，方便患者
就医……日前，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卫生计生委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严重精神障碍门诊
慢性病管理的通知》，提高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的医疗保障水平，切实减轻
患者的负担。

今年年底前，各地要将精神分裂
症、分裂情感性障碍、持久的妄想性
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
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
滞伴发精神障碍等 6 种严重精神障
碍全部纳入当地门诊慢性病管理范
围；鼓励各地探索对严重精神障碍的
门诊诊疗实行按人头、按病种等付费
方式，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支出。

同时，河南还要求简化审批手
续，优化服务流程。各级医保经办要
简化严重精神障碍门诊慢性病审批

程序，缩短审批时间，实行按月申报，
确保患者及时享受门诊慢性病待
遇。患者提交具有精神障碍诊疗资
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
或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办公
室（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项目办）
出具的在管证明后，可直接纳入门诊
慢性病管理范围，不再要求患者出具
住院病历等材料。

门诊慢性病管理定点机构原则
上选择县级精神卫生专业机构或具
备相应资质的综合医院为定点医疗
机构，暂不具备条件的可以选择市级
定点医疗机构。定点医疗机构负责
患者诊疗、结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等，并配合当地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
疗工作办公室（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
理项目办）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综
合管理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
过巡诊等方式将服务延伸至乡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方便患者
就医。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11 月
28 日，河南省高校艾滋病防控联
盟成立大会暨2018年校园艾滋病
防控培训班在郑州举办。河南省
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黄红霞参会并
讲话。

当前，河南省艾滋病防治形
势依然严峻。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全省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
染 者 和 艾 滋 病 患 者 58821 人 。
2018 年 1~10 月，新报告 5009 例，
与2017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0.7%，
新报告病例持续增加。性传播特
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传播已经成
为主要的传播途径。青年学生感
染人数不断增加（2018 年 1~10 月
新报告青年学生134例，去年同期
为 101 例，增加了 32.7%）。因此，
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刻不容缓，
责任重大。

据介绍，河南省高校艾滋病
防控联盟由河南省高校艾滋病防
控指导部门和学生社团组成，要
求联盟高校切实承担起艾滋病防
控主体责任，加强与防控专业部
门的沟通合作，切实做好学校艾
滋病防控工作。

黄红霞在会上表示，近年来，
河南省针对学校艾滋病疫情形
势，不断加强艾滋病防控工作，卫
生、教育相关部门建立联防联控
工作机制，定期会商、分析疫情、
通报工作进展情况；持续推进大
中专院校新生入学自愿检测咨询
工作，每年有十几万名大学生主
动接受艾滋病抗体检测，且检测
人数逐年增加；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的学校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
育，连续6年将“世界艾滋病日”宣
传活动主会场设在高校；每年发
放100多万份宣传资料，用于新生
入学艾滋病防治知识教育；开展
大学生艾滋病防治动漫大赛、“美
好青春我做主”红丝带健康大使
校园行等系列宣传活动。2017年5月，来自确山县的11岁

男孩小龙入住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河南中医药大学
一附院）。当时，他是一名新月体比
例超过60%的急进性紫癜肾患者，已
经出现急性肾衰，入院时全身水肿严
重，每日尿量不足正常人的1/10，呕
吐不断，精神很差，行走困难。在该院
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近一个月后，小
龙的肾功能恢复正常，目前已经正常
学习和生活一年多了。

小龙接受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
式是作为国家中医儿童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一
附院（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儿童医院）
对过敏性紫癜和紫癜性肾炎的个体
化治疗。据了解，每年都有数千名严
重的紫癜患者从全国各地来这里接
受这种疗法。更少的激素使用，更少
的身体损伤，让中西医结合治疗紫癜
成为患者的首选。

过敏性紫癜并非过敏性疾病
认清实质很关键

“我要澄清一个概念。很多人
都认为过敏性紫癜是一种过敏性疾
病，其实不是。这是一种因过敏因
素导致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全国名
中医、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原儿
科医院院长丁樱说，“这种认识误区

