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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和疾控机构
消防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

（节选）
4.3制度管理
4.3.1防火巡查、检查制度
4.3.1.1 防火巡查、检查工作

应由消防安全主管部门组织开
展。

4.3.1.2明确巡查人员和重点
巡查部位，每日组织开展防火巡
查，日间住院区及门诊区应至少
两次，夜间住院区及急诊区应至
少两次，其他场所每日应至少一
次。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应当场
处理，或及时上报。

4.3.1.3 防火巡查、检查人员
在进行巡查、检查时，必须佩戴
统一制作的证件。

4.3.1.4 防火巡查、检查人员
对巡查、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责令相关人员当场改正，不能当
场整改的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4.3.1.5 防火巡查、检查应当
填写巡查、检查记录表。巡查人
员、检查人员、消防安全主管部

门负责人以及被检查的部门消
防安全责任人应在巡查、检查记
录表上签字，存档备查。

4.3.1.6每月应至少组织一次
防火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应
立即整改，不能当场整改的下达
限期整改通知书。

4.3.2火灾隐患整改制度
4.3.2.1 对存在的火灾隐患，

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消除。
4.3.2.2对违反消防安全规定

的行为，应当责成有关人员整改
落实，并做好记录、存档工作。

4.3.2.3 对巡查、检查中发现
的火灾隐患应按以下程序予以
消除：

a）对可以立即消除的火灾
隐患，检查人员应通知存在隐患
的部门负责人立即采取措施消
除；

b）对无法立即消除的火灾
隐患，检查人员应立即报告消防

安全主管部门，由消防安全主管
部门以及消防安全责任人研究
确定隐患消除措施、组织制订隐
患消除计划，并协助提供整改所
需的各项保障；

c）隐患未完全消除期间，存
在火灾隐患的部门应采取有效
措施，预防火灾发生；

d）隐患消除后，消防安全主
管部门应组织人员进行复查，以
确认火灾隐患消除。

4.3.2.4 火灾隐患整改完毕，
负责整改的部门应当将整改情
况记录报送消防安全主管部门
存档备查。

4.3.2.5 对消防救援部门责令
限期整改的火灾隐患，应当在规
定的期限内改正并撰写火灾隐
患整改复函，报送消防救援部
门。

4.3.3宣传教育培训制度
4.3.3.1应建立健全消防安全

宣传教育培训制度，明确机构和
人员，保障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经
费，按照下列规定对员工进行消
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

a）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消防
安全宣传教育；

b）对新上岗和进入新岗位
的员工进行上岗前消防安全培

训；
c）对本单位全体员工每年至

少进行一次消防安全培训；
d）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每半

年应至少组织一次、其他单位每
年应至少组织一次灭火和应急
疏散演练。

4.3.3.2宣传教育培训的重点
应包括本单位的火灾危险性、防
火灭火措施、消防设施及灭火器
材的操作使用方法、人员疏散逃
生等方面。

4.3.3.3由两个以上单位管理
或者使用的同一建筑物，应明确
双方责任，负责公共消防安全管
理的单位应对建筑物内的员工
进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每
年应至少组织一次灭火和应急
疏散演练。

4.3.4用火、用电安全管理制
度

4.3.4.1应对动用明火实行严
格的消防安全管理，禁止在有爆
炸危险性场所使用明火。

4.3.4.2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
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动火单位应
当先办理审批手续，并向医疗和
疾控机构管理部门报备，采取防
火分隔措施，设专人监护管理，
清除动火区域现场的可燃、易燃

物，配置消防器材，确保现场消
防安全。

4.3.4.3动用明火所用的液化
石油气、乙炔等燃气，施工单位
要按危险品的运输、储存、使用
的相关规定进行严格的管理。
燃气钢瓶要远离明火，要有防
盗、防晒、防雷措施。

4.3.4.4施工单位进行电气焊
等动火作业时，应由医疗和疾控
机构电气设备管理部门配合，严
禁施工单位私自动用电源。

4.3.4.5具有易燃物等较高危
险性场所为一级动火部位，动火
证有效期不得超过8小时。附近
可燃物极少、室外开阔场地等危
险性较低的场所为二级动火部
位，动火证有效期不得超过72小
时。若中断作业超过 30 分钟继
续动火，监护人、动火人和现场
负责人应重新确认。

