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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慈善总会唇腭裂免费治疗定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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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女士：我今年29岁，现在已怀孕
4个月了，我本人的牙齿非常不整齐，
很担心孩子的牙齿也像我一样不整
齐，请问牙齿不齐可以预防吗？

郑州市口腔医院正畸科副主任医
师李伟：牙齿不整齐，排列乱，在医学
上统称为牙颌畸形，它的形成是多种
因素作用的结果。

先天因素：妊娠期妇女的健康与
营养状况，全身性的疾病及家族遗传
疾病，胎儿发育障碍及缺陷等均可引

起牙颌畸形。
后天不良习惯：不良习惯包括咬

唇、吐舌、张口呼吸、要异物、偏侧咀
嚼、托腮、吮手指和俯卧睡眠等，常会
影响口腔颌面部正常发育。而吮手
指、咬舌、咬硬物会使相应部位的上下
牙外扇出现间隙。咬上唇会导致牙齿
反颌即“地包天”等。

替牙障碍：孩子在换牙过程中，如
果乳牙不到换牙年龄过早脱落或到换
牙年龄迟迟未脱，恒牙早萌或萌出推
迟容易引起牙颌畸形。

针对上述三个方面预防如下：
1.保证孕妇的健康和合理营养：孕

妇饮食健康、营养全面、孕期精神愉

悦，尽量避免有害物质对胎儿的影
响。提倡母乳喂养，正确的哺乳姿势，
加强母婴交流，促进婴儿生理、心理健
康成长。

2.不良口腔习惯早发现、早纠正、
早治疗，促进孩子颌面部的正常发育。

3.清除替牙期障碍：注意孩子口腔
卫生和健康，学龄前期及小学阶段最
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做到龋齿早
防、早治，发现多生牙、滞留乳牙及早
拔除，做好咬合诱导。

4.家族性遗传导致的牙颌畸形无
法预防，但牙颌畸形的遗传不是绝对
的，应定期到专业的口腔医院检查，进
行早期干预治疗。

牙齿不齐可以预防吗

疫情提前进入高发期
根据卫生部通报，截至 11月 2日，内

地 31个省市自治区累计报告 48748例甲
型 H1N1 流感确诊病例，已治愈 36309
例；累计报告甲型 H1N1 流感重症病例
118例，已治愈34例，死亡7例。

从上周末开始，我国北方地区持续
降温，低温干燥天气将使甲流病例增
多。我市从上周末也开始明显降温，从
11 月 1 日始最低温度已经骤降至 0℃左
右，气温降低、气候干燥，使病毒更容易
传播。市疾控专家预测，流感疫情已经
提前开始进入流行高发期和持续快速上
升期。

专家认为，随着秋冬季节来临，甲流
将取代季节性流感成为本地呼吸道传染
病流行中的高发病。但是，甲流感病毒

在本次流行期内发生严重变异的可能性
不大，公众只要做好个人防护，甲流可防
可控可治，不必过于担心。

注射疫苗是最有效手段
据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松强

介绍，目前，注射疫苗是防控甲流疫情的
有效手段。10月 31日上午，我市在全省
18个省辖市中率先启动甲流疫苗接种工
作。“感觉挺好的，不疼。”郑州市六院隔
离病区主任孙燕是我省甲流疫苗接种

“第一人”。在市六院京广南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近百名重点人群代表，首批接
受了疫苗接种，没有不良反应发生。

“郑州市首批分配疫苗12万人次，已
按计划分配到各县（市、区）接种点。”市
卫生局局长顾建钦说，全市共有215家甲
流疫苗点，第一批接种的重点人群是一

线医疗卫生服务人员，口岸检疫边检及
公路交通服务人员，一线交警等。

市卫生局副局长原学岭表示，第二
批、第三批甲流疫苗将在年底前陆续调
配到我市，对其他重点人群，例如在校中
小学师生、慢性病患者及老年人等，到时
将根据国家疫苗分配情况，逐步进行。
他提醒广大市民，不要自行前往接种点，
要安心等待，所有人员都将根据国家疫
苗分配计划得到安全预防接种。

保持良好卫生习惯
科学研究证明，疫苗接种能够提升

受种群体的免疫力，从整体上保护易感
人群，但任何疫苗接种都难以保证每个
受种者得到保护，不排除个别人接种疫
苗后仍会感染。国内外研究表明，甲型
H1N1流感疫苗保护率可达到85%以上，

