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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太康县
人民医院开展 2025 年
上半年消防安全知识

培训暨疏散技能应急

演练。 图为活动现场。
记者 李鹤 摄

“生死时速”诠释医者仁心
市中心医院

本报讯（记者 普淑娟）4 月 1 日，
一名中年男子在周口市中心医院内

突发疾病，昏厥不醒。 经现场工作人
员抢救，他转危为安。 4 月 14 日，周
口市中心医院党委决定对该院人民

路院区门诊办及参与抢救的工作人

员予以通报表扬，并给予奖励。
4 月 1 日傍晚，一中年男子在该

院人民路院区门诊楼电梯内突发呼

吸骤停，昏厥倒地，生命体征急剧恶
化。人民路院区门诊办工作人员迅速
启动应急机制，展开了一场与死神竞
速的生命救援。 各部门高效衔接、无
缝配合，最终使患者转危为安。

这感人的一幕被现场群众用手

机记录并发布至网络，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高度关注。国内主流媒体相继刊
发专题报道，充分肯定该院“生命至
上、患者至上”的服务理念，展示了该
院常态化开展急救演练、标准化建设
应急体系的显著成效。

4 月 14 日， 周口市中心医院党
委高度赞扬全院医务工作者在日常

诊疗等多方面所展现出的责任担

当和奉献精神 ，对人民路院区门诊
办公室及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进

行全院通报表扬 ，并给予奖励 。 同
时 ， 希望全院职工以先进为榜样 ，
秉持 “团结 、奉献 、笃行 、卓越 ”的精
神 ，锤炼过硬本领 ，坚守医者初心 ，
共同铸就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的钢铁长城。

护士拾金不昧 手镯物归原主
市中医院

本报讯 （记者 刘伟）4 月 14 日，
市民陈女士在周口市中医院 CT 室
就诊时不慎遗失一个 40 克重的金手
镯，幸被医务人员及时发现并主动归
还。这一拾金不昧的善举彰显了该院
医务工作者的高尚品格。

据了解 ，61 岁的陈女士身体不
适，到周口市中医院就诊，医生建议
其接受心脏造影检查。 随后，她到该
院 CT 室进行检查。为便于医务人员
操作，她随手将金手镯递给了陪同的
姐姐。 检查结束后，姐妹两人匆匆离
开，未察觉到手镯已从口袋滑落至候
诊区。

过了一会儿，CT 室护士长王桂
花和护士王君来到候诊区，发现了手

镯。 她们立即收起手镯并上报门诊
部。之后，她们核对当日就诊记录，根
据患者信息逐一去电寻找。经过近一
小时的排查，她们终于联系上了陈女
士。 陈女士赶忙返回 CT 室，取回了
手镯。“没想到还能找回来，真是太感
谢了！ ”陈女士感激地说。

周口市中医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 ，多年来 ，医院始终将 “以患者为
中心 ” 的服务理念融入日常工作 ，
定期开展医德医风教育。 他们还在
门诊大厅设立了失物招领处 ，以便
患者快速找回遗失物品 。 未来 ，周
口市中医院将持续提升医疗服务

质量 ，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
服务。

助患者告别春季失眠
市第六人民医院

������本报讯 （记者 李鹤 ）近日 ，32 岁
的李先生到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就

诊。 他说，每到春季，失眠就“不期而
至”，使他难以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
治疗，他的症状有所好转。

据了解 ，近几年 ，每到春季 ，李
先生夜里总是多梦易醒 。 他曾尝试
多种方法 ，但效果不佳 。 今年再次

受到失眠困扰的他选择到医院就

诊。
市第六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高

医生接诊后，诊断李先生患了睡眠障
碍。 之后，他为李先生制订综合治疗
方案。 经过治疗，李先生的睡眠状况
明显改善。

高医生介绍， 春季气温回升、昼

长夜短，人体的生理节律也会受到影
响。 此外，春季气压变化大，容易影响
自主神经功能，使人出现焦虑、烦躁
等情绪，进而影响睡眠质量。

他提醒 ，改善春季失眠症状 ，要
规律作息， 即使是周末也不要睡懒
觉， 以维持生物钟的稳定 。 要适量
运动 ，多散步 、慢跑 ，但睡前 2 小时

内避免剧烈运动 。 饮食方面 ， 要避
免摄入咖啡因、酒精和辛辣食物，晚
餐宜清淡。 可以尝试冥想 、 深呼吸
或温水泡脚来放松身心。 卧室要保
持安静、舒适，睡前避免使用电子产
品。 如果长期失眠 ， 或伴随明显的
焦虑 、抑郁等情绪 ，应及时就医 ，寻
求专业帮助。