4.3.4.6加强对施工中电气焊
等动火情况的监督检查，消防安
全主管部门要对开出的动火证
进行监督，要确保动火时间在有
效时限内、动火人员与证件相
符、灭火器材有效可用、安全措
施得当有效。

（内容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提供）

本报讯 2月20日，因突发脑
出血被送到焦煤中央医院抢救
的 13 岁少年小张顺利出院。在
该院神经外科二区医务人员的
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小张先后接
受了开颅血肿清除和血管畸形
团切除术。不仅如此，在骨组织
移植与再生技术转化医学中心
的技术支持下，神经外科二区医
务人员为小张成功开展了自体
颅骨回植术，帮助小张恢复颅骨
完整性。

据了解，去年 12 月 10 日 12
时 12 分，正在写作业的小张，
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并伴频繁
喷射性呕吐。随后，他被送到
当地医院做 CT（计算机层析成

像）检查，结果显示为左侧额叶
脑出血并脑疝形成。小张被转
到焦煤中央医院进行救治。

时间就是生命。焦煤中央
医院神经外科二区主任赵占升
接到救治患者的消息后，迅速组
织科室人员为患者开通绿色通
道，并迅速完善术前准备。经急
查头部CTA（动脉血管成像），小
张被确诊为左侧额叶动静脉畸
形破裂出血。

医务人员以最快的速度将
小张推进手术室，进行开颅血肿
清除加血管畸形团切除术。术
中，医务人员顺利清除患者颅内
血肿，完整切除血管畸形团，并
去除了左侧额顶部的部分颅骨，

以快速降低患者颅内压，提高患
者的生存率和治愈率。在开颅
手术中，医务人员留存了患者的
颅骨骨瓣，以便后期利用新技术

“重装”患者颅骨。随后，该院神
经外科二区给予小张高压氧及
康复治疗。术后20天，小张逐渐
康复，不仅能开口说话，四肢还
能自如活动。

“患者恢复较好，颅内压力
不高，第一次手术后 50 天，即可
进行颅骨修补。”赵占升说。今
年 2 月，小张在家人的陪伴下重
返医院，接受颅骨回植术。令小
张及其家人感动的是，这次手术
补上的颅骨是当初开颅时被取
下的自身骨瓣，而不是钛网合金

等人工合成材料。
“颅骨是大脑与外界的屏

障，保护脑内组织的正常运行。
很多原因都会导致颅骨缺损，比
如高空摔落、被重物击伤、颅骨
本身的病变等。”赵占升说，“用
患者自身取出的颅骨治疗颅骨
缺损是目前公认的理想选择，具
有与缺损部位完全一致、不需要
塑形、患者无排异反应等优点。”

自体颅骨回植最难的是颅
骨体外储存。自体颅骨从取下
到回植（短则1个月、长则1年）过
程中保持无菌和维持颅骨的活
性是难点。高温或其他常规灭
菌方式会破坏颅骨的活性。该
院去年成立的骨组织移植与再

生技术转化医学中心，可以提供
此类技术支持。

赵占升说：“考虑到患者仅
13 岁，大面积颅骨缺损会对他
的生活和心理造成影响。我们
在实施开颅手术时，没有将取
出的骨瓣处理掉，而是采用清
洗、灭菌、超低温储存等自体颅
骨体外储存新技术保存下来。”

2月5日，赵占升带领科室人
员为小张实施了颅骨缺损自体
颅骨回植术。术后，小张恢复良
好。2月20日上午，赵占升为小
张拆线后，小张顺利出院。随
后，小张的家人为神经外科二区
送上一面锦旗表示感谢。

（王正勋 侯林峰 何 阳）

实施血管畸形团切除+自体颅骨回植术

焦煤中央医院成功救治脑出血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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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刘
冰）遗传学上，寄生胎又称胎中胎，发病
率为50万分之一。2月19日，洛阳市妇
幼保健院小儿外科专家团队成功为一
名出生仅6天的男婴摘除了寄生胎。目
前，患儿在重症监护病房继续观察治
疗。

