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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星期二 庚子年十月廿四

静脉畸形手术治疗注意“两个W和一个H”

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郑州公交“艾心号”发车了
本报记者 刘 旸 史 尧 通讯员 刘占峰 文/图

河南加强口腔种植技术
医疗质量管理

致敬抗疫英雄
弘扬抗疫精神

平顶山举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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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通讯员侯金斤）
12月5日~7日，河南省基层呼吸系统疾病早
期筛查和干预能力提升项目师资培训班在郑
州举行，标志着总投资达8500万元的河南省
基层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干预能力提
升项目正式启动。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病率高、死亡率高、
知晓率低。其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以下简
称慢阻肺）是我国居民第三位死因疾病，造成
的疾病负担严重。老百姓、患者对常见呼吸
疾病认知明显不足，知晓率远低于高血压病、
糖尿病、中风等疾病，就医时往往已是中晚
期。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因病程长、反复发作，
治疗依从性差，已经成为严重影响人民身体
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疾病之一。当前，全省从
事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工作的专业人员较
少，基层医生肺功能检测技术薄弱，疾病诊治
观念陈旧，规范性治疗水平低，对患者宣教不
足，整体人才队伍建设、基础设施配备亟须加
强。

肺功能检查是慢阻肺、哮喘等疾病诊断
的“金标准”，也是评价其他呼吸系统疾病严
重程度、干预管理效果的有效手段。河南启
动覆盖全省17个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和10个
省直管县（市）60%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所有疾控中
心的基层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和干预能力
提升项目，主要为全省60%以上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配备统一标准的肺功能检测仪，完
成覆盖全省60%以上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相
关人员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培训，搭建河
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呼吸系统疾病监测管
理平台，掌握 40 岁以上人群中慢阻肺现患
率、相关危险因素的分布特点和变化趋势，完
成健康中原行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行动
工作指标等。

河南成立省级项目工作组，河南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河南省慢阻肺防治中心作为
项目技术支撑单位，负责师资培训、技术指导
和巡回督导及质量控制；在市级确定市级项
目牵头单位和技术支撑单位，成立市级项目工作组，根据省级项
目技术方案制定本市项目实施方案，对辖区人员进行培训；在县
级组织开展肺功能检测仪及相关硬软件设备的招标采购工作，组
织辖区内60%以上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对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备覆盖情况、使用情况、数据上传等进行督
导检查。其中，每个配备肺功能检测仪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训
人数不少于2人；肺功能检测仪使用率≥90%；40岁以上居民肺功
能检测率在基线基础上逐步提高。

下一步，河南还要建立省、市、县三级慢阻肺防治中心，构建
“防、治、管”相结合的工作机制，推广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适宜
技术，开展防治工作规范化培训、戒烟宣教能力再教育，加强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防治能
力。

此次培训包括集中理论培训和临床实践培训两部分，来自全
省各地卫生健康委、疾控中心及项目基地医院的相关负责人共
350多人参加了培训。

12 月 4 日 10 时 30 分许，郑
州公交二公司二车队一辆“艾心
号”公交车平稳驶出场区，上线
运营。自此，在“艾滋病宣传月”
的一个月内，郑州市的31辆9路
公交车将挂起“艾心号”车标，穿
梭在市区进行流动宣传。

与其他公交车辆有所不同，
“艾心号”公交车的车厢内悬挂
有艾滋病主题宣传科普知识展
板、公益广告、投屏广告等，车身
贴有相关宣传标语（如左图）。

“宣传教育是防治艾滋病最
好的疫苗。”河南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党委书记周勇在发车仪
式上说，搞好艾滋病防治宣传需
要全社会的参与，专业艾滋病防

治工作人员、政府部门、企事业
单位、社会热心人士、新闻媒体
都是艾滋病防治宣传的主力军；

“艾心号”公交穿梭在城市的大
街小巷，成为流动的“知艾、防
艾、关艾”宣传站。

在发车仪式上，河南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百千万艾滋病宣
传志愿者服务队”向郑州公交二
公司授旗，一支由省会公交车驾
驶员组成的艾滋病宣传志愿者
服务队正式成立。驾驶员们将
在日常工作中履行志愿者责任，
向乘客、群众义务宣传，普及艾
滋病防治知识。

