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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甲状腺激素已恢复到正常
水平，甲巯咪唑的用量可以减少
了。”每月月初，家住南阳市卧龙区
七里园乡的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
李女士都会来到七里园乡卫生院
复查甲状腺情况，南阳市第一人民
医院派驻该卫生院的执行院长王
晓静根据复查结果，为李女士指导
用药，并嘱咐李女士要坚持忌碘饮
食，注意休息。

“真是太方便了，大大节省时
间和治疗费用。”据李女士介绍，她
以前都是去市里的大医院复查，不
仅路程远还浪费时间。去年 8 月
份，李女士得知家门口的卫生院开
设了甲状腺门诊，就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来到这里就诊。李女士在王
晓静的指导下，坚持定期复查、合
理用药，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李女
士觉得七里园乡卫生院的诊疗能
力不比大医院差，不仅效果好，价
格还便宜。

“甲状腺疾病（甲亢、甲减、甲
状腺结节）虽然属于临床常见的内
分泌系统疾病，但是需要定期复
诊。”七里园卫生院院长钟健介绍
开展甲状腺门诊的重要性时说。
近年来，随着人们饮食结构及生活
方式的改变，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
逐年增长。以往当地的甲状腺疾
病患者均流失到了外院，自从开设
甲状腺门诊以来，将一部分甲状腺

疾病的患者留在了本院，这对提升
基层慢性病的管理水平有了很好
的参考作用。

“甲状腺知识普及是治疗甲状
腺疾病的基础，只有了解该病，患
者才能更好地配合治疗，医生和护
士的工作才能事半功倍。”为了使
其他内科医生掌握甲状腺疾病的
诊治知识，王晓静还组织开展了

《甲状腺常见疾病规范化诊疗》等
讲座。

王晓静说：“要为甲亢患者开
具相关并发症的化验单，如肝功
能、血常规、电解质、心电图等。”渐
渐地，七里园乡卫生院的内科医生
会根据学到的诊疗知识，为甲状腺

疾病患者进行诊治。如果内科医
生在诊治过程中遇到问题向王晓
静咨询，王晓静会事无巨细地把诊
治经验告诉对方。

“哪里需要往哪里搬。帮扶工
作就是对发现的弱势短板进行修
补。”去年5月，王晓静来到七里园乡
卫生院，她的身影穿梭在各个科室。

为了提高日常医疗文书质量，
王晓静与七里园乡卫生院副院长
齐平、护理部主任季小满3人，定期
对门诊日志、登记本、住院病历、门
诊处方等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
公布到工作群里，待下次检查时核
实有无整改。经过多次检查及反
馈，医疗文书合格率得到了提升。

为了确保诊疗操作规范，保障
医疗质量安全，王晓静多次邀请南
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同事，为七里
园乡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举办《中国
成人股骨头坏死临床诊疗指南》

《急性卒中相关知识》等各种业务
知识讲座。

为了实现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畅
通，王晓静采取与村医联合义诊等
多种方式，加强与村医的沟通，还经
常到村卫生室进行拜访，并为村医
讲解双向转诊系统的使用方法。

王晓静希望借助南阳市第一
人民医院的平台，把更多优质医疗
资源延伸到基层，让老百姓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
本报记者 乔晓娜 通讯员 罗红梅

灵驿站人心
力乡村振兴助

肺结核患者的居家消毒与防护
□朱岩昆

肺结核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
菌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主要通过
空气飞沫传播。当家中有肺结核
患者时，正确的消毒措施对于防
止疾病传播非常重要。本文主要
介绍如何在家中为肺结核患者创
造一个安全、卫生的环境。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确保室内空气流通是预防肺

结核传播的基础。每天定时开窗
通风，每次至少30分钟，有助于降
低室内空气中的结核分枝杆菌浓
度。同时，不要长时间关闭门窗，
以免滋生细菌。

患者居住环境的消毒
患者居住的房间应保持清洁、

干燥，每天定时打扫，保持地面、
墙面、家具等清洁。

使用含氯消毒剂（如 84 消毒

液）对 患 者 居 住 的 环 境 进 行 消
毒。按照说明书上的比例稀释消
毒剂，使用抹布擦拭家具、门窗、
地面等；消毒后，用清水擦拭干
净，避免残留的消毒剂对患者造
成刺激。