家住洛阳的王女士在当地医院进
行孕期常规四维产检时发现胎儿有异
常情况。于是，孕29周的她到洛阳市妇
幼保健院进一步检查，彩超检查显示胎
儿右侧胸腔内有个直径约3.4厘米的囊
实性包块，有彩色血流信号。产科、儿
外科、超声科专家经会诊，考虑是寄生
胎，但王女士无需终止妊娠，只需密切
监测，待宝宝出生后摘除其体内的寄生
胎即可。

寄生胎通常指完整胎体内寄生一
个或几个不完整的胎体，会随着完整胎
体的成长而成长，一般缺少心、肺等人
体重要器官，可以理解为一种良性肿
瘤，如果长期在体内危害较大。一般来
说，寄生胎好发部位为腹膜后及腹腔。
而刘女士体内胎儿的寄生胎发生在胸
腔，更为少见。

“2月8日，孕36周加5天的王女士
来我院产检，因临近足月，我们就为她
办理了住院。”洛阳市妇幼保健院产科
一区主任丁俊青说。2月13日，男婴顺
利出生，体重为3250克。经彩超检查显
示，其右侧胸腔内的囊实性包块直径约
6厘米，压迫脏器，影响肺部发育，导致
男婴出生后出现呼吸困难等情况。男
婴被送到了新生儿科进行干预治疗。

由于新生儿脏器小、血管细，手术
操作难度高。同时，寄生胎存在多种不
确定因素。专家团队预先制订了详细
的手术方案。2月19日下午，经过1个
多小时的手术，专家团队将男婴胸腔内
的寄生胎成功摘除。

洛阳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主任
许富星说，寄生胎本身发育极不完整，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寄生胎的营
养供给均来自寄主。寄生胎常因缺乏
营养而导致发育不正常或严重的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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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驻马店市第一人
民医院妇科、麻醉科、重症
医学科、心内科、新生儿科、
超声科、检验科等多学科协
作诊疗，成功救治了一名双
胎合并心力衰竭、妊高征、
胎儿宫内窘迫的50岁产妇。

当天凌晨 1 时许，50 岁
的刘女士出现呼吸急促情
况，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医
院就诊。医务人员检查后，
刘女士以“宫内孕 35 周加 2
天双胎、急性心力衰竭、胎
儿宫内窘迫、双胎早产儿”
为主诉收入院。刘女士情
况紧急，母婴生命危在旦
夕，如果不及时终止妊娠，
宫内胎儿随时可能出现重
度缺氧。驻马店市第一人
民医院立即启动危重症孕
产妇救治预案，为刘女士进
行紧急剖宫产手术。

多学科专家团队迅速
到位。专家团队为刘女士
进行剖宫产的同时，随时
准备进入抢救状态。手术
顺利结束，双胎宝宝转入
新生儿科进一步观察。产
后 3 天内，尤其是产后 24
小时内，是产妇发生心力
衰竭的危险时期。术后，
刘 女 士 被 送 到 重 症 医 学
科，给予无创呼吸机辅助
呼吸、强心利尿扩血管纠
正心衰、抗感染等对症支
持治疗。2 月 22 日，记者从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了
解到，产妇和双胎宝宝已
经顺利出院。

（上接第1版）
2023 年，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获批各级重点学科
44 个，其中“生殖医学”为国
家重点专科，“口腔医学”为
省级重点一级学科，“智能医
学与生物医学”“医学工程技
术”为省级重点新兴交叉学
科。多学科的蓬勃发展，为
该院高质量发展和前瞻性布
局打下坚实的基础。

技术创新激发新动能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以 需 求 为 导 向 推 进 临 床 新
技 术 创 新 ，积 极 构 建“ 攻 坚
克 难 — 示 范 引 领 — 普 及 推
广”的三级医疗技术创新和
保障体系。2023 年，该院开
展新技术、新项目 94 项，填补
国际空白 5 项、国内空白 10
项、省内空白52项。

