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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医务人员为河南理工大学新生采血。为了有效预防和控制传染病，连日来，焦作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卫生健康委和疾控中心组织医务人员对辖区自愿报名参加的大学新生进行
了传染病检测。 王正勋 王中贺/摄

许多接受过心脏支架植入
手术的患者，生活质量严重下
降，甚至有的患者再次出现血
管堵塞。出现这种情况正常
吗？接受过心脏支架植入手术
的患者还能拥有高质量的生活
吗？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
了华中阜外医院心脏康复科病
区副主任、主管康复治疗师林
松。“心脏支架植入术不是一劳
永逸的，需要终生做好心脏康
复。”林松说。

据林松介绍，心脏康复是
指多种协同的、有目的的干预
措施，如康复评估、运动训练、
饮食与行为、医嘱依从性等，使
患者心脏功能得到改善，体力
与精神实现优化，社会参与程
度提高，并预防心血管事件的
再次发生。

心脏康复要从病因入手
“我们在临床中发现，许多

患者总是单纯地认为，自己做
手术下支架了，心脏不难受的
问题就解决了，回家按照医嘱
吃药就行了。但是，这些还远
远不够！”林松说，放支架、吃药
等都只能暂时缓解症状，暂时
处理血管狭窄的问题，并没有
根据病因进行整体性治疗，要
防止疾病再加重、复发，一定要
从根儿上预防。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血管狭窄呢？林松说，导致心
脏疾病的危险因素分别是高血
压病、吸烟和二手烟、高脂血
症、糖尿病、肥胖、活动耐力下
降、饮食和营养、熬夜和睡眠、
心理和压力、大气污染以及遗
传等。如果不能将这些因素管
控好，只靠吃药、做手术，问题
是得不到有效解决的。

临床数据显示，放过支架
的患者仍有20%~30%的概率会

再次出现狭窄，甚至有的患者
就在原部位再次狭窄。“之所以
发生这样的情况，与患者没有
进行心脏康复有直接关系。”林
松说。

心脏康复有五大处方
如何才能科学进行心脏康

复，管控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
素？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
一总结了心脏康复的五大处
方，即药物处方、运动处方、心
理处方、戒烟处方和营养处方。

林松说，按照医嘱吃药绝
对不能少，这是基础，通常患者
都能遵从；要进行生活方式的
调整，戒烟戒酒，避免作息不规
律、暴饮暴食等问题；要关注心
理健康，有的人手术后会出现
焦虑、抑郁，不敢爬山，不敢运
动，患得患失，一不舒服就怀疑
心脏疾病复发，出现这些问题
后，患者应及时与医生沟通交

流，医生也要关注患者的心理
状态；要注重营养，合理科学膳
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医
生应教会患者如何吃得健康、
吃得合理。

“最重要的是教会患者如
何科学运动。”林松强调，运动
康复是心脏康复中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运动的作用是进行全
身调理，从而改善血压、血糖，
控制体重，提高心肺耐力，改善
血管内皮功能，预防粥样硬化
的进展。

“运动是心脏康复的核心，
会带动其他脏器改善代谢功
能，有效降低患者的死亡率。”
林松说。

心脏康复需要终生相伴
“心脏康复是一辈子的事，

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段所做的工
作不一样。”林松说，心脏康复
有些工作必须在医院做，有些

可以自己在家里做。通常，对
于重病患者和急性期患者，医
生一般会让其在医院接受7天
~10天的心脏康复训练，使其基
本掌握心脏康复的内涵，回家
后按照康复方案继续进行康
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患
者可以回社区医院或者县医院
进行康复。

9 月 25 日，在华中阜外医
院心脏康复中心的运动训练大
厅，接受过支架植入手术的冠
心病患者张先生满头大汗，跑
步机上的他对自己的运动能力
表现出了惊讶。就在几天前，
他还坚持认为自己心脏放了支
架，不宜进行运动锻炼。

“通过医生的指导，我已经
意识到了心脏康复的重要性，
我要抓紧学习心脏康复知识，
回家后坚持科学运动，争取早
日回归正常生活。”张先生说。

本报讯（记者刘 旸 通讯员胡惊涛）9
月 27 日，河南省 17 个省辖市、济源示范区、
158个县（市、区）的1600余名卫生应急骨干，
在当地以线上培训的形式，参与全国中毒卫
生应急处置规范化培训。

