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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生病就是免疫力差吗

“免疫力差容易生病，但经常生病
不一定是免疫力差，可能是免疫系统出
现了问题。”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河南
省肿瘤医院内科副主任陈小兵说，“免
疫系统由免疫细胞、免疫器官组成，是
人体对抗病毒的‘安全卫士’。免疫细
胞各司其职，一旦发现有狡猾的病毒混
入人体，免疫细胞就会联合作战。但如
果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就难以迎战，最
终被顽固的病毒抢占先机。”

陈小兵说，免疫系统若出了问题，
至少有两大信号。一是发热，这是给人
体的警告信号，表明人体内部正在发生
一场细胞“生死战”；二是皮肤出现溃
疡、疱疹，最常见的是嘴角溃疡。这些
都说明，机体的免疫力可能在下降，要
抓紧休息、补充维生素。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
医院）郑州院区健康管理中心医师杨亚
丽说，免疫力一般分为先天性免疫和获
得性免疫。先天性免疫是与生俱来的；
而获得性免疫力是人们在生活过程中
与病原体及其毒性代谢产物等抗原分
子接触后，产生的一系列免疫防御功
能，这种免疫功能是在人出生后才形
成的，并且只对接触过的病原体有作
用。

很多人从小“放养式”长大，几乎从

来不生病，可能是因为自身的免疫力比
较强，先天性免疫能够抵抗大部分病菌
的侵扰；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被过度保
护，长期以来“囤积”的获得性免疫。在
日常生活中，让少量的细菌、病毒通过
防线“入侵”身体，免疫系统与这些细
菌、病毒进行对抗，生成相应的抗体来
抵抗疾病，就没有那么容易生病了。

如果人长期不生病，免疫系统处于
相对休眠状态。一旦出现顽固、强大的
细菌和病毒，缺乏“实战经验”的免疫系
统要突然面对强烈的“袭击”便会难以
抵挡。所以长期不生病的人，一生病就
是大病，这种现象也并非偶然。

免疫力是越高越好吗

现代医学的发展，让人可以在科学
的检测中预防疾病的发生。在一定程
度上，免疫力可以通过免疫球蛋白的含
量来反映。血液中中性粒细胞、淋巴细
胞等白细胞的化验结果对人体的免疫
功能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对一些自身抗
体的检测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另外，
还有一些免疫反应是针对单独的病原
体，如通过抽血化验乙肝表面抗体就可
以知道人体是否对乙肝病毒的感染有
免疫力。

“免疫力并不是越高越好，”杨亚丽
说，“虽然免疫力低，人体容易被感染，
但是免疫力并不是越高越好。如果免

疫力超常也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结果，
比如引发过敏反应、自身免疫疾病等。”
免疫力过高，人体会出现异常情况，可
能会对身体外部的物质反应过度，也就
是通常所说的“过敏”。此时，几乎所有
物质都可以成为变应原，比如尘埃、花
粉、药物、食物，它们作为抗原刺激机体
产生不正常的免疫反应，从而引发变应
性鼻炎、过敏性哮喘、荨麻疹、变应性结
膜炎、食物过敏、食物不耐受等。严重
的可能导致对人体内部组织细胞产生
反应，患上自身免疫病，如类风湿关节
炎、系统性红斑狼疮、青少年型糖尿病、
慢性活动性肝炎、恶性贫血等疾病。

如何提高免疫力

免疫力是人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那该如何“加固”这道防线，让我们拥有
不易生病的强健体魄呢？很多人会选
择补充维生素，那么这样可以提高免疫
力吗？

“吃维生素可以提高免疫力，但这
不是提高免疫力的唯一方法。从根本
上来说，保护好免疫力，应该守护好‘三
墙’‘一轴’。”陈小兵说。

所谓“三墙”中的“第一道墙”是人
体的皮肤和黏膜，可以隔离掉约90%的
外来侵害；“第二道墙”是身体分泌出的
黏液中含有的杀菌物质和吞噬细胞，这
些物质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要筑牢

“第二道墙”的关键是加强膳食营养，保
证摄入充足的蛋白质和维生素；“第三
道墙”是病原微生物侵入机体时机体免
疫细胞所产生的抗体，保持健康的心理
和精神状态，减少负面情绪对免疫细胞
的抑制作用。

