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管淑颖 通讯员 秦文霞） 市
第三人民医院自创建二甲医院以来， 一直把持
续提高医疗质量作为全院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

重来抓，从 11 月 14 日起，市第三人民医院全面
重启夜查房制度， 夜查房人员由医院行政总值
班、医疗总值班、护理总值班等人员组成。

每晚 7 时 30 分至 9 时，由带班院领导带队
进行夜查房，走访医院各个临床科室，对医疗、
护理、后勤保障、安全等工作进行检查，保障非
办公期间医院各项工作平稳、安全运行；抽查各
科室当班医生对危重病人的病情了解情况和监

管情况； 及时了解全院各病区医疗质量和安全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组织协调处理突发事件等，
从每个细节、每道环节入手，提高医院诊疗质量
和服务水平，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该院党委书记范银芬表示， 夜晚医护力量
相对薄弱，医院开展夜查房工作，可以增强值班
医护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 全面提高医
疗质量与医疗安全，巩固二甲创建成果，保障各
方面工作有序运行。

全面推行夜查房制度
市第三人民医院

�������寒冬来临，人体容易血管收缩、血液黏
稠度增加，造成血栓堵塞动脉，往往导致心
梗或中风，但血栓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专家
介绍，如果血栓在静脉形成并脱落，随血流
至肺部，发生肺栓塞，长期将可能导致一种
叫作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的罕见

病，其危险程度丝毫不亚于心梗和中风。
我国肺动脉高压学科领头人之一 、中

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血栓病中心主任荆

志成介绍，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是
一类不太为社会所熟知的凶险疾病。 慢性
血栓导致长期的肺动脉栓塞， 引起肺动脉
高压频发，使患者一直处于乏力、喘气的状
态，甚至连二三层的楼梯都无法爬上去，特
别是中青年患者因此而无法获得工作机

会，成为家庭及社会的负担。
“在过去，由于治疗手段有限 ，慢性血

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相当于心血管领域的

癌症，恶性程度非常高。 ”荆志成说，与其他
类型的肺动脉高压一样， 若未得到正确而
及时的干预， 这种疾病可发展为右心衰竭
甚至死亡。

医疗技术和药物研发的进步，给慢性血
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患者带来新的希望。根
据最新的 《中国肺高血压诊断和治疗指南
2018》，以肺动脉内膜剥脱术为主，辅之以肺
动脉球囊扩张术和抗凝、靶向药物治疗，让
越来越多患者的预后得到彻底改善。

专家指出，早评估、早预防、早识别、早
诊断、早治疗是防治这种疾病的有效手段。

由于治疗难度大， 每一名患者术前都需要
接受多学科专家团队的评估， 制订个性化
的治疗方案。

“评估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诊疗效果，
而并非所有患者都适用肺动脉血栓内膜剥

脱术 ， 介入手段及药物治疗同样非常重
要。 ”荆志成说，靶向药物在术前、术后或无
法手术的情况下， 都能对改善患者肺动脉
栓塞病情持续发挥作用， 是治疗该病的主
要手段之一。

专家介绍，在我国，目前只有一种对症的
靶向药物获批用于治疗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

脉高压，而且，很多医师缺乏对治疗肺动脉
高压的认知，导致部分患者存在“无医可诊”
“无药可医”的情况。 一些患者虽然能够接触

到药物，但无力负担天价救命药，从而陷入因
病致贫的困境，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

“大部分患者没有就诊或者是被误诊、
漏诊。 ”荆志成呼吁社会关注慢性血栓栓塞
性肺动脉高压，尽快改变这种疾病只有“孤
儿药”的现状，并将更多肺动脉高压治疗药
物纳入医保药品目录，鼓励全社会重视肺动
脉高压用药研发。

据了解，包括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
压在内的肺动脉高压患者中有不少是年轻

人，他们患病后因病失业，失去了收入来源，
而靶向药物治疗往往伴随终生。 广东省心
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姚桦认为，更多相关治
疗药物进入医保目录将有助于减轻患者的