同时，河南省突发中毒事件应急处置一
队、二队，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郑州大
学第五附属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武警河南总队医院、联勤保障部队
第九八八医院的中毒临床救治人员，在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设置的中心会场参加
了培训。

此次培训内容为急性中毒事件卫生应
急处置技术规范（总则）和11类毒物急性中
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专家们细致讲
解了急性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化学品泄
漏皮肤沾染危害及处置规范、急性铊中毒事
件卫生应急处置等。

此次培训，除了不同类型的突发中毒事
件应急处置的理论知识外，还增加了中毒案
件实例分析和互动交流环节。紧贴实战的
培训，不少参会人员点赞。

记者从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
河南将继续强化中毒卫生应急处置先进理
念、前沿技术和成功经验的普及，进一步提
升突发中毒事件处置能力，特别是提升中毒
处置一线医务人员的医疗卫生应急救援能
力。

本报讯 （记者史 尧）9 月
27 日，记者从在北京召开的
2020年中国医学人文大会上获
悉，河南共有 9 人获评第四届

“白求恩式好医生”，3家医院获
评“人文爱心医院”，5个科室获
评“人文爱心科室”。

获评“人文爱心医院”的是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郑
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和淅川县
第二人民医院。获评“人文爱
心科室”的分别是河南省胸科
医院胸外三病区、新乡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儿科、郑州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永
城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二病
区、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河南省省立医院院长李常
生，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党委书
记、主任医师潘华，河南省肿瘤
医院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
授王启鸣，河南省人民医院脊

柱脊髓外科主任、主任医师高
延征，商丘市第五人民医院皮
肤科主任、主治医师邓娟，河南
大学附属南石医院神经内科副
主任医师刘艳贞，濮阳市油田
总医院护师贾鑫鹏，郑州大学
附属郑州中心医院院长、主任
医师连鸿凯，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儿童医院主任医师刘玉
峰获评第四届“白求恩式好医
生”。

此外，永城市中心医院主任
医师翟厚峰，郑州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主任医师姜丽华，河南省人
民医院主任医师、河南省脑血管
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李天晓，新乡
市第四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王玉
明获评第四届“白求恩式好医
生”提名奖。

本次大会由中国医师协会、
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中国医师协
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中国
医学人文》杂志社联合主办。

本报讯（记者刘 旸 通讯
员冯光耀 吴怡君）9月25日，郑
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简称郑大
二附院）在第四届中国医师协会
体外生命安全支持年会上，被中
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分会
授予“体外膜肺氧合（ECMO）培
训基地”。

此次落户郑大二附院的国
家级ECMO培训基地，是全国17
个国家级ECMO培训基地之一，
旨在加强ECMO技术管理，规范
ECMO技术临床应用，保障医疗
质量和医疗安全。

据郑大二附院院长刘剑波介
绍，该院重症医学科2012年在全
省首次应用ECMO，2015年成功
实施了全省首例患者清醒状态下
应用ECMO，2016年成功为一名
怀孕28周的孕妇应用ECMO，开

创了国内先河，2017年为一名出
生仅5天的早产儿成功应用EC-
MO，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截至目前，郑大二附院重症
医学科已经先后进行了400余次
的ECMO成果应用，每年举办河
南省ECMO高峰论坛、全科医师
培训——机械通气培训班等。
2020年，该院先后成立ECMO豫
东、豫北、豫西、豫南四大分中
心，打造“一小时上机”救治圈，
使距离郑大二附院院区较远的
重症患者也能得到及时救治。

2020年年初，郑大二附院向
武汉援助了5套ECMO设备，为
打赢新冠肺炎阻击战提供了支持。

今后，郑大二附院将继续致力
于培养 ECMO 专业人才，促进
ECMO技术的规范化发展和传
播。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通
讯员李惠子）9月25日，河南省肿
瘤医院、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等
启动乳腺癌移动筛查项目，构建
上下联动、覆盖全省的筛查协作
网络，提升乳腺癌筛查的环节质
控，扩大乳腺癌筛查的可及性。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
肿瘤之一，但公众主动筛查意识
薄弱，筛查不足，诊断效率有待
提高。同时，乳腺癌是目前治愈
率较高、生存时间较长的实体肿
瘤之一。但我国仅有20%的乳腺
癌患者在确诊时为早期阶段。

河南开展“两癌”筛查并将
其纳入重点民生实事以来，仅在
乳腺癌筛查领域就覆盖了150万
名女性。针对“两癌”筛查中发
现的患病妇女，我省还采取将其
纳入全省重特大疾病保障范围
等一系列措施，帮助她们接受规