“一轴”指的是脑肠轴，健康的肠道
菌群与健康的大脑情志可起到互相促
进作用。好的情志滋养肠道，快乐的时
候，人的食欲会增加，肠道也会更健康；
反过来，肠道健康也会促进大脑健康，
多元化饮食方式会增加肠道好细菌的
数量，令人心情愉快、性格温和，对免疫
力的提高大有裨益。

经常生病就是免疫力差吗？
实习记者 李唯尘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换季感冒、吹风发烧，大病没有、小病不断，被冠以“免疫力差”的标签。
免疫力被称为“最好的医生”，是人体健康的“安全卫士”，能够帮助人体消灭病毒和细菌。同时免疫细胞时刻监视着人体的异常情况，一

旦发现病毒、细菌，就会奋勇作战。如果免疫系统发生紊乱，病毒、细菌就会乘虚而入。
那么，免疫力和生病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经常生病免疫力强还是不经常生病免疫力强？免疫力可以靠维生素来提高吗？记者带着

这些问题向相关专家进行了求证。

本报讯 （通讯员张 岩）近
日，漯河市中心医院为一个晚期
卵巢癌患者实施了卵巢肿瘤细胞

减灭术，成功切除所有转移病灶，
患者术后 3 天开始进食，7 天拆
线，9天完成术后化疗，无并发症

出现，血清肿瘤标记物及影像检
查等均提示治疗达到预期效果。

该患者为 30 岁女性，以“腹
胀、纳差半月、发现盆腔包块三
天”为主诉入院，完善检查后考
虑为卵巢来源低分化腺癌，癌灶
在腹腔广泛转移，癌组织累及子
宫双附件、脾门处纤维包膜、胃
浆膜、肠管、阑尾、大网膜、肝脏
等，患者病情复杂，手术难度极
大、风险极高。

针对这一疑难复杂病例，漯
河市中心医院开展多学科联合
诊疗，由医务科牵头，组织妇科、
普外科、麻醉科、手术室、影像
科、营养科相关专家会诊，论证
手术方案、评估手术风险，确定
出最佳的治疗方案、应急预案及
术后康复方案，在妇科吕净上团
队、普外科李红伟团队的协作
下，历时4个小时，成功完成了手
术，达到了令人满意的肿瘤细胞

减灭效果。
据妇产科主任兼妇科主任、

妇科一区主任吕净上介绍，妇科
肿瘤病区先后开展了盆腔廓清
术、达·芬奇机器人微创手术等，
该手术的成功实施，是该院多学
科诊疗模式下又一成功案例。

大外科主任兼普外科主任、
普外科一区主任李红伟说，他们
仅用 85 分钟即完成了直肠、结
肠、阑尾、胃、脾、肝等部位的病

灶切除及重建，出血量不到 100
毫升，这得益于该院多学科联合
诊疗的新模式。

卵巢肿瘤严重威胁着广大
妇女的生命与健康，由于缺乏有
效的早期筛查手段，70%～80%
的卵巢癌患者就诊时已为晚期，
因此卵巢癌常被称为“沉默的杀
手”。晚期卵巢癌是指病灶侵犯
至盆腹腔其他脏器，完整切除所
有转移病灶是卵巢癌治疗过程
中最为关键、最具挑战、最为复
杂的一步。切净转移病灶可极
大改善患者的预后，延长患者的
生存期，所以术中需要切除盆腹
腔其他病灶部位，包括：附件、肝
脾、胃、直肠、结肠、阑尾、大网膜

等，仅凭妇科肿瘤医师难以完成
多脏器联合切除，基于此，需要
一个多学科联合治疗团队为患
者保驾护航。

近年来，漯河市中心医院狠
抓医疗质量，积极落实漯河市卫
生健康委各项部署，在2021年医
院重点工作台账中明确提出积
极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先
后组织多批次人员外出学习相
关流程和规范，由医务、护理、质
控、医技、药学等相关科室研究
制定了多学科诊疗制度，在全院
范围内举行了多场次专题培训，
积极推动多学科联合诊疗的落
地实施，为医院高质量发展夯实
了基础。