经济负担。 据新华社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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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全体党员的荣誉感、使命感，丰富
组织生活，充分发挥党组织引导教育、凝聚激励作用，近日，
市眼科医院（市二院）党支部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组织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赴台前县刘邓大军渡
黄河纪念馆、范县冀鲁豫边区纪念馆、范县郑板桥纪念馆，开
展“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红色之旅主题党日活动。

参观队伍首先来到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看到了显示
当年强渡黄河的大型壁画、大量图文资料及实物，生动再现
了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的动人场景和战争年代老区人民与子

弟兵鱼水深情。 随后在冀鲁豫边区纪念馆，通过观看丰富的
图片和音像资料，大家了解八路军的艰难抗战历史，深切感
受到了革命先辈艰苦奋斗、顽强不屈的精神和共产党人终身
为国、一心为民的政治情怀。 最后，大家前往郑板桥纪念馆，
学习他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心系百姓、与民同忧的无私情
怀。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使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
和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进一步增强了立
足岗位创先争优的意识。 大家纷纷表示，要以革命先烈为榜
样，牢记使命，与时俱进，争做“四讲四有”合格党员，在平凡
的岗位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全市人民的眼健康保驾护
航。 （杨志浩）

市眼科医院

开展红色之旅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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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管淑颖 通讯员 刘欣） 为推
动我市眼科领域发展， 提高眼底疾病诊断与治
疗水平，11 月 16 日，市眼科医院（市二院）召开
濮阳市 2019 眼底病学术会议。

北京同仁医院教授李松峰、 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教授于文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
李秋明、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教授范珂应邀出席
会议并现场授课。会议由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市
眼科医院院长张清生主持。

张清生首先对各位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和衷心感谢，他希望通过此次学术会，搭建起
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共同分享眼底病诊
治新知识、新进展，提高我市眼底病诊疗水平，
为广大眼底病患者提供更加先进、优质、高效的
医疗服务。

学术会上，李松峰作了题为《常见小儿眼底
病的诊疗策略》的授课，于文贞为大家分享《糖
尿病黄斑水肿治疗与预后分析》，李秋明为大家
讲解了 《个性化选择视网膜脱离处理措施》，范
珂分享了《视神经炎的规范化诊治》。 各位教授
通过深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案例， 带大
家了解了治疗眼底病的新知识、新进展。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 这次会议是一次难得
的学习和交流机会， 通过此次会议使大家增长
知识、更新观念、开阔视野，为进一步提高全市
眼底病诊疗水平、 推动全市眼科医疗事业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

濮阳市 2019 眼底病
学术会议召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近日在
2019 智慧监管创新大会上表示，全国疫苗追溯协
同服务平台将于明年上线，整合疫苗生产、流通和
预防接种全过程追溯信息，实现疫苗可追溯，社会
公众也可以通过该系统查询疫苗相关信息。

会议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指导、 中国健康
传媒集团主办， 旨在推进药品监管体系和监管能

力现代化。 据介绍， 要持续推进药品智慧监管工
作，形成“严管”加“智管”的监管新局面。今后仍需
持续夯实智慧监管基础、强化数据建设管理、提升
业务应用水平，并充分运用“互联网 +”信息化技
术手段， 切实提升药品监管政务事项的服务能力
和水平。

摘自《人民日报 》

全国疫苗追溯系统明年将上线

�������爱尔眼科发布的国人眼底病变状况大数据报告显示，我
国 60 岁以上人群的眼底检查异常率均高于 21.39%， 即每 5
名 60 岁以上的人群中就有 1 名眼底异常的人。 眼底病变已
经成为老年人致盲第一因素，但是仅有少数人得到了规范治
疗。

据悉，爱尔眼科通过与当地社区合作的方式，历时 1 年
通过“人工智能 + 远程阅片”，共为 68878 人次进行了眼底阅
片，其中眼底阅片异常数为 12620，异常率为 18.32%。而在 61
到 70 岁人群中，异常率增至 21.39%。在 70 岁以上人群中，异
常率更是高达 25.61%。 这意味着，每 5 名 61 到 70 岁的人群
中，就有超过 1 名的眼底病变患者，而在每 4 名 70 岁以上人
群中就有 1 名眼底病变患者。