范治疗。
河南省肿瘤医院启动乳腺

癌移动筛查项目后，“筛查大篷
车”将携带B超、B超AI（人工智
能）辅助、B超医生及其他最新检
查技术和设备，切实将筛查资源
下沉到社区、办公场所、基层医
院等。其中，乳腺癌AI超声系统
能提升乳腺癌筛查效率，通过AI
超声影像识别，更加快速获知肿
块性质。5G 超声指导技术能实
现与上级医院直连互动，对疑似
患者给予更加准确的诊断结果。

该项目以河南省肿瘤医院
为中心，建立全省联动的移动筛
查 模 式 ，3 年 内 覆 盖 108 个 县
（市）；构建标准化乳腺癌移动筛
查、示范、教学网络，促进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提高偏远地区乳腺
癌早诊率，推进乳腺癌筛查的普
及和诊疗规范化。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
讯员陈家欣）举办 50 周年成果
图片展，60 余名志愿者提供温
馨服务……9月25日，驻马店市
第二人民医院举行建院50周年
系列活动。

在此次活动中，该院发布了
《前进中的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
院》一书，叙述了该院50年来走
过的风雨历程。该院与北京大
学第六医院建立合作医院暨国
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豫南分中心揭牌，将共同推
进豫南地区精神卫生事业发
展。60余名志愿者分布在医院

各个角落，协助患者有序就诊，
为患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该院还举办了50周年成果图片
展，遴选了近 400 幅图片，分成
艰苦创业篇、初步发展篇、改革
开放篇、快速发展篇、高质量发
展机遇篇，系统回顾医院的发展
历程和职工的精神面貌。

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从建
院之初的64名医务人员、32张病
床、20间医疗用房和总资产不足
20万元，发展到拥有940名职工、
1500 张病床和 3.4 亿元固定资
产，承担着豫南精神医学疑难危
重症的诊治、教学、科研等任务。

放支架后要终生做好心脏康复
本报记者 史 尧

心肺复苏会导致肋骨骨折吗？
本报记者 史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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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是世界避孕日。这
一节日旨在提高青少年的避孕意
识，促进青少年对自己的性行为
与生殖健康做出负责任的选择，
提高安全避孕率，改善生殖健康
教育水平，从而促进青少年生殖
健康和性健康。

当天，河南省以“安全有效避
孕、保护生殖健康”为主题，采取
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方式，向大
学生、孕产妇、育龄人群等重点人
群开展科学避孕知识科普宣传活
动，介绍避孕药具相关知识、普及
正确避孕方式、避免意外妊娠、维
护身心健康。

在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进行

的世界避孕日
专家面对面活
动（如图），包
括 线 上 课 堂 、
专 家 访 谈 、有
奖 问 答 等 环
节，吸引了 4.9
万人参与线上
直 播 互 动 ；在
河南省妇幼保
健 院（郑 州 大
学第三附属医

院）开展的线下主题活动，也让
千余人现场了解了安全有效避
孕的相关知识。

线上课堂：呼吁建立一个没
有意外妊娠的世界

活动当天，河南省卫生健康
药具管理中心联合医药卫生报
社，利用“互联网+避孕知识”这一
宣传方式，将世界避孕日专家面
对面活动带到了新乡医学院三全
学院的师生面前，进一步提高青
少年特别是高校学生的生殖健康
和性健康水平，有效预防和减少
意外怀孕和艾滋病传播。

在线上活动中，河南省妇幼
保健院妇科一病区副主任李灿

宇、河南省卫生健康药具管理中
心四级调研员曹银萍、河南省妇
幼保健院妇产科主治医师宋俊
斋，分别向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师生分析了青少年性行为现状、
人工流产的危害等热点问题。

“人工流产对身心健康的危
害很大。”李灿宇说，人工流产的
近期危害主要为阴道出血、流产
不全、子宫穿孔、感染等，远期则
可导致月经异常、闭经、宫腔粘
连、继发不孕、输卵管妊娠、不良
妊娠结局等。让更多人了解这些
危害，学会科学避孕，以减少危
害，十分必要。

在随后的有奖问答环节，专
家们针对师生们提出的科学避孕
方式有哪些、口服避孕药安全与
否、如何安全注射长效避孕针、发
生未保护的性生活后怎样避孕等
问题进行了细致解答。

