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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养生
一呼一吸提升生命质量

“高压氧治疗是在超过一个大气压的环
境中呼吸纯氧气。”市二院高压氧医学科主任
楚金亭介绍，高压氧治疗在缺血缺氧性疾病、
创伤愈合、神经修复、微循环障碍等方面有专
长。特别是在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及中毒性脑
病、减压病、气栓症、颅脑损伤及植物状态、缺
血性脑血管疾病、突发性耳聋、眼底病、股骨
头坏死、放射性损伤、新生儿窒息、缺血缺氧
性脑病、小儿脑瘫等疾病的救治中，发挥着独
特的作用。

日前，5 个月大的男孩铭铭（化名），因脑
瘫导致不会翻身也不会坐起，在郑州某医院
接受治疗期间，专家建议其到市二院进行高
压氧治疗。“针对每个患儿，我们都要综合病
情和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楚
金亭说，经过一个疗程的高压氧治疗，铭铭的
智力、神经发育已经和同龄孩子持平。

正因为高压氧的特殊治疗原理，很多由
新生儿窒息引起的并发症，在经过一段时间
的治疗后，也获得了不错的预后。而另一名
孩子的情况，则要比铭铭严重得多。据介绍，
早在其母亲怀孕 20 周的时候，就发现有妊高
症，孩子早产时的体重仅有 3 斤左右，且出现
了新生儿窒息。“孩子长到五六个月时，还对

‘追听’没有反应，对比发现孩子的神经系统

和智力发育都明显低于同龄儿。”随后，这个
孩子在市二院接受了 4个疗程的高压氧治疗，
目前，已经会自主翻身并能坐立。

除了脑瘫患儿的治疗，高压氧在唤醒昏
迷病人的治疗中，也有很多成功案例。今年
夏天，一名年轻男子因车祸导致多脏器受损，
在接受了某医院的肝、胆、胰多脏器复合手术
后，却一直没有清醒。经过专家会诊，建议进
行高压氧治疗。该男子术后第 5天，医生观察
其生命体征平稳后，使用急救车将其送到市
二院，在接受一次高压氧治疗离开市二院返
程的路上，该男子突然醒来，并大声说话，一
下惊呆了随车的医护人员。

市二院大神经内科主任孟凡超介绍，高
压氧不仅有治疗作用，也有保健功效。由于
高压氧为无创性物理疗法，符合人们回归自
然的心理，因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
受。吸氧能激活脑细胞，在一定程度上防止
记忆力减退，延缓衰老。研究证明，亚健康人
群呼吸纯氧可以改善睡眠、促进饮食、消除疲
劳，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

业内领先
实力承办全国性学术会议

说起市二院的高压氧医学科，颇有几分
神秘色彩。这个科室成立于上世纪 80 年代，
当时的市二院还在解放路旧址，1983 年，依托
人防工程战备避难处，医院建成了先进的地
下高压氧舱群。

发展至今，市二院高压氧医学科在国内、
省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也是国内较早开展
高压氧治疗和舱内手术的科室。

该科室是“郑州市临床医学特色专科”
“郑州市临床医学重点（培育）学科”，同时还
是“郑州市高压氧治疗中心”、河南省高压氧
培训基地，承担着全省高压氧从业人员的上
岗培训和安全教育任务。

2014 年，郑州市二院承办亚太潜水与高
气压医学会理事会议，市二院院长孙世龙当
选为亚太潜水与高气压医学会常任理事，理
事会还决定将亚太潜水与高气压医学会培训
基地设在该院。

此外，作为河南省高压氧培训基地，市二
院还肩负着河南省医用氧舱从业人员岗位安
全培训任务，先后举办 4届河南省高压氧学术
年会，连续举办8届“河南省医用氧舱从业人员
岗位安全培训会议”，为 1000 余名医用高压氧
从业人员进行基础理论、高压氧临床治疗实践

技能、氧舱维护保养知识以及相关法规文件、
氧舱安全管理和质量控制以及应急处置预案
设计等培训，学员经培训并考试合格后颁发上
岗证书。为河南省高压氧的临床应用做出了
突出贡献，医疗服务覆盖全省乃至全国。

