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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晓娟 通讯员
付艳芹）7 月 16 日~17 日，由河南省
医药信息学会主办，郑州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协办的河南省医药信息学
会代谢性疾病防控与营养干预专业
委员会第一届成立大会在郑州紫荆
山宾馆召开。来自河南省各地从事
代谢性疾病医学研究、临床诊治的
医师团队参加此次会议。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教授田
晨光当选河南省医药信息学会代谢
性疾病防控与营养干预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古人云，上医治未病。要想扼

住代谢综合征这匹脱缰的野马，我
们必须从源头抓起，做好健康的保
持（保健）和疾病的预防才是正道。
代谢性疾病防控与营养干预专业委
员会应需求而生、应责任而成立。”
田晨光说，该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将
进一步推动代谢性疾病的研究及临
床的长期管理，发展、壮大代谢性疾
病治疗医师队伍，提高河南省内分
泌科治疗的综合水平，促进代谢性
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科研、诊疗水
平的提升。该专业委员会将在减重
和生活方式管理方面多做工作，致
力于预防糖尿病、高血压病、脂肪

肝、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等疾病的
发生和发展。

本次会议采取线上和线下两种
形式进行。在学术交流阶段，河南
省代谢性疾病专家学者就中国超重
与肥胖营养治疗、单基因高血压、功
能医学与肥胖代谢性疾病、代谢综
合征流行病学的相关内容、医学营
养减重的临床实践等临床科研问题
进行了探讨分享，还就“基础胰岛素
临床应用、2型糖尿病患者代谢手术
治疗的综合管理、原发性骨质疏松
症诊疗新进展、内分泌与心血管的
关系”等多个专题进行讨论，为线上

线下近10万人次的参会者呈上一场
学术盛宴。

河南省医药信息学会理事长邱
新光表示，该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是
河南省代谢性疾病防控与营养干预
界极具意义的事，会议汇聚了河南
省内分泌专业专家教授及青年才
俊，为行业搭建了技术、学术交流平
台，未来也将发挥学会资源优势，带
领大家一道，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为
全民健康做出更大贡献。

河南省医药信息学会成立于
1992 年，是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
管、民政厅监管，由河南省医学专

家、药学及相关医疗信息专家组成
的综合性学会。自 2019 年年底以
来，河南省医药信息学会一直从事
义诊、科普走基层活动。2020 年 1
月，河南省医药信息学会联合省人
防办走进卢氏县、东虎岭，开展义
诊，捐赠药品价值10万元；2020年6
月走进鹤壁市人民医院义诊，参加
专家 30 余人；2020 年 9 月在新密市
中医院义诊，手术示教14台，捐赠药
品价值 8 万元；2021 年 4 月 26~27 日
到新密市中医院义诊，参加专家 20
余人，捐赠药品价值10万元，还进行
了血栓防控知识讲座。

一名35岁的孕妇突发胸背
部疼痛，血管彩超检查结果显
示，可能是主动脉夹层。这是
一种非常凶险的急性心血管疾
病，动脉夹层一旦破裂，死亡率
将达到100%。

近日，一场生死抢救在郑
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演。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豫西 ECMO（体外膜肺氧合）
分中心联络人接到求助电话：
汝州市一名 35 岁的孕妇，疑似

主动脉夹层，急需救治。该院
立即启动危重病患者救治绿
色通道，仅用不到 2 小时，孕妇
便由汝州市转入该院重症医
学科。

患者入院后，主动脉 CTA
检查（CT 血管造影）结果证实
患者为主动脉夹层。郑州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医务
人员立即邀请心血管外科、产
科、麻醉科、新生儿监护病房等
科室专家进行多学科会诊。大

家一致认为：患者为高龄产妇，
血压、心率波动大，如果保守治
疗死亡率极高；可在促胎肺成
熟的情况下，实施剖宫产+主动
脉腔内修复术，围术期尽量维
持心率和血压平稳。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麻醉科、手术室、产科等科室
医务人员快速为患者实施剖
宫产手术。术中，患者心率、
血压控制平稳。患者顺利分
娩后，婴儿被转入 NICU（新生

儿重症监护室）继续治疗。心
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周玉阳
紧接着为患者进行了主动脉
腔内修复术。

术后，患者返回心血管外
科监护室，接受进一步治疗。
经过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产
科、心外科医务人员的联合治
疗及精心护理，患者于一周前
痊愈出院。

据周玉阳介绍，主动脉夹层
是一种非常凶险的急性心血管

疾病，动脉夹层一旦破裂，死亡
率将达到 100%。妊娠期合并
主动脉夹层更为罕见，若不手
术治疗，孕妇死亡风险以每小
时 1%~3%的速度递增，一周内
死亡率接近 75%。但考虑到孕
期激素水平、血流动力学的变
化，以及射线对胎儿的影响，全
身麻醉对孕妇心率、血压和胎
儿呼吸的影响等因素，此类手
术对麻醉科、产科和心血管外
科等要求都非常高。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纪雨
辰 谷东方）记者7月18日从漯河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漯河
实行“六个强化”，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工作，抓紧抓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并对一下阶段疫苗接种工作进行
了安排。