患者使用的床上用品（如床
单、被罩、枕套等）应每周清洗并
在阳光下暴晒，以杀灭可能存在
的结核分枝杆菌。

患者个人物品的消毒
患者使用的餐具、水杯等应专

人专用，避免与家人混用。餐后，
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然后使
用含氯消毒剂浸泡 30 分钟，再用
清水冲洗干净。

患者使用的毛巾、衣物等，应
单独清洗，并在阳光下暴晒。洗
涤时，也可使用含氯消毒剂浸泡

30分钟，以杀灭细菌。
患者咳嗽、咯痰时，应使用纸

巾遮盖口鼻，然后将纸巾妥善处
理。患者使用过的口罩也应妥善
处理。

家庭成员的防护
家庭成员与患者接触时，应佩

戴口罩，避免吸入患者咳嗽、咯痰
时产生的飞沫。

家庭成员应保持良好的个人
卫生习惯，勤洗手、勤洗澡、勤换
衣服，避免与患者共用个人物品。

家庭成员应定期进行体检，以
便及时发现并治疗可能存在的结
核感染。

肺结核患者的居家消毒与防
护是一个综合性的措施，需要患
者和家庭成员共同努力。通过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对患者居住环

境和个人物品进行消毒，以及家
庭成员的防护措施，我们可以有
效降低结核分枝杆菌的传播风
险，保护家人的健康。同时，我们

也要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给予
患者关爱和支持。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所）

科 普专家话健康普专家话健康 物剪影人

不久前的一天早晨，在宜阳县人民
医院，肿瘤科主任闫绍宏像往常一样早
早地来到科室，查看患者的情况。一名
少年推开门，冲到闫绍宏面前，激动地
说：“闫主任，您还记得我吗？我叫小涛
（化名），5年前您给我看过病，当时他们
都说我活不过半年；现在，我已经读大
学二年级了，身体可好啦，是您给我了
第二次生命！”

小涛是闫绍宏从业37年来治疗的
无数患者之一。同时，小涛也是闫绍宏
为肿瘤患者精准诊治的受益者之一。
多年来，作为宜阳县人民医院肿瘤科学
科带头人，闫绍宏带领团队奋发向上、
刻苦钻研，从当初的单一手术治疗发展
到现在化疗、放射治疗、介入治疗、靶向
治疗等综合性治疗。

2016 年，宜阳县人民医院肿瘤科
成功创建河南省重点专科。2023年，在
河南省临床服务能力五大中心首批评
选中，宜阳县人民医院被评选为肿瘤中
心达标单位。

2021年6月，宜阳县人民医院肿瘤
科秉承“汇聚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在
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的前提下，最大限度
地维持生活质量”的宗旨，开设肿瘤科

多学科门诊，并开展“首诊首治”模式，
多学科会诊融合了肿瘤内科、放疗中
心、介入科、胸外科、消化内科、呼吸内
科、影像科、病理科、营养科等专业科
室，搭建先进诊疗平台。通过学科交叉
与融合，凝聚集体智慧，闫绍宏团队为
患者“量体裁衣”，实现精准诊治，制订
最佳治疗策略。截至目前，闫绍宏团队
已为530多名肿瘤患者进行了多学科
会诊，治疗效果显著，受到业界同行和
广大患者的高度评价。

近期，宜阳县人民医院肿瘤中心升
级了放疗设备。闫绍宏说，放射治疗是
治疗恶性肿瘤的主要手段之一，70%以
上的肿瘤患者能够通过放疗得到较好
的治疗效果。同时，放疗也适合年龄
大、体质差不能耐受手术的患者。为了
提升科室的治疗水平，科室引进了高端
医用直线加速器，将县域的放射治疗推
进到以“精准定位、精准勾画靶区、精准
计划、精准治疗”为代表的新阶段。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
能输液、不住院，治病救人靠的是用
心。”闫绍宏说。在治疗过程中，闫绍宏
团队严格按照指南要求，精心地为患者
设计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选择高效、低

毒的药物组合，有效地改善患者的预后
及维护生活质量，使患者在病情控制
后，有机会享受美好的生活。

科室里的一名年轻医师介绍，在患
者面前，闫绍宏总是以最大的热情鼓励
和影响患者。闫绍宏和蔼可亲的态度和
条理清晰的诊治思路，赢得了患者的充
分信赖；他总是想患者所想，设计合适的
治疗方案；他总是以一颗关爱之心、结合
最新的研究结果和患者个体状况，明确
地提出自己的诊疗意见，是患者和家属
的“定海神针”，是年轻医师学习的典范。