探索阿尔茨海默病治疗新路径

周口淮海医院

本报讯（记者 史书杰 ）近日 ，周
口淮海医院 （原周口手外科医院）副
主任医师祝海峰带领显微外科团队，
成功为一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实施

“颈深淋巴管-静脉吻合术”。 这标志
着该院在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领域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74 岁的郑先生于 2021 年无明

显诱因出现记忆力减退、方向感差、
反应迟钝等症状。 药物治疗一段时
间后， 他的病情并无好转 。 今年 4
月，他到周口淮海医院就诊，经多学
科会诊及检查， 被确诊为阿尔茨海
默病。 经郑先生家属同意后，祝海峰
决定为其实施“颈深淋巴管-静脉吻
合术”。

“阿尔茨海默病是由患者脑部堆
积了过多的代谢废物导致的，如果把

这些废物排出来，症状就会好转。 这
就是 ‘颈深淋巴管-静脉吻合术’的
治疗原理。 ”祝海峰介绍。 手术中，他
们采用超级显微外科技术，使用高精
度手术显微镜将郑先生双侧颈深淋

巴管系统与静脉精准吻合，同时对其
颈部神经和肌肉进行松解，促进阿尔
茨海默病的致病蛋白转运出颅。经过
5 个多小时的手术，郑先生安全返回
病房。 目前，他正在积极接受后续的
康复治疗。

周口淮海医院相关负责人说，阿
尔茨海默病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

退行性病变，主要发生在老年期或者
老年前期。 下一步，他们将推动阿尔
茨海默病的早筛早诊，完善精准治疗
体系， 为更多老年人守护健康、“唤
醒”记忆。

我省扎实推进老年医学科规范化建设
4 月 10 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召

开 2025 年老年医学科规范化建设工
作培训会议，为提升老年医学医疗服
务水平按下“加速键”。 会议指导各地
卫生健康管理部门和二级以上综合

医院系统学习老年医学科规范化标

准要求，做好老年医学科规范化建设
与评估工作。

据统计，目前 ，全省二级以上综

合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 557 家、占比
达到 93.3%， 其中公立医院设置老年
医学科占比达到 96.9%。 按照河南工
作计划，2025 年， 全省规范设置老年
医学科比例达到 30%； 到 2027 年，全
省规范设置老年医学科比例达到

80%。
为确保规范化建设工作落到实

处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按

照工作要求 ，组织本辖区二级以上
综合医院 ， 按照老年医学科规范
化建设方案及评估标准 ， 推动落
实各项目标任务 ； 要做好老年医
学人才培养计划 ， 持续加强老年
医学人才培养 ； 要建立完善质控
评价体系 ， 确保老年医疗服务质
量 ；要协调完善支持政策 ，激发医
疗机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 二

级以上综合医院要将老年医学科

规范化建设和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建设纳入年度规划 ，每年安排专项
资金 ，用于支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和老年医学科建设与发展 ；要进一
步优化内部绩效考核制度 ，对老年
医学科医护人员在职称晋升 、绩效
分配等方面给予支持倾斜。

（据 4月 15 日《医药卫生报》）

垃圾分类树新风 共享绿色新生活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报讯 （记者 刘伟）4 月 11 日 ，
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周

口市预防医学会深入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文昌街道 ，开展 “垃圾分
类树新风 共享绿色新生活 ” 主题
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 ，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 心 的 志 愿 者 通 过 设 置 宣 传 展

板 、 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 ， 向居
民普及垃圾分类方法 ， 积极引导
居民树立环保意识 ， 培养良好的
垃圾分类习惯 。 同时 ， 志愿者还
耐心解答居民提出的各类垃圾分

类问题。

“这些宣传展板做得太好了 ，
文字简单 ，图片也很生动 。 志愿者
非常热心 ，把垃圾怎么分类都给我
讲清楚了 。 ”社区居民王大娘满意
地说。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300
余份，覆盖居民 300 余人 ，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显著提升
了社区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

意识，引导他们成为环境优化的推动
者、生态环保的践行者，为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提供了有

力支持。

健健康康周周口口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病媒生物防制
2025 年 4 月是第 37 个爱国卫

生月，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爱卫新篇
章，健康‘心’生活”。 病媒生物防制
是爱国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蚊子

源头杜绝 ：清除房前屋后各
类容器里的积水 。 贮水容器 、水
植盆景等每周更换 1 ～2 次水 。
不乱丢饮料瓶等垃圾 ，废旧车胎
勿露天堆放 ，从源头上杜绝蚊子
滋生。