强化总结梳理，明确方向措施。全
市各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要立即
组织有关人员，对5月、6月工作进行全
面总结梳理，进一步明确下一步疫苗接
种工作方向，进一步提升工作能力和工
作水平，9月底前力争实现18周岁以上
人群疫苗接种全覆盖。

强化全面筛查，力争全员接种。18
周岁以上人群接种要做到全面筛查，争
取全员接种；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和部
门监管责任，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村居
（社区）、工作单位等为基本单元进行精
准摸排，全面组织开展查漏补种；对 12
岁至17岁青少年人群进行全员摸底，为
开展下一阶段新冠病毒疫苗集中接种做
好准备。

强化社会管理，严格落实措施。漯
河强化入境人员及物品管理，严格落实
对入境来漯（返漯）人员“点对点”闭环
转运、居家健康管理和核酸检测等管控
措施；强化冷链物流管理，实现进口冷
链食品的精准追溯；强化疫情中高风险
区来漯（返漯）人员管理，加强人员排
查，对排查出的重点人员实行分类隔离
管控和核酸检测；强化重点场合管理，
加大对各类公共场所和居住小区等人
员密集场所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的督导检查。

强化预案演练，提高实战能力。漯
河强化疫情“四早”应急演练，确保在发
生疫情时能够及时、准确、高效、有序地
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应急演练，做好全员核酸检测应急准备；坚持疫情防控领导
体制、指挥体系不变，做到上下贯通、衔接顺畅、运转有序，进
一步凝聚工作合力。

强化宣传教育，提升全民防范意识。漯河要求综合运用
报纸、电视、广播、微信等各类媒体，采取宣传车流动宣传、村
大喇叭固定宣传、村组干部小喇叭宣传等方式，宣传防控政
策，普及防控知识，引导企事业单位和广大群众积极落实防
控措施，做好自我防护，继续保持常通风、勤洗手、戴口罩、用
公筷、吃熟食等良好卫生习惯。针对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等
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要主动发声回应社会关切，正面准确
及时解答；对谣言要强力发声，及时辟谣，安定人心。

强化信息报告，确保指挥有力有效。漯河要求，发现涉
及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及重大事情、重要信息，要第一时间
上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要常态化客观研判面临的
疫情防控形势，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早研判、早预测，全面提
升研究判断能力；严格信息报告时限，确保突发事件信息畅
通、高效运转，确保疫情防控第一时间部署，决策第一时间
落实到位。

本报讯 （记者常俊伟
通讯员董 瑜）7月15日，记者
从新乡市财政局了解到，新
乡市已经开始实行基本医疗
保险市级统筹，进一步提升
医疗保险基金互助共济和抗
风险能力。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
障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和省
委、省政府工作要求，2020年
11 月，新乡市财政局会同医
保、税务部门制定了全市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市级统收统
支实施办法。从7月1日起，
新乡市实施基本医疗保险市
级统筹，实现全市范围内制
度政策统一，基金统收统支，
管理服务一体化，增强全市
医疗保险制度的公平性，提
升医疗保险基金互助共济和
抗风险能力，促进医疗保险
事业高质量发展。

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
筹，是将新乡市级和 7 个县
（市）（不含长垣市）基本医疗
保险统筹单位变成一个统筹
单位，即由市级和县（市）各
自管理，变为全市统筹。

据介绍，此次基本医疗
保险市级统筹的范围是新乡
市行政区域内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和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全
市范围内，对基本医疗保险
的参保范围、缴费标准、缴费
比例、享受待遇等，实行统一
的政策规定。也就是说，全
市实行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
政策，所有参保居民公平享
有基本医疗保险权益。

《社会保险法》对社会保
险统筹层次做出了明确规
定，要求逐步提高，最终实行
省级乃至全国统筹。很显
然，市级统筹是今后省级乃
至全国统筹的必然过程。实
行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
统一了医保政策和待遇标
准，更加体现了公平，还统一
了就医管理，患者看病就医
更加便捷。这些政策的调整
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医
疗保险待遇水平的重要举
措。

下一步，新乡市财政局
将会同相关部门不断完善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制度，
确保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
后医保基金平稳运行，建成
更加公平、可持续、更加完善
的医疗保障体系，不断提升
群众在医疗保障领域的获得
感、幸福感。

本报讯 （记者丁 玲 通讯员
王亚楠 李留军）近日，郑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南院区消化内科收治了一
名患有食管恶性黑色素瘤的 81 岁
患者。确定治疗方案后，医生在内
镜下顺利为患者植入一枚镍钛记忆
合金自扩张式医用内支架，仅用 20
分钟就解决了困扰老人长达数月的
就餐难题。

老人是在今年 3 月份确诊的食

管恶性黑色素瘤，家人考虑患者年
事已高，当时未接受手术治疗。一
周前，患者逐渐出现吞咽困难，伴咽
部异物感，呃逆、烧心、恶心、呕吐、
电解质紊乱等一系列情况，食量减
少了约2/3。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区消
化内科主任方立峰带领团队进行了
多次讨论，决定采用创伤小、恢复快
的食管支架植入术，并针对患者的情