因此，其接种将极大增强易感人群的整
体免疫力，已接种人群中不会出现大规
模甲型H1N1流感暴发的现象。

王松强提醒市民，接种疫苗是有效
防控甲型 H1N1 流感的手段，但不是唯
一手段。对接种者和市民来说，减少或
避免到人群拥挤的公共场所、在公共场
所佩戴口罩、注意室内开窗通风、勤洗
手、注意个人卫生等行之有效的措施仍
然要坚持下去。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增加洗手的频率很重要。

本报讯“我们的片医不
仅要做好日常的公共卫生服
务，还要承担社区里的甲流防
控任务，对与甲流患者密切接
触者进行居家医学观察。”东
风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张耀秋告诉记者。

据悉，在甲流防控工作
中，社区片医主要承担实行预
检分诊和疫情监测任务。各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在社区

人口集中地方设立预检分诊
台，对社区居民进行体温检
测，做好发热及流感样病人的
预检分诊，发现流感样症状要
按要求及时处理。若发现体
温 37.5℃以上的发热病人，片
医要指导其做好防护工作，到
就近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并
做好登记，记清其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确保可追溯。

（阎洧涛）

本报讯 （记者 汪 辉 通讯员 曹
咏/文 丁友明/图）10 月 29 日是世界
卒中日，当日上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
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郑大一附院联
合在我市举行大型义诊活动。有关专
家提醒，脑血管病已上升为我国城乡
居民死因第一位，同时中风不再是老
年人“专利”，已经向年轻人“进攻”。

“目前，我国每年 200万新发中风
患者中约 10%是中青年，且呈上升趋
势，年龄最小的患者只有十几岁。”据
郑大一附院神经内科主任许予明教授
介绍，“卒中”即中风，包括脑溢血和脑
梗塞。脑血管病是所有单病种中致残
率最高的疾病，存活的患者中大约有

3/4 遗留不同程度的残
疾。根据 2008年我国居
民的第三次死因抽样调
查结果表明，脑血管疾
病排在第一位，其中，脑
卒中是最常见的脑血管
疾病。

为什么发病不断上升和年轻化？
许予明教授说，诱发年轻人脑中风的
罪魁祸首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些
长期过夜生活、酗酒、抽烟的人就是高
危人群。暴饮暴食、高血压、高血脂、
精神紧张都是脑中风的诱因。年轻人
更应该戒烟限酒、均衡饮食、坚持运
动、规律作息、保持平和健康心态，预

防卒中疾病的发生。
专家提醒，脑中风出现之前有很

多先兆，如感觉不灵敏，肢体麻木、运
动障碍、言语笨拙、饮水反呛、神志不
清等症状时应立即到医院，就可以避
免瘫痪，如突然晕倒要马上送医院。

据悉，今年世界卒中日主题是“我
们能做什么”，旨在呼吁社会各界共同
关注卒中疾病，预防其发生。

打鼾“急刹车”
不能掉以轻心

60 多岁的吴先生只要一睡下来，
就鼾声大作，但有时好像紧急刹了车，
呼吸会突然停止。有时，一夜会发生
10 余次，搞得老伴不敢睡觉，害怕他

“睡过去”。
严重影响健康及生活质量

耳鼻喉科主任周世华说，吴先生
这种睡眠打鼾并伴有憋气或窒息的现
象，被称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征”。通常表现为打鼾、憋醒、头晕乏
力、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等，严重者
可导致高血压、冠心病、呼吸衰竭等。
频繁睡眠中窒息可以导致低血氧症，
久而久之会使全身各个器官组织处于
缺氧状态，引起心肺功能障碍，甚至可
能在睡眠中出现猝死。

哪些人易患发生呼吸暂停
上呼吸道任何解剖部位的狭窄或

堵塞，都可导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
停。常见的有肥胖、鼻和鼻咽部疾病、
口咽部疾病、内分泌紊乱等。

在检查时，医生要对患者做“多导
睡眠呼吸监测”，全面了解睡眠、呼吸、
心脏等情况，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选
择不同的治疗方法。打鼾者应选用综
合治疗，如减肥，戒烟酒，治疗鼻腔疾
病、保持鼻腔通气，应用呼吸机等；严
重者手术治疗，常用的方法是“悬雍垂
腭咽成形术”，术后，能扩大气道，改善
通气状况，减少并发症。