此次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五次全国高压氧
医学学术会议在郑州召开，也是业界对郑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高压氧学科发展的认可。届
时，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辽
宁省急救中心副主任、辽宁省人民医院副院
长王钢教授，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候
任主委、陕西省高压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李
金声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高压
氧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分会副主任
委员潘树义教授，深圳市人民医院（暨南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高压氧科主任、中华医学会高
压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高
压氧医学分会常务委员龙颖教授，台湾中山
医学大学附属医院高压氧及问题伤口治疗中
心主任郑文昌教授等多名业界大咖将齐聚郑
州，展开学术交流与切磋。

设施、经验齐备
助推行业发展

为了揭开高压氧舱的“庐山真面目”，记
者随市二院的医护人员前往该院的高压氧医
学科，科室中一个巨大的白色封闭圆筒格外
引人注目，筒内设多个座位。“这是个多人高

压氧舱，最多可供 16人使用，可用于治疗各种
缺氧症，在接受治疗的同时，患者也可在舱内
进行阅读打发时间。”楚金亭说，大家都把这
个“大家伙”称为“大白”。

在另一个房间，两个成人患者适用的单
人氧舱旁边，还有一个全透明的婴幼儿专用
氧舱。“我们也是省内唯一开展婴幼儿高压氧
治疗的科室。”楚金亭说。

如今，市二院高压氧医学科同时拥有大
型空气加压舱 1 台，进口全透明单人氧舱 2
台，婴幼儿氧舱 1台。

“高压氧治疗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千篇一
律，要根据患者不同的病症和病情，在用氧
量、疗程数、每次治疗的周期等方面采取不
同治疗方案。这就需要医院有足够多的高
压 氧 舱 及 专 业 的 医 护 人 员 常 年 的 临 床 积
累。”楚金亭自豪地说，医院在设备以及医护
人员经验上的优势可满足不同病种、不同病
情病人的需要。

市二院在发展和提高自身高压氧治疗水
平的同时，自 2015 年 12 月起，亚太潜水与高
气压医学会常任理事、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医
学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高压氧医学
分会主任委员、市二院院长孙世龙先后到许
昌、平顶山、安阳等五个地市进行高压氧医学
科普知识巡讲。这一系列讲座不仅普及了高
压氧医学，还为全省高压氧医学的应用及学
科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本次中
华医学会第二十五次全国高压氧医学学术会
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压氧 为健康“打气”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将承办全国高压氧学术会议

本报记者 汪辉 王 治 通讯员 陈 燕 尹歌

氧是人体生命活动的

第一需要，高压氧又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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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今年首个社区
禁毒图书角启用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昨日上午，二七区建中街办

事处幸福社区禁毒图书角启用，系今年我省首个启用
项目，这也标志着 2016 河南省社区禁毒图书角项目正
式启动。

幸福社区禁毒图书角位于我市建中街办事处一栋
居民楼内，设有心理咨询室、图书阅览室、健身室等功
能区，可以帮助群众认识毒品、拒绝毒品、提高防毒意
识，并对吸毒人员的康复有所帮助。

据了解，社区禁毒图书角项目是国家禁毒办、中国
禁毒基金会开展的“千人关爱工程”公益项目活动之
一，它面向基层社区，深入禁毒最前沿。河南省社区禁
毒图书角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已在郑州、平顶山、焦作
等地建立了 20 个社区禁毒图书角，下一步，河南省将
继续加强社区禁毒图书角建设，让禁毒宣传走进千家
万户。

港大内地本科招生
网上报名即日开始
本报讯（记者 王红）即日起，2017 年香港大学内地

本科生入学计划启动网上报名。记者昨日从香港大学
招生组获悉，2017 年高招，港大在内地预计招生人数
不超过 300 人，但对各省、市不设名额上限，择优录取，
凡是参与 2017年全国高考的考生均可申请报名。

为鼓励更多内地优秀学子全人发展，“2017 年香
港大学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将继续开展多元甄选，为
具有不同特长的优秀学子提供多元求学机会。在“多
元卓越入学计划”下，有多种计划或课程可供学生申
请，分别是：香港大学的各项本科课程（包括香港大学
—巴黎政治大学联合双学位课程）、香港大学—剑桥大
学联合收生计划（工程类）、香港大学理学院“本科生科
研培育计划”。