况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
手术很顺利，术后 4 小时，患者

即可分次少量饮用温开水；40 小时
后，患者能够正常饮食，印证了治疗
方案有效。

“真的不敢相信，这个小支架能
帮我母亲解决吃饭大问题。而且我
母亲这么大年龄了，入院 40 小时后
就能吃饭，为医生精湛的技术点赞！”
家属高兴地说。

本报讯（记者刘 岩 通讯员汤
剑燕）家住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李家寨村的张女士今年 65 岁，有
腰痛的老毛病。前几天和外孙散步
时，张女士不小心摔了一跤，导致腰
部剧烈疼痛，瘫在地上起不来了，被
紧急送到三门峡市中心医院示范区
分院。检查结果显示，患者胸腰椎压
缩性骨折，还有骨质疏松症。

张女士感觉很意外，不就是摔了

一跤，怎么就骨折了。三门峡市中心
医院示范区分院医生告诉张女士，骨
质疏松症是“沉默的杀手”，初期往往
没什么明显症状，可随着骨量不断丢
失，会造成腰背疼痛、脊柱变形，严重
的话会导致脆性骨折。

解除了张女士的疑惑，接下来，
医生开始着手综合评估病情，制定
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征求张女士
的意见后，医务人员完善了各项术前

检查，在局麻下实施经皮胸 12 锥体
成形术：在患者背部打一个小孔，用
特殊的穿刺针在X线监护下，经皮穿
刺进入椎体，将骨水泥注入椎体内。

术后，张女士感觉疼痛明显减
轻。2小时后，医生让张女士试着下
床活动，自己上厕所。“都说伤筋动骨
一百天，真没想到，治疗效果会这么
好，不疼了，第二天就能下床活动
了！”张女士开心地说。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讯员周
甜）为推动健康知识普及，培养科普人
才队伍，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
知识需求，7月17日，由驻马店市卫生
健康体育委主办、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
院承办的第四届驻马店市健康科普能
力大赛举行。来自全市各医疗卫生单
位的69组选手参加了比赛。

在历时一天的紧张比赛中，来自市
直和各县（区）医疗卫生单位的69组选
手，各展所长，或结合日常临床工作中
遇见的真实病例，或取日常生活中百姓
关心的话题，或与现场嘉宾互动，或借
助道具，或把健康知识编成快板、打油
诗、说唱、健身操等，用通俗易懂的方
式，科学生动地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赢得了现场观众
的阵阵掌声。

经过激烈角逐，现场共评选出一等
奖3名，二等奖8名，三等奖20名，组织
奖3个。

本报讯 7月14日，济源第四届健
康教育科普大赛在黄河路小学成功举
办。来自各医疗机构的49名选手参加
了此次比赛。

本次大赛以选手的科普业绩、现
场演讲、健康素养问答成绩为评选标
准。其中，现场演讲主要从演讲内容、
技巧、效果、时间四部分对选手进行评
分。整个评分体系严谨务实，既让全体
参赛选手充分参与比赛，又体现了公
平性。

在赛场上，选手们用通俗易懂的方
式，围绕“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在
短短的 3 分钟内，把合理膳食、适当运
动、心理平衡、控烟限酒、慢性病防治、
安全与急救等健康知识和理念传播给
大众。

本次大赛面向济源示范区所有医
疗卫生机构，旨在引导群众自觉养成健
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进一步增强广大医务工作者开展
科普宣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打造优质

科普作品，提升医务工作者的科普工作能力，营
造全社会、全人群关注健康科普的良好氛围。

经过激烈角逐，此次大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5 名，优秀奖 10 名。据
悉，本次大赛评选出的优秀选手将代表济源参加
第四届河南省健康教育科普能力大赛。同时，参
赛优秀选手将进入济源健康知识宣讲团，走进社
区、企业，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

（王正勋 侯林峰 常 佩）

7月15日，焦作市计生指导中心党
员志愿者在入户走访居民，了解社情
民意。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焦作市
计生指导中心党支部开展“入户访民
情，我来办实事”活动，组织党员志愿
者到支部联系小区入户走访，为群众
排忧解难。 王正勋 王中贺/摄

为助力周口市淮阳区“百村综合治理”工作，
7月15日上午，周口市第一人民医院选派心血管
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疼痛科、心电
图室、彩超室、药学部等科室的专家，组成医疗志
愿服务队，来到淮阳区葛店乡大徐楼村，开展“送
温暖下基层”义诊活动。此次义诊活动，该院共
为村民提供健康咨询服务100余人次，免费测量
血压70余人次，彩超检查患者30余人次，开出药
方30余张，免费发放一批药品，发放宣传资料200
余份。 侯少飞 苏叶松/摄

孕妇突发主动脉夹层
本报记者 常 娟 通讯员 王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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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医药信息学会
代谢性疾病防控与营养干预专业委员会成立

小支架解决老人吃饭大问题

一根针解决胸腰椎压缩性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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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实行基本医疗
保险市级统筹科技兴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