多学科诊疗为患者撑起一片晴空

9月3日下午，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河南省肿瘤医院第十批援疆专家归来。河南省肿瘤医院核医学科副主
任李文亮、甲状腺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孟昭忠、放疗科副主任医师许刚、妇科副主任医师张明川走出出站口。该
院派出专人为他们送上鲜花，迎接援疆英雄“回家”。 冯金灿 李 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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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化名）今年19岁，高考结束以后，他从外地
来到郑州，跟同学一起做兼职。一天晚上，小李和同
学在阳台聊天时不慎从十楼跌落。

接到急救任务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58号
急救站迅速出诊，鉴于小李伤情严重，接诊人员在转
运途中提前与该院区取得联系，开通绿色通道。

在小李抵达该院区前，重症医学科主任孙广信
和护士长张铮已经做好救治准备。小李到达院区
后，孙广信为小李进行气管插管，稳定生命体征，进
行CT检查，同时请外科系一病区、外科系二病区、神
经外科、泌尿外科的专家前来会诊。

检查结果显示，小李双肺挫伤、肝脏多处破裂、
血气胸、多发性骨折，病情危重。外科系一病区主任
邵启峰当即为小李进行肝脏破裂修补及胸腔闭式引
流手术，解除了小李的致命危机。外科系二病区主
任医师姜岩在旁边随时待命，第一场手术结束后，姜
岩紧接着为其进行关节复位、血管神经肌腱修复手
术。两场手术接力开展，持续9个小时后顺利完成，
术后小李转至重症医学科继续进行救治。此时，小
李的父母也从外地赶了过来。

术后当天晚上，清醒过来的小李，在弄清了自己
的现状之后，他没有经历大难活下来的喜悦，尚不能
开口说话的他在写板上写下：我不想治了！由于病
情相对较重，恢复期长，小李情绪低落。他的精神状
态给术后的恢复治疗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你的情况很不错，没有伤到头部，手术也很成
功，你现在已经成功了一半，只要后期好好做康复训
练，很快就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你爸妈在外边等着
你一起回家。”针对他的情况，护理人员第一时间为
他进行心理疏导，帮他树立信心。

除了这些，护理人员每天给他擦身、洗头，这些细节也让小李特别
感动。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小李从一开始的冷漠、不说话变得开始
主动跟医务人员聊天，积极配合治疗。病情稳定后，他咬着毛巾配合
医务人员进行康复训练。

半个月后，小李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住院一个月后，
他成功出院。出院后，他说：“我在这里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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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6
日，记者从焦作市卫
生健康委了解到，当
前，焦作市基层卫生
系统医疗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立足岗位，
参加焦作市第二届
基层卫生岗位练兵
和技能竞赛，提升基
层医疗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的理论水平
和操作技能。

据了解，由焦作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市
总工会联合在全市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的焦作市第二
届基层卫生岗位练
兵 和 技 能 竞 赛 活
动 ，紧 紧 围 绕 基 层
卫 生 岗 位 基 本 医
疗、疫情防控、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化及家庭医生签约
服 务 等 内 容 ，以 赛
促学、以赛促练，增
强基层医疗卫生人
员 对 常 见 病 、多 发
病的诊疗能力及实
操 能 力 ，逐 步 形 成
基层医疗卫生技术
人员岗位练兵常态
化 机 制 ，坚 持 常 抓
不懈、与时俱进，不
断丰富岗位练兵内
容和形式。

当前，焦作市各县（市、区）卫生健
康部门把开展全市基层卫生岗位练兵
和技能竞赛活动作为提升岗位技术水
平、增强队伍综合素质、锻造基层医疗
卫生队伍的有效举措，结合工作实际，
积极搭建练兵平台，将竞赛与日常工作
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基层岗位练兵和技
能竞赛活动，进一步强化基层常态化疫
情防控，提升基层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的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充分发挥典
型示范引领作用，增强基层医疗卫生人
员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敬业精神，更好
地服务群众。

（王正勋 侯林峰）

本报讯 9月7日，记者从济源
产城融合示范区卫生健康委获
悉，济源高效有序推进 18 岁以上
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全
力构筑全人群免疫屏障。截至 9
月 7 日 24 时，济源 18 岁以上人群
第一剂次接种完成省定目标任务
的100.93%，第二剂次接种完成率
为88.07%；12岁~17岁人群第一剂
次 接 种 完 成 省 定 目 标 任 务 的
107.18% ，第 二 剂 次 完 成 率 为
6.95%。