有兴趣报考以上计划或课程的学生，需于 12 月 30
日前登录 www.hku.hk/mainland 完成“2017 年香港大
学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的报名，注明参加“多元卓越
入学计划”，并提供在校学业成绩、有关特长或经历的
证明。港大将于 2017 年 1 月至 2 月于内地多个城市举
行多元卓越提前面试。在面试中表现优秀的学生，将
有机会在 2017年高考前获有条件录取优惠。

据介绍，“2017 年香港大学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
预计招生人数不超过 300 人。各省、市不设名额上限，
择优录取。参与 2017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
统一考试（高考）的考生均可申请报读港大。

为吸引优秀学生，港大设立了丰厚的入学奖学金，
奖励录取名单中成绩突出且综合素质优秀的内地学
生。全额奖学金高达每年港币 18.6 万元，涵盖学生在
港大就读期间的全部学费及基本生活费。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
者昨日从省旅游局获悉，该
局 已 确 定 汝 州 市 等 5 个 县

（市）、郑州绿博园管理中心
等 14 家企事业单位为全省
第 二 批 旅 游 标 准 化 试 点 单
位。此次，除郑州绿博园管
理中心外，郑州承誉德大酒
店、郑州海外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也成功入围。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旅
游 标 准 化 在 提 高 旅 游 业 产
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促进旅
游 业 发 展 方 式 转 变 中 的 引
领作用，在首批省级旅游标
准化示范工作基础上，该局
于 2014 年 确 定 了 省 级 第 二
批 旅 游 标 准 化 试 点 单 位 。
在两年的试点工作中，各试
点 单 位 按 照 统 一 部 署 和 要

求 ，强 力 推 进 ，取 得 了 良 好
成效。

此 次 共 有 5 个 试 点 县
（市）和 14 家试点企事业单
位 达 到 了 试 点 评 估 标 准 的
基 本 要 求 和 全 面 推 进 旅 游
标 准 化 试 点 工 作 的 预 期 目
标 。 其 中 ，郑 州 3 家 单 位
入 围 全 省 旅 游 标 准 化 试
点 ，分 别 为 郑 州 绿 博 园 管
理 中 心 、郑 州 承 誉 德 大 酒
店 、郑 州 海 外 国 际 旅 行 社
有限公司。

按照要求，这些单位将
在 本 地 区 旅 游 标 准 化 工 作
中 充 分 发 挥 示 范 带 动 作
用 ，为 提 高 全 省 旅 游 标 准
化 工 作 水 平 、把 我 省 建 设
成 为 旅 游 经 济 强 省 作 出 应
有 的 贡 献 。

本报讯（记者 王红）为维护工伤职
工合法权益，省人社厅昨日公布《河南
省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工
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不得解除
劳动关系，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时限通
常最多可享 12 个月。停工留薪期自职
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连续计算。

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是指职工因
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被诊断、鉴定
为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
疗 并 依 法 享 受 原 工 资 福 利 待 遇 的 期
限。停工留薪期由用人单位根据工伤
协议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按照

《河南省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分类目

录》确认。
据介绍，目录中所列出的停工留

薪 期 是 针 对 身 体 的 不 同 部 位 遭 受 原
发性损伤后，进行治疗和恢复所需要
的 最 长 治 疗 时 间 。 根 据 工 伤 职 工 受
伤部位和受伤程度的不同，停工留薪
时限从 1 个月到 12 个月不等。所受伤
害 部 位 或 组 织 器 官 未 列 入 分 类 目 录
的，以临床治愈或者经治疗相对稳定
的时间为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 6
个月。

对于多部位或多组织器官受到伤
害的，以对应的各停工留薪期中最长
的 期 限 作 为 该 工 伤 职 工 的 停 工 留 薪
期。各受损伤部位停工留薪期的时间

不得累加。
用人单位应当将确认的工伤职工

停工留薪期及工伤职工提出延长停工
留 薪 期 申 请 的 期 限 书 面 告 知 工 伤 职
工。工伤职工申请延长停工留薪期，
应在用人单位告知的期限内向用人单
位递交书面申请，并提交协议医疗机
构出具的病情证明，经用人单位同意
后，延长停工留薪期。