其中，该院神经内科许予
明团队成功研发了一种基于
实时扩增错误折叠蛋白检测
技术的诊断方法，相关研究
发表在《转化神经变性病》等
杂志上。该无创技术具有极
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能在
疾病的极早期检测到极低浓
度的致病蛋白，是目前全球
唯一一款靶向运动神经元病
致病蛋白结构的高通量诊断
技术，有望纳入运动神经元
病诊断指南，可以实现运动
神经元病的早期筛查、无创
精准诊断。

感染科曾庆磊团队填补
了索磷布韦治疗两类特殊人
群（即慢性丙肝孕妇和慢性丙
肝婴幼儿）的空白。曾庆磊团
队基于索磷布韦的方案，治疗
2 例重症慢性丙肝孕妇和 1 例
3岁以下的重症慢性丙肝婴幼
儿，并实现丙肝根治，且在随
访的 1 年~1.5 年，母婴安全性
和有效性良好。该技术将更
好地为临床医生提供临床决
策依据。

单肺隔离通气管理中常
用的双腔气管导管和支气管
封堵器存在管径较粗、封堵器
套囊易发生术中移位漏气、套
囊压力过高时会压迫人体气
管黏膜等问题，麻醉科徐玉灿
团队自主设计研发了智能气
道监测技术。智能气道监测
技术可将支气管封堵器套囊
位置及距离变化、套囊压力、
中心温度、气管内湿度等数据
通过蓝牙、医用 WiFi（无线局
域网）、Zigbee（紫蜂技术）等
无线传输到监护仪或手机移
动终端设备，协助医生进行人
工或自动调控，维持患者各项
监测指标在正常范围。该技
术中控压型气管导管已上市，
智能可视支气管封堵器正在
启动上市。此项技术填补了
国际空白，是医工交叉的典型
代表。

肝胆胰外科党晓卫团队
实施了国内首例3D（三维）腹

腔镜辅助肠系膜上静脉—下
腔静脉人工血管分流治疗布
加综合征技术。该团队借助
腹腔镜的创伤小、恢复快、感
染风险低等优点，创新手术方
式，将手术切口从 25 厘米~30
厘米缩短为 10 厘米，降低对
腹腔脏器的牵拉、暴露风险，
显著缩短手术时间、减轻患者
手术创伤，加速患者术后康
复。

作为国内第一批、河南省
唯一获得六大移植资质的单
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23 年共完成人体器官移植
828 例，其中肝脏移植例数居
全国第 8 位，肾脏移植例数居
全国第 2 位，儿童肾脏移植例
数居全国第 1 位，肺脏移植例
数居全国第 7 位，心脏移植例
数居全国第12位。

搭建创新人才梯队

“想干事的给机会，能干
事的给平台，干成事的有地
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这是我们医院一贯秉持
的用人策略。”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王成增说，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医院高
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2023 年 2 月 16 日，马歇
尔国际消化病医院在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揭牌。该院
将聚焦消化病（尤其是消化
肿瘤领域）开展国际领先的
高水平诊疗，同时推进以临
床为中心的临床医学科学研
究与医学人才培养，构建“基
础—临床—转化”全链条，建
设成为立足河南、辐射全国、
影响世界的高水平消化病医
院。而这，仅仅是该院人才布
局的一个缩影。

2023年，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通过搭建创新人才梯
队，积极集聚和培育人才，全
职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马歇
尔院士团队、中国科学院张玉
奎院士团队等；招录 203 名博
士研究生，在站博士后151人；
培育各级各类科技人才47人，
其中3人入选2023年中原英才
计划中原学者，10人被认定为
河南省高层次人才，8 人入选
中青年卫生健康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4人入选2023年度“中
原英才计划（育才系列）”中原
医疗卫生领军人才。

2023 年，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的人才建设、学科
排名、课题立项、成果与高水
平论文数量，均处于省内领
先地位。

2024年，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将继续加强与河南省
医学科学院的战略合作，全力
创建国家医学中心，凝练优势
学科方向，推动医学技术创
新，聚合平台资源，加强国际
交流合作，创新人才引培机
制，继续以创新驱动引领医院
高质量发展。

急救故事

近日，在平顶山市一家供水单位，卫生监督员检查供水设施情况。连日来，平顶山市卫生健康技术监督中心
监督员对市直二次供水单位开展检查，确保群众用水安全。 路易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