高度重视高位推动，指挥精
准调度有力。从 6 月 22 日起，济
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卫生健康委坚
持每晚组织召开疫苗接种工作推
进会，每天通报辖区疫苗接种进
度，听取人员组织、服务保障、工
作措施落实情况汇报，根据情况
变化，对次日工作发出指令、提出
要求。

传递责任传导压力，摸清底
数全面动员。济源产城融合示范
区卫生健康委实行分片包干，每
名干部联系分包 30 户家庭，党员
志愿者协助配合，开展入户走访、
上门服务，逐一进行人员核查，确
保疫苗接种“不落一户、不漏一
人”；发挥行业主管优势，各行业
主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抽

调人员成立工作组，对从业人员
疫苗接种工作进行宣传动员、督
导检查。

创新举措优化服务，便民惠
民温暖贴心。济源产城融合示范
区卫生健康委从医疗系统抽调近
800名临床医务人员，组建50支流
动接种队伍，在全市设置 69 处临
时接种点。各流动接种队积极开
展上门服务、预约服务、延时服务
等。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卫生健
康委组织人员进村入户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加大疫苗知识和防疫
政策宣传力度；在临时接种点配
备遮阳棚、防晒伞等便民设施，接
种现场为群众提供防暑降温物
品；开通疫苗接种专车，接送群众
前往各接种点接种；开通流动接
种车，为偏远山区和行动不便人
员开展上门接种。

强化督查定期通报，加快进
度保障安全。济源产城融合示范
区卫生健康委成立 6 个督导检查
组，每天深入辖区对疫苗接种进
度、接种秩序、环境卫生、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等进行全面督导
检查；每日通报进度，每天利用工
作群发布“疫苗接种排行榜”和

“疫苗接种日报表”。
（王正勋 侯林峰 卢铁军）

济源

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许昌市中心医院

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本报讯 近日，许昌市中心医

院从市人大、市政协、市卫生健康
委等退休职工中聘请26名同志担
任社会监督员，持续提升医疗服
务质量，提升群众就医满意度，推
动该院行风建设再上新台阶。

社会监督员每季度通过明
察暗访等形式，对医务人员服务
态度、工作作风等进行督查，发
现行业作风方面的问题，及时向
该院纪委办公室反馈；发现违规
接受宴请、收受“红包”等严重违
纪问题，可直接向该院主管领导
或纪委书记反映；听取患者对医
务人员的医德医风的评价，了解
和收集群众对该院行业作风和

落实“三合理一规范”工作要求
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及时向该院
纪委办公室反馈存在的问题或
直接向该院主管领导反映；每半
年对该院服务提出可行性意见
和建议。

许昌市中心医院对社会监督
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和问题，将进
行详细归纳整理，及时调查了解，
认真研究改进措施，并对采取的
措施及整改效果定期向社会监督
员反馈通报，接受社会监督员评
估，对评估不满意的问题持续整
改，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
服务。

（王正勋 侯林峰 刘旭光）

一份特殊的快递
本报记者 丁宏伟 通讯员 宋晓娜

“喂！您好！请问是曹红军吗？我
是同城跑腿送货员，李女士托我给您送
的鲜花到了，麻烦您到医院大门口取一
下吧！”9月3日上午，驻马店市第二人民
医院精神七科曹红军主任接到一个快递
员的电话。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患者李女士，
一直被情绪不稳困扰，时而莫名兴奋，
时而悲观厌世，反复交替，这种情绪已

经困扰了她长达 17 年之久，曾辗转到
多地治疗，效果均不理想。今年 7 月
中旬，经人介绍，李女士从云南奔波近
两千公里来到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
找到曹红军主任，并入住精神七科进
行治疗。在精神七科医务人员共同努
力下，她的情绪逐渐稳定。正当李某
满怀期待准备出院归家时，突如其来
的疫情却阻挡了李女士的归家步伐，

受疫情影响家人无法前来接李某回
家。在此期间，李某情绪再次低落并
时有发脾气现象，在医务人员及时跟
进，根据病情变化给予心理治疗后，李
女士的情绪逐渐稳定，愿意积极面对
生活。在此次疫情逐渐“解封”后，李
女士高高兴兴地出院了，出院的第二
天通过同城跑腿给驻马店市第二人民
医院精神七科送来了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