让不少基层医务人员没有进行正确
治疗，导致患者病情延误，出现严重
后果。”

据丁樱介绍，过敏性紫癜现在已
经成为儿科的多发病，也是疑难病，
其发病率约为万分之八。很多家长
对过敏性紫癜不太熟悉。其实，过敏
性紫癜多发于 3~12 岁的孩子，一般
表现为皮疹、关节肿痛、胃肠道症状、
肾脏损伤等，最典型的症状是皮肤出
现红色疹点，常分布于下肢，皮疹呈
对称性分布，触之有感，压之不褪色；
部分患儿伴有不同程度的关节肿痛、
腹痛；重者出现便血、呕血现象，或合
并肠套叠、肠穿孔，如果得不到及时
正确的治疗，就会损害肾脏功能，出
现尿血、蛋白尿。

“过敏性紫癜容易反复发作，往
往会对儿童的健康造成很大威胁。
其发病机理是免疫复合物的沉积在
血管壁造成血管损伤，与变态反应有
关，并以广泛的小血管炎症为病理基
础。”丁樱说。

很多人把紫癜当成过敏性疾病，
认为检测一下致敏原可以明确过敏
物质，就可以防止过敏性紫癜了。对
此，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儿科医学
部主任翟文生表示，过敏性紫癜是风
湿免疫性疾病，其病理改变为IgA（免

疫球蛋白 A）血管炎，过敏只是过敏
性紫癜的诱因之一，很多患者查不到
致敏原。目前，致敏原检测技术尚不
过关，检测结果不准确，能够检测的
致敏原种类有限，只能检测部分致敏
原，而且过敏性紫癜的致敏原种类可
能会随着机体状态的改变而变化。
大量临床资料显示，大多数过敏性紫
癜是由感染后导致机体免疫紊乱造
成的。准确地讲，致敏原检测的结果
只能提供一点儿参考，对诊断和防治
过敏性紫癜的意义不是很大。

中西医结合疗法
可以把紫癜肾发生率降到8.7%

在儿科病房，记者看到一个患儿
布满紫红色斑点的双腿。初次见到
这么多密密麻麻的红疹子，让人不禁
心头一紧。这就是一例严重过敏性
紫癜最直观的表现。对于在儿科工
作多年的任献青来说，见到病情这么
严重的患者已是他工作的日常。作
为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副院长、儿
科教授，他每天都会接触这样的患
者。这里每年出院大约1万名患者，
其中6000名以上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紫癜患者；这里也是全国病情比较严
重的紫癜患者集中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过敏性紫癜患者经
过治疗，预后较好。但是，有些患儿会

出现紫癜肾，临床发生率为 20%~
70%。出现肾脏损伤的时间最常见的
是在紫癜发病2周到2个月之间。因
此，对于过敏性紫癜患者，在发病6个
月内，特别是发病2个月内要定期检
查尿常规。紫癜肾患者出院后需要长
期进行尿检，以了解肾脏状态。在临
床上也有一些特殊病例出现颅内出
血、胃出血、肺出血等症状。”任献青
说，“过敏性紫癜皮肤紫癜不可怕，紫
癜肾才可怕。”

任献青表示，出现紫癜肾，如果
得不到及时治疗，会出现肾衰，这种不
可逆的损伤会影响一辈子。对于孩子
来说，如果肾脏出现问题，就像是新房
子出现了漏雨，这是所有人都不想看
到的情况。患者出现紫癜肾后，即使
得到控制，年纪大了一旦出现诱因，也
会导致肾衰。因此，对于过敏性紫癜
的治疗，最重要的是防止出现紫癜肾。

任献青说，进入秋冬季节，过敏
性紫癜高
发 ，患 者
要及时进
行饮食管
理和生活
管 理 ，少
吃 肉 蛋
奶 、海 鲜

以及辛辣食品，多吃水果蔬菜等；注
意环境和药物影响，在高发时间适当
用一点儿抗过敏的药物。临床资料
显示，经过这种方法的干预，过敏性
紫癜复发率下降。过敏性紫癜的发
病原因除了和饮食、生活用品有关
外，感染是引起过敏性紫癜的最重要
因素。因此，大家一定要增强体质，
预防感染；一旦出现感染，要积极治
疗。如果反复感冒，可以适当使用免
疫调节剂。但是，如果孩子平时很少
感冒，过多使用提高免疫力的药物反
而会引起过敏性紫癜反复。