记者了解到，早在2009年就晋升
为主任医师的闫绍宏，目前还担任河南
省医学会普通外科分会常务委员、洛阳
市医学会免疫学组副组长、洛阳市抗癌
协会胸部肿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洛阳
市抗癌协会放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洛阳市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多年来，闫绍宏不断总结经
验及潜心研究，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论
文10余篇，书写专著一部。闫绍宏曾
获得洛阳市科技拔尖人才、洛阳市优秀
专家、“洛阳市十佳医生”“洛阳市群众
最满意医生”“宜阳县劳动模范”等荣
誉。

他为肿瘤患者“量体裁衣”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马亚飞 文/图

闫绍宏（左）正在为患者家属介绍病情

“医生，怎么办？我的孩子心脏里有个
点状强回声，是不是得了心脏病，很严重
吗？”一些孕妇在看到这样的超声报告时，
变得非常紧张。这也是超声医生在日常工
作中经常解答的问题。

胎儿心室内点状强回声（强光点、强光
斑）只是一种声像表现，而不是心脏结构异
常。由于超声仪器分辨率越来越高，通过
胎儿超声心动图，人们很容易看到胎儿的
情况。因此，在孕中期超声图像上，胎儿心
室内点状强回声的发生率为2.1%~5%，也
有报道是在0.5%~20%。

心室内点状强回声的来源
1.胎儿心室内腱索增厚形成的强回声

反射。
2.胎儿乳头肌中央矿物质沉积。
3.胎儿乳头肌内冠状动脉末梢分支早

期缺血性改变。
4.胎儿乳头肌腱索不完全穿孔，可以

理解为正常心房、心室发育过程中的一种
变异，随着妊娠周期的增加，多数胎儿心室
内点状强回声逐渐模糊不清、缩小，甚至消
失。

点状强回声的临床表现
据统计，胎儿左心室点状强回声的发

生率明显高于右心室，两侧心室也可同时
出现。少数胎儿可有 2 个~3 个点状强回
声。点状强回声直径通常在1毫米~6毫米
之间，位于乳头肌或腱索附近，实时超声显
像点状强回声似悬于心腔中，并随心室的
收缩和舒张而活动。

单纯点状强回声小于5毫米，一般是钙
化现象，大多数点状强回声没有太大的问
题，孕妇不用过分担心。胎儿心室内点状
强回声会随孕妇妊娠周期的增加而缩小，
回声强度也会逐渐减弱。在妊娠末期，胎
儿心室内点状强回声几乎完全消失，少数
胎儿心室内点状强回声一直存在，直至分
娩，甚至产后进行超声检查，医务人员仍能
观察到点状强回声。对于大部分胎儿而
言，心室内点状强回声可能无重要的临床
意义。当胎儿心室内点状强回声与其他结
构异常同时出现时，医务人员需要注意胎
儿染色体异常。

点状强回声的报告意义
对于一小部分胎儿来说，点状强回声

可同时出现在其他心内或心外结构异常中，如颈项透明层
增厚、脑室扩张、脑膜脑膨出、肠管强回声、肾盂扩张、生长
受限等疾病，以及胎儿染色体异常。尤其是胎儿右心室或
双心室多发点状强回声，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增高，医务
人员应对胎儿染色体核型进行分析。

因此，当发现胎儿心室内点状强回声时，对医务人员和
孕妇都是一个提示，提示大家应该注意孕妇和胎儿有无其
他高危因素和结构畸形，从而做进一步检查，确定胎儿是否
健康。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登封市人民医院超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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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所 周 知 ，孤 独 症 需 要 早 诊
断、早干预，年龄越大就越难进行
干预和康复训练，最佳的干预训练
时机是 2 岁~12 岁。那么，年龄超过
这个阶段的患儿，诊断还有意义
吗？