线下科普：倡导安全有效避
孕，保护生殖健康

在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的世界
避孕日线下活动现场，该院联合
河南省卫生健康药具管理中心，
为现场参与者进行了安全有效避
孕知识普及、科学保护生殖健康

知识讲解；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的
专家们举办了生殖健康相关的大
型义诊活动，向患者及家属发放
世界避孕日礼包。

“普及避孕知识，倡导女性了
解自身生殖状况，掌握生殖健康
科学知识和安全、有效的避孕方
法，免受意外妊娠的伤害，是我们
医务人员的责任。”河南省妇幼保
健院妇科主任李红雨说，该院已
开展流产后关爱项目、计划生育
门诊、青少年保健门诊、优生优育
门诊等，全方位开展关爱女性生
殖健康服务。

活动当天，河南省卫生健康
药具管理中心还向河南省妇幼保
健院调拨了2000个基本避孕服务
爱心健康包，广泛普及科学避孕
知识、生殖健康及合理节育知识。

“河南省卫生健康药具管理
中心已经将自身工作融入产后避
孕服务行动试点工作，采取向育
龄群众发放基本避孕服务爱心健
康包等形式，丰富基本避孕服务
内涵，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
河南省卫生健康药具管理中心党
支部书记刘高令说，该中心正在
结合安全高效避孕、保护育龄群

众生殖健康的要求，探索普及科
学避孕知识的新路径。

“主题活动是持续性科普宣
传的一部分。今后，河南将加强
宣传，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殖健康
意识，倡导全社会对青少年生殖
健康的关注，减少非意愿妊娠的
发生，提高生殖健康水平。”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处副
处长王春晖在活动现场说，河南
省将继续落实免费提供计划生育
基本技术服务和免费供应避孕药
具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进一步关注和改善青少年生
殖健康。

5万人线上线下学习科学避孕知识
本报记者 刘 旸 文/图

心肺复苏是抢救心脏猝死
的重要技术，需要施救者用两
只手对患者进行胸外心脏按
压。有媒体报道称，一个热心
人在路边为心跳骤停患者进行
心肺复苏时，导致患者肋骨骨
折。心肺复苏真的会导致肋骨
骨折吗？对此，记者采访了华
中阜外医院急诊科主任郑晓
辉。

据郑晓辉介绍，最新版《心
肺复苏指南》对胸外心脏按压
进行了明确规范：按压部位需
在胸部正中，即两侧乳头连线

正中，胸骨中下三分之一处，按
压频率为每分钟100~120次，按
压深度为5厘米~6厘米。

“对于专业急救人员来说，
按照《心肺复苏指南》的标准进
行规范操作，一般是不会导致
患者肋骨骨折的。但是心肺复
苏导致肋骨骨折的情况确实发
生过。”郑晓辉说。

“心肺复苏导致肋骨骨折
的情况主要分为3种。一是不
科学的心脏按压，如按压部位
不准确，按压力度过大；二是患
者高龄或者患有骨质疏松症等

疾病；三是长时间的胸外心脏
按压，也可能导致患者肋骨骨
折。”郑晓辉说，如果遇到一位
高龄患者，或者是比较严重的
骨质疏松症患者，即便是专业
急救人员严格遵照指南进行操
作，也有可能造成患者肋骨骨
折。

通常来讲，实施心肺复苏
术的“白金时间”是 1 分钟内，

“黄金时间”不超过4分钟，“白
银时间”为 4 分钟~8 分钟，“白
布单时间”为 8 分钟~10 分钟。
郑晓辉说，在临床抢救过程

中，心跳骤停超过 5 分钟抢救
成功的概率非常小，但是对于
一些非器质性病变的患者，如
溺水、触电等患者，一般要求
抢救30分钟，还有一些心肌梗
死患者也要尽量延长实施心
肺复苏的时间。

“超过15分钟的心肺复苏
就属于长时间的抢救，患者出
现肋骨骨折的概率会更高。”郑
晓辉说，他也遇到过为了抢救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最后导致
患者肋骨骨折的事情。“但是患
者被我们救回来了，用一根肋

骨骨折的代价换一条生命，我
认为是值得的。”郑晓辉说。

河南9人获评
“白求恩式好医生”

驻马店市二院
庆祝建院50周年

医药卫生报社
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按照《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及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关
于新闻记者证申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医药卫生报
社已对申领记者证人员郜静同志的资格进行了严格审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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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心脏日 关注心脏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