今年，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牵头组建了河南省“百千万

艾滋病宣传志愿者服务队”，志
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截至目前，
全省已组建了28个志愿者服务
支队、142个县级分队，覆盖省内
所有县（市、区），初步形成了省、
市、县三级联动志愿者服务管理
模式。

当天，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艾滋病防治所党支部、郑州
公交二公司二车队党支部还签订
了支部“党建联建共建”合作协
议，践行今年宣传月“携手防疫抗
艾、共担健康责任”的宣传主题。
随后，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艾滋病防治所的专家还为郑州公
交二公司的休班驾驶员开展了一
场艾滋病防治知识讲座。

12月2日，上蔡县邵店镇庙王村村民在
参加腰鼓队比赛。当天，河南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驻村扶贫工作组向庙王小学捐赠了爱
心图书，并在庙王村文化广场、庙王小学组织
开展了首届乡风民俗运动会。此次运动会将
民俗传承与全民健身相结合、把精准扶贫和
乡振兴相统一，集娱乐、趣味运动、教育、家庭
邻里和睦生活体验于一体，设置了抬花轿、腰
鼓队比赛、小黄姜栽种接力赛、修剪果枝技能
赛、祖孙三代齐心协力接力赛、快速收鸡蛋等
一系列比赛项目，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为
和谐村庄建设营造了良好氛围。 杨 须/摄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朱晓
娟 通讯员张晓伟 毕春晓）“静
脉畸形作为脉管畸形的一种，具
有占比大、危害大、并发症多等
特点。作为解决脉管畸形病变
的主要方法，手术治疗要注意

‘两个W和一个H’。其中，‘两
个 W’就是手术做不做（手术适
应证）、何时做（手术时机），‘一
个 H’就是手术怎么做。”12 月 5
日，河南省医学会血管瘤与脉管
畸形分会主任委员、河南省人民
医院血管瘤科主任董长宪在专
题讲座中提醒广大同道。

12月4日~5日，由河南省医

学会主办、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
省血管瘤与脉管畸形诊疗中心等
承办的 2020 年河南省医学会血
管瘤与脉管畸形分会学术年会暨
第二届血管瘤与脉管畸形大河论
坛国际研讨会在郑州召开。来自
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以及
意大利、韩国、希腊等国家的血管
瘤与脉管畸形诊治专家，围绕血
管瘤与脉管畸形的基础研究、临
床诊疗新技术新理念新进展、专
家共识等，通过特别演讲、学术演
讲、专题报告、国际研讨等形式，
为现场参会的200多名省内外医
务人员讲解了血管瘤与脉管畸形

诊疗策略、影像及病理诊断、药物
治疗、局部注射、介入栓塞治疗、
外科手术、内脏血管瘤诊治等内
容。

此次会议还通过医药卫生报
社直播平台进行了全程直播，吸
引了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远程参
加，观看直播者达13万人次。

“血管瘤与脉管畸形发病率
高、诊疗误区多。此类疾病是先
天性的，大多在婴幼儿时期发
病。如果家长发现孩子的皮肤
上有异常，比如小红点或突出体
表的包块等，应当尽早就诊。”董
长宪说，“广大同道要判断疾病

的类别和危急程度，采取继续观
察、药物治疗或者手术等方式进
行治疗。要注意，有的患者不需
要治疗，其症状能自行消退，却
因错误的治疗导致颜面部疤痕；
有的患者需要尽早就医，却因为
拖延造成病情危重甚至危及生
命。希望更多的医疗机构和医
务人员通过学术会议提升专业
技能，拓宽思路，精准识别不同
类型的血管瘤与脉管畸形，希望
更多的患者尽早得到专业有效
的救治，这就是我们举办这个论
坛的价值所在。”

据介绍，河南省人民医院血

管瘤科成立于2001年，是全国首
个独立设置的血管瘤科，省外患
者就诊比例约 25%。河南省医
学会血管瘤与脉管畸形分会是
中华医学会血管瘤与脉管畸形
专业第一家省级专业委员会，在
推动学科建设和发展、促进基层
医疗技术提升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

本报讯“向英雄学习，向
英雄致敬”“不畏艰难，不惧牺
牲；甘于奉献，大爱无疆”……12
月 4 日下午，平顶山市委、市政
府举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
大会。全市300人获评“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100 个
集体获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集体”，60 人获评“优秀共
产党员”，35个基层党组织获评