专家表示，眼底病变主要指视网膜、脉络膜、视神经和玻
璃体的炎症、肿瘤及类血管的病变，常见的眼底病变包括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高度近视视网膜病变等。 根据最
新数据显示，老年相关眼底病变正成为老年人群中第 1 位致
盲原因。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院长唐仕波教授指出，且因眼底
病变致盲的不可逆性，一旦造成损害就无法恢复，所以眼底
病变治疗的重中之重即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 “深度近视
很可能诱发眼底病变。 比如年轻时深度近视，年纪大了很容
易患上黄斑变性。 ”专家称，很多患者做完近视手术后就觉得
万事大吉，其实手术只是让视觉上清晰，眼底的病变依然在
发生。 而一旦有黄斑变性等症状，就需要长期接受抗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抗 VEGF)治疗，然而在门诊中只有不到 20%的患
者会坚持随访与治疗。 据新华社

眼底病变已成为
老年人致盲第一因素

�������今年 11 月 14 日是第 13 个联合国
糖尿病日，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
代谢疾病， 我国是全球糖尿病患病率增
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目前糖尿病患者超
过 1.1 亿，糖尿病前期人群约 1.5 亿。 糖
尿病并发症累及血管、眼、肾、足等多个
器官，致残、致死率高，严重影响患者健
康。专家表示，应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预
防糖尿病。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肖

新华表示， 糖尿病的发病机制涉及很多
方面， 最主要的可以总结为胰岛素分泌
的缺乏和胰岛素敏感性的下降。 目前糖
尿病的确切发病机制还未完全清楚，研
究发现原因包括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生

活方式和工作压力等。 他说，2 型糖尿病
是我国最常见的糖尿病类型， 而肥胖是
2 型糖尿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伴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趋势，生活条
件的改善和活动量减少使得我国糖尿病

发病率急剧增加。 ”肖新华表示，糖尿病
是可以预防的， 特别是通过生活方式的
干预可降低糖尿病的发生率， 包括健康
饮食、保持规律运动和减重。“因此，最重
要的是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和规律的运

动习惯。 ”
肖新华表示，超重与肥胖、高血压、

血脂异常、糖尿病家族史、妊娠糖尿病史
和巨大儿（出生体重≥4kg）生育史，具备
任一因素都是糖尿病高危人群， 都应注

意预防管理。
肖新华建议，40 岁以上人群尤其是

有糖尿病家族史等高危患者需要积极参

与糖尿病的筛查和生活方式干预。另外，
如果通过家庭血糖检测仪发现异常，应
及时到医院进行糖耐量测试等来确诊是

否患有糖尿病，做到早诊断，早治疗。
“目前生活方式的干预对于预防糖

尿病是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其简单来
讲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很多得糖尿病
的人是高脂、高热卡食物吃太多，导致总
热卡摄入过多所致，应适度减少高热卡、
高能量食物的摄入， 同时进行规律的锻
炼和减重。 ”肖新华表示。

据新华社

专家建议通过生活方式干预预防糖尿病
联合国糖尿病日

小小血栓引发罕见病

�������在桂黔乌英苗寨，柳州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为小朋友做口腔检查（11 月 16 日摄）。
11 月 16 日，广西柳州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党员志愿者来到位于桂黔交界的乌英苗寨，为当地桂黔两省区群众提供免

费诊疗、体检、健康咨询等爱心送医服务。 为帮助贫困山区群众解决一些日常医疗需求，此次爱心送医服务向苗寨赠送了
部分常用药品，并向每户家庭赠送了家庭小药箱。

乌英苗寨位于广西、贵州交界的大苗山深处，共有 140 户 600 多人，其中 100 户属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
乡党鸠村，40 户属贵州省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乡南岑村。 这里地处偏远，土地资源匮乏，自然环境恶劣，是一个典型的深
度贫困苗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