陈锦屏

地址：郑州市菜市街1号
耳鼻喉科电话：0371-66905292
周世华电话：0371-66588701

本报记者 安华 梁晓/文 宋 晔/图

随着天气转冷，我国甲流疫情出现重症病例不断增加，死亡病例出现，聚集性
疫情病例比重增大等新情况。相关专家提醒，甲流疫情第二波已经开始，公众应该
继续做好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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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高血压是常见的心血管
疾病，它涉及面广，危害严重，是全球
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10月29
日，为期 4 天的 2009 年世界高血压大
会在京召开。此次会议由世界高血压
联盟和中国高血压联盟联合主办，众
多中外知名学者、专家出席了会议。

今年学术项目的亮点集中在高血
压诊断和治疗方面，并且在如何提高
初级和二级防御方法方面进行了突破
性交流和深入探讨。

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刘力生教授
在会上作了题为“盐与高血压及心血
管病的关系”的学术讲座。刘力生介
绍了国内外有关盐与高血压方面的最
新研究进展，重点阐述了涉及低钾和
低镁与高血压病的关系。他提醒市
民，低盐膳食最利于日常预防高血压。

同样引起与会者兴趣的是近年来
咖啡与心血管病关系的争论。数个国
家流行病研究议题都是有关“咖啡具
有预防脑卒中和二型糖尿病的作用”

方面的。其中哈佛大学Frank B Hu教
授主讲的“咖啡饮用与心血管病的发
病率与死亡率的关系”引起大家广泛
关注。北京雀巢研发中心张卫国客座
教授的议题是“牛奶来源的肽类对血
压调节的作用”，张卫国说，牛奶来源
的多肽已在日本和芬兰被证实有抑制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一种升高血压的
激素）的作用，多项动物和人体实验均
证明其有一定降低血压的作用。

（何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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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风发病呈低龄化趋势
熬夜酗酒等是高危因素

适量饮用咖啡可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率

本报讯 近日，省直医院
急救技能大比武活动在郑州
拉开帷幕。来自省直医院的
18 支参赛队共 108 名医护人
员参加了这项比赛，比赛项目
包括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术、经
口气管插管术、密闭式周围静
脉输液术、创伤院前急救技
术、三人心肺复苏术等。经过
激烈角逐，省人民医院、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并列取得

“团体一等奖”。崔燕燕、谢
薇、韩旭等人分别摘取三项个
人操作项目单项冠军，并将按
照有关程序申报全省“五一劳
动奖章”。

“医疗急救工作是有效处
置各类突发事件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省卫生厅副厅长夏祖昌强调，
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省
急救任务仍将十分繁重和艰
巨。

据了解，对于急救培训，各
级医疗机构都非常重视，在省
人民医院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从年轻护士到专家，每年
都要系统地接受基本技术考
核，叩诊、心电图、静脉输液、无
菌操作等最基础的技能都列入
在内。 （魏研平 曹 咏）

全省医院急救技能大比武

本报讯 日前，由信息工
程大学理学院筹划建立的“新
生心理电子档案”系统制作完
成。至此，每名新生都有了个
人心理电子档案。

据了解，为掌握新生心理
动态，了解新生心理行为特
点，在新生入学报到后，该院
心理咨询中心专家就采用

《SCL-90症状自评量表》进行
心理普查、组织召开座谈会、
开展现场答疑活动等多种形

式，了解掌握新生心理第一手
资料。根据所得的各项数据，
专家们对新生的心理状况进
行分析、归类、评价，最终为每
名新生建立心理档案。

针对发现的心理问题，该
院开通了“心理服务热线”，为
部分心理“疙瘩”较重的新生
制定相应的措施，对他们追踪
治疗，帮助他们迈好入学第一
步。

（杨克功 樊净芷）

本报讯（记者 梁 晓 通讯
员 魏妍平 陈召起）近日，我省
血友病诊疗管理门诊在省人
民医院挂牌成立，这是我省首
家对血友病进行综合、规范治
疗的专业门诊部门。

据了解，血友病是一种常
见的遗传性出血性疾病，轻微
的活动就可能导致患者流血
不止，如果长期缺乏合理治疗
将引发患者肢体残疾，甚至危
及生命。

据悉，省人民医院设立血
友病诊疗管理门诊，就是为普
及血友病知识，让血友病患者
得到更及时更全面更规范的
治疗和帮助，并培养河南地区
的专业医护人员，提高血友病
的诊断率，降低致残率，从而
提高血友病患者的生活质
量。该门诊成立后，将为病人
提供日常诊断和综合治疗；家
庭护理指导