工伤职工恢复工作后旧伤复发，
需要重新确认停工留薪期的，按新规
执行。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或者
其伤残等级经劳动能力鉴定尚未有结
论的，用人单位不得与之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关系。

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间
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合同

相关《管理办法》昨日公布

（上接一版）

困难职工逐一纳入城镇社保体系
对因各类因素造成实际收入或生活水平

低于低保线、但尚未纳入低保的困难职工，着
重推动其纳入社会保障解困。其中，对没有
社会保险或没有落实待遇的，推动其纳入社
会保险并享受相应待遇；对丧失劳动能力或
社会保险金不足以保障基本生活的，推动纳
入低保兜底。

针对因企业欠缴社会保险费或没有落实
相关社保待遇的困难职工，将其纳入国家社
会保险制度覆盖一批。困难职工与企业解除
劳动关系的，推动政府和企业做好各项社会
保险关系接续、转移和待遇的落实。困难职
工 因 企 业 欠 缴 社 会 保 险 费 而 不 能 办 理 退 休
的，要督促企业依法补缴社会保险费用。对
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困难职工，将其纳入
基本养老保险范围。对因无法正常领取失业

保险金，或者工伤认定困难、工伤保险待遇落
实不到位等原因，造成家庭困难的职工，推动
落实待遇；符合低保条件的，帮助其按政策规
定纳入低保范围。

大病致困全部纳入“互助计划”
对患重特大疾病、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

故等导致家庭支出突增，造成生活困难的职
工，着重推动其纳入医保制度和政府临时救
助、灾害救助制度。

针对因病致困的职工，推动将其纳入大
病保险和医疗互助保险保障一批。积极推动
因病致困职工纳入基本医疗制度保障范围。
推动落实职工大病保险制度，提高重大疾病
救治水平，推动完善医疗救助制度，推进“费
用+病种”医疗救助模式，逐步提高重特大疾
病患者的自负医疗费用救助比例。协调慈善
机构给予相关特殊病种免费救治。实施“职
工医疗互助”计划，将大病致困职工全部纳入

职 工 医 疗 互 助 活 动 和 职 工 医 疗 互 助 保 险 范
围。有条件的地方工会可以出资开展大病专
项救助活动。

确保困难职工子女读书无忧
针对符合低保条件的困难职工，通过社会

救助兜底一批。协助政府统筹实施最低生活
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教育救
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
制度，提高低保标准，强化社会救助托底功
能。加大分类施救力度，对生活特别困难的职
工予以特别救助，符合低保条件的做到应保尽
保。实施“金秋助学”计划，推动困难职工家庭
上学子女纳入国家“奖、助、贷、勤、减、免”助学
体系，按年度适当补助上学期间所需生活费、
路费，确保困难职工子女上得起学，顺利完成
学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助学跟踪救助直
至毕业。

对长期居住在城市、生活遇到特殊困难的

农民工，推动其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

“一帮一”结对帮扶一帮到底
各 级 工 会 组 织 要 开 展“ 一 帮 一 ”结 对 帮

扶 困 难 职 工 工 作 ，确 保 每 个 困 难 职 工 家 庭
都有单位帮扶，都有解困脱困责任人，坚持
一帮到底，不达目标不脱钩。各级干部要深
入困难职工家中，详细了解家庭状况、致困
原因和发展需求，帮助制定针对性、操作性
强的帮扶措施，重点帮助有劳动能力的困难
职工实现稳定就业，帮助困难职工尽快脱困
致富。

此外，做实做细为困难职工送温暖工作，
强化雪中送炭，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最困难的职
工。要转变过去“送温暖”集中在节日发放慰
问金方式，有条件的地方工会可以设立送温暖
基金，对特别需要救助帮扶的困难职工，按月
或按季度定期发放生活补贴，实现送温暖经常
化、常态化。

我市启动专项帮扶行动

五年内确保郑州困难职工脱贫

郑州3家单位入围
省旅游标准化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