“先进基层党组织”。大会还对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37家单位予以通
报表扬。

当天 14 时 30 分，大会正式
开始。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向在新冠肺炎疫
情中牺牲的烈士和逝世的同胞
默哀。6位获奖代表相继发言，
讲述了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中发生的感人事迹，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平顶山市第一人
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刘宏率
先上台发言。刘宏是一名参加
过 2003 年阻击“非典”、2009 年
抗击“甲流”的老兵。在此次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他被任命
为市新冠肺炎重症救治专家组
组长，连夜带队进驻平顶山市
传染病医院，仅用5小时就组建
了重症监护病房，为救治重症

病人赢得了宝贵时间。他和医
疗队一起，累计救治确诊患者
52 例、危重症患者8 例、疑似患
者41例，实现了打胜仗、医务人
员零感染的目标。

平顶山市公安局政治部四
级警长解帅奇此次荣获“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优秀
共产党员”。在全国疫情防控
战最危急、最艰难、最吃劲的关
键时期，他带领 4 名民警，第一
时间毅然决然驰援湖北随州，
参加抗疫大战。43 天里，他和
全体队员先后核查汽车 16408
辆、人员 28764 名，协助转运感
染、疑似及密切接触人员57名。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
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获得者、叶县昆阳街道南大
街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海军说：

“从1月22日到2月24日，在疫
情防控最吃劲的一个多月里，
我没休息一天，一直在社区一
线严防死守。”有人问：“入户排
查你紧张吗？”他回答：“说句实
话，能不紧张吗？我也是血肉
之躯，也存在被感染的风险，但
我更明白，疫情就是命令，作为
党支部书记，我必须战斗！”防
护物资缺乏，他和村“两委”班
子成员就穿着一次性雨衣、戴
着一次性手套对疫区返乡人员
进行排查。

（杜如红 于万兵 王民峰）

本报讯（记者常 娟）12月2
日，记者从河南省口腔种植技术
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培训班上
获悉，河南加强口腔种植技术临
床应用管理工作。自今年 7 月 1
日河南省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
理信息系统上线以来，全省已有
163 家医疗机构完成口腔种植诊
疗技术临床应用备案，完成 1678
例病例信息录入工作。

继乳牙、恒牙后，种植牙被
誉为“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口
腔种植作为牙齿疾病的最后一

道防线，能否规范、科学地开展，
关 系 着 患 者 能 否 吃 好 这 件 大
事。为了规范口腔种植技术管
理，国家卫生健康委于 2013 年 4
月出台《口腔技术管理规范》，明
确了医疗机构、医师开展口腔种
植技术的基本要求及技术管理、
其他管理的相关要求。2018年8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颁布了《医
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将
技术难度大、风险高、对医疗服
务能力和人员水平有较高要求
的技术作为限制类技术进行重

点监管。根据技术难度及要求，
河南将口腔种植技术列入省级
限制类医疗技术目录，要求开展
该技术的医疗机构自首例临床
应用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核
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
生行政部门备案，并对其进行事
中、事后监管。2019年4月，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开始开发河南省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信息系
统，并于今年 7 月 1 日启动全省
备案工作。截至 12 月 1 日，河南
已有52所三级医疗机构、73所二

级医疗机构、38所一级医疗机构
完成口腔种植技术备案，但尚存
在一些医疗机构对备案要求理
解不全面、不精准，对备案程序
不熟悉等问题。

下一步，河南将加强口腔种
植技术备案管理及医疗质量控
制培训工作，对医疗机构加强督
导、通报、信息查询与公示；并要
求各级、各专业医疗质量控制组
织充分利用医疗技术临床应用
信息化管理平台，加大数据信息
分析和反馈力度，完善质控指标

体系，指导医疗机构提高医疗技
术临床应用质量安全水平，不断
提升全省口腔种植医疗质量。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一级巡视员谢李广说，强化口腔
种植技术管理意义深远、至关重
要。无论是院长还是普通医生，
都要在吃透相关政策要求上下
足功夫，知道底线在哪儿、尺子
在哪儿，该备案的认真备案，该
上报病例信息的要及时、准确上
报信息，牢固树立依法依规执业
意识，不触碰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