防飞入： 安装纱门、 纱窗，阻
挡蚊子进入室内。 对“漏网之蚊”
可以用蚊拍击打， 或者用蚊香等
驱赶。

去“痒”：被蚊子叮咬后不要搔
抓，用肥皂、洗手液清洗叮咬处，也
可冷敷缓解不适。

苍蝇

防飞入：在建筑物的出入口安
装纱门、纱窗和风幕机。

捕杀： 可根据室内外环境，选
用合适的灭蝇器捕杀苍蝇。 垃圾
箱、垃圾中转站等局部区域蝇密度
高，可适当使用药物灭杀。

养成良好习惯：保持环境干净
整洁，做到垃圾日产日清。

蟑螂

断绝生存条件 ： 做好室内清
洁，及时清除垃圾杂物，封堵房间
里的孔、洞。

防进入 ： 下水道口要安装地
漏。 要检查物品，避免携带蟑螂及
其卵鞘。

灭杀： 一旦发现蟑螂踪迹，可
以用粘蟑纸、 灭蟑饵剂等进行灭
杀。

鼠类

清除鼠迹： 鼠粪鼠洞鼠咬痕，
室内室外全要清； 库房厨房是重
点，清除鼠迹须彻底。

防进入 ： 把与外界相通且直
径≥0.6厘米的各种孔、 洞封堵好。
在重点部位安装挡鼠板。

捕杀：要是发现老鼠窜入室
内 ，可用粘鼠板 、鼠笼 、鼠夹等
捕杀 。 室外可在灭鼠毒饵站投
放鼠药灭鼠 ， 但要避免人畜误
食。

（周口市疾控中心 于学华）

如何避免运动损伤
春天，万物生长，是运动的好

时期。 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运动
损伤呢？

运动前做好热身

热身不仅可以提升肌肉温度，
还能提高运动者的专注度，减少运
动损伤。 在运动前应进行 5～10 分
钟的热身，如踝关节画圈、摆腿、行
进间弓步转体、 侧向跨步摸地、原
地快速踏步、高抬腿踏步等。注意，
热身要有针对性，比如在进行上肢
力量练习前， 要着重激活上肢肌
群。

运动时补水

运动时补水可调节体温、维持
电解质平衡、保持肌肉功能、防止
脱水等。 应少量多次补水，不要等
到口渴时才喝水。 老年人可以在
运动前喝 300～500 毫升水，提前储
备水分。 在运动过程中，每 15～20
分钟补水 100～150 毫升，保持身体
水分充足，如果活动强度较大或天
气炎热，可适当增加饮水量。 运动
结束后 ， 要根据出汗情况补充
500～1000 毫升水，帮助身体恢复。

切忌单次大量饮水，以免引发水中
毒。

饮用水水温以 15℃为宜 ，避
免过冷过热 。 水温过低会刺激
胃肠道 ， 水温过高不利于快速
补水。

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

放松身体。在运动过程中，肌
肉处于收缩状态 ，运动结束后及
时牵拉肌肉 ，能够帮助肌肉恢复
到自然长度 ，缓解紧张状态 。 放
松的方式因锻炼部位不同而有

所区别 ，应根据所参与的运动项
目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的拉伸

动作。
补充营养 。 运动结束后 ，合

理进食有助于身体恢复 。 运动
后 ， 可适量补充碳水化合物 ，搭
配优质蛋白质 （如鸡蛋 、牛奶 、豆
制品等 ）及新鲜果蔬 ，保持营养
摄入均衡。

避免熬夜。良好的睡眠可以促
进身体恢复，增强免疫力，对体能
储备与身体健康都有好处。

（周口市疾控中心 徐永光）

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为糖尿病患者成功“保足”
������本报讯（记者 郑伟元 ）近日 ，项
城市第一人民医院介入血管外科收

治了 70 岁的牛大娘。 她因糖尿病导
致右足肌肉溃烂， 并出现感染症状。
经过该院多学科会诊及一系列治疗，
她的右足得以保全。

据了解 ， 牛大娘长期受糖尿
病和脑血管疾病的困扰 。近期 ，她
的病情愈发严重 ， 便到项城市第
一人民医院就诊 。 该院介入血管
外科主任刘海涛接诊后 ， 发现她
的右足严重溃烂 、感染 ，面临着截
肢的风险 。 面对这一情况 ，刘海
涛立即组织该院内分泌科 、 血液

科 、神经内科 、骨科和感染科等多
学科专家进行会诊 。 专家为牛大
娘制订了科学 、合理 、规范的治疗
方案。

经过治疗，牛大娘的足部伤口逐
渐愈合， 各项身体指标也恢复正常。
目前，牛大娘已顺利出院。

刘海涛介绍 ， 糖尿病足作为糖
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之一 ，其治疗难
度大 ，治疗周期长 。 糖尿病患者应
每日自查足部 ， 保持足部清洁干
燥。 此外，定期监测血糖、控制血糖
在合理范围内以及及时就医同样

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