笔者在门诊遇到过一名 17 岁
的男孩儿，因出现心理和行为问
题，被家长带着来就诊。据家长介
绍，近一年来，男孩儿不愿意上学，
烦躁、好发脾气，在学校里不仅不
和同学交流，还总是私自拿同学的
东西，家人反复给孩子讲道理，甚
至打骂孩子，但是孩子仍然不改
正。通过详细询问得知，孩子自幼
喜欢独处，我行我素，生活自理能
力较差，也没有朋友，但比较听话，
学习成绩尚可。上了高中住校后，
孩子渐渐出现情绪和行为异常等
问题。他有很想社交，会追着别的
孩子想一起玩，但是大家总是取笑
他，没有人愿意跟他交朋友。他拿
别人的东西，只是由于当时自己饿
了，看见别人桌子上有食物，就“理
所当然”地拿来吃，并不觉得自己
有什么错。经过排查和评估，孩子
智力在正常范围内，也未见明显的
思维逻辑的异常，孩子到底是怎么
啦？我的初步考虑是孤独谱系障
碍，孤独症相关的心理评估也支持
这一诊断。

家长得知这一结果，第一反应
就是询问：“该怎么治疗呢？”除了
可以治疗孩子伴发的情绪问题，好
像没有什么办法能彻底改变这一
现状。那么，这个诊断有什么意义
呢？

在孤独谱系障碍人群中，有一
部分儿童通常具备较佳的语言表
达能力、学习能力。因此，在社会
对个人能力要求不是那么高的阶
段，儿童可以应付日常的学习和
生活。这类孩子通常看起来比较
内向，学习成绩比较好，不善社交、
兴趣狭窄，甚至在生活中刻板的行
为都可能被掩盖，早期很难发现。
但是，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社会
对个人能力要求越来越高，问题慢
慢就暴露出来了。

孤独谱系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
障碍，患儿存在社交沟通能力的缺
陷，该如何治疗呢？我们甚至不能
进行治疗，只能叫干预或康复训
练，意思是在孩子的能力范围内使
他达到尽可能地进步，尽量缩小和
健康孩子的差距。

诊断的意义
虽然孤独症是一种不可逆性疾

病，但是通过系统、科学的诊断，我
们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大龄孤独症
儿童的症状、表现以及他们面临的
特定挑战，可以为制订个性化的干预和治疗计划提
供关键信息，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以及在
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的表现。

诊断有助于家庭、学校和社会更好地理解和接
纳大龄孤独症儿童。通过了解孤独症的特点和影
响，人们可以减少对孤独症儿童的误解和偏见，为
他们创造一个更加友好和包容的环境。这种理解
和接纳，对于缓解孤独症儿童的心理压力，增加他
们的自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诊断还有助于大龄孤独症儿童获得更合适的
教育和职业培训资源。针对孤独症儿童的特定需
求和潜能，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教育职业培训，可
以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提高独
立生活能力，实现自我价值。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大龄孤独症儿童诊断的普
及也有助于提高社会对孤独症的认识和理解，推动
相关政策和服务的完善。包括加强孤独症筛查、提
供康复支持、促进公众教育等，从而为更多的大龄
孤独症儿童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支持。

大龄孤独症儿童诊断的意义在于提供更为精
确和个性化的干预和支持，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
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对孤
独症的理解，为改善孤独症儿童的生活状况做出了
积极贡献。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孤独
症诊疗康复中心）

本栏目由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办（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供稿）

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52.老年人健康指导工作注意事项？
答：健康指导是将健康状态评估发现的健康风

险、风险的程度和可能发生的后果，以及应对措施告
知服务对象，并指导实施的过程。

对患病或发现异常检查结果的老年人健康指导
包括：对发现的高血压病、糖尿病患者，应纳入慢性病
管理范围；对发现的其他疾病患者应及时治疗或转
诊；不论是体检还是辅助检查所发现的异常结果，均
需要定期复查或建议转诊。

对危险因素控制方面的健康指导包括：对一般健
康生活方式的指导，如适度运动、合理膳食、戒烟限
酒、控制体重等；也包括针对老年人特点进行有针对
性的指导，特别是70岁以上老年人在防跌倒、预防骨
质疏松症、意外伤害和自救，以及认知情感指导方面，
要特别强调。

健康状况好、无不良生活方式的，也可根据需要
开展健康指导。

健康指导的对象不仅要对老年人讲，也要让老年
人的亲属、邻居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效果。

对体检的所有老年人告知并预约下次体检时间。

基本公卫应知应会
100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