那么，如何防止过敏性紫癜发
展为紫癜肾呢？翟文生指出，及时
发现、准确诊断、规范治疗、早期预
防是关键。中医药辨证治疗结合中
药熏蒸、针灸、耳穴等疗法，不仅对
过敏性紫癜有较好的疗效，而且可
以使紫癜肾的发生率降到8.7%。

（下转第二版）

核心提示：过敏性紫癜既是一种常见病，也是一种疑难病。这种小儿多发的疾病，如果得不到及时诊治，就会导致紫癜性肾炎、慢性肾衰竭等严重后果，甚至危及
生命。对于这种疾病，不少群众和基层医务人员都存在认识和诊治方面的误区。因此，本报联合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儿童医院、河南省
紫癜诊疗中心）开展“健康热点面对面之过敏性紫癜（紫癜性肾炎）”专题采访活动，就群众和基层医务人员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采访。

本报讯（记者常 娟）11月20~26
日，由河南省卫生计生委主办，新乡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医学人文
教育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2018年河
南省住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人文
骨干师资培训班在卫辉市举办。来自
全省90多个住培基地、“3+2”助理全
科培训基地的主管院长（或负责党建
思想工作的院领导）及主管部门负责
人和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卫生计生
委主管领导、省医学会、省住培中心、
专培中心、全科培训中心负责人共
300余人参加培训。河南省卫生计生
委党组成员、巡视员黄玮出席会议。

黄玮说，全省卫生计生科教系统
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育人方向，坚持
立德树人，进一步加强住培学员的思
想道德建设，培养住院（全科）医师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医学人文精
神，全面提高住院（全科）医师的职业
道德、人际沟通与团队合作能力，努力
把住院医师培养成为医德高尚、医术
精湛、人格完善的卫生健康事业建设
者和接班人。

黄玮还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卫生健康工作，把医疗卫生事业放
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十九大
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健
康中国战略，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河南作

为全国人口大省，卫生健康事业的稳
步发展关系到全省亿万人民的身心健
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卫生健
康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医学教育
的支撑作用。随着医改的深入推进，
分级诊疗和家庭签约服务政策的落
地，基层人才匮乏问题日益凸显。特
别是基层群众对卫生健康事业提出了
更高要求，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努力，为
进一步培养、加强、扩大我们这支为人
民健康事业而奋斗的人民健康卫士队
伍而不懈努力，为能够培养出更多的
会看病、看好病的医生、暖心的医生、
能够信得过的医生、可以把性命相托
付的医生而不断奋斗。

在培训期间，河南省全科医学研究

所、河南省医学人文教育研究中心在新
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成立，利用新乡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深厚的医学历史
文化资源和医学教育资源，团结带领全
省医学教育工作者探索医学人文教育
和全科医学教育规律，为培养一大批下
得去、留得住、用得上、有情怀的全科医
生提供政策支撑。

此次培训班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结合当前临床
医疗工作和医学教育培训中人文教育
缺失现象，邀请20多位医学人文专家
和实际工作者进行了授课，既有政策
宣讲，又有理论授课，还有经验介绍，
内容丰富多彩。与会人员还参观了新

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史馆，到河
北省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凭吊
白求恩、柯棣华等，并举行《中国医师
誓言》宣誓等活动。白求恩同志“毫不
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对工作的
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
忱”的精神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培训现场气氛热烈。很多参会
人员在交流时表示，通过培训，自己的
灵魂得到了洗礼，境界得到了升华。
他们一定会弘扬人文精神，把人文教
育贯穿于医学院校教育、住培教育和
继续教育全过程，把人文关怀体现在
医疗救护的各环节，让医院更温暖，让
医务人员更有人情味，让患者更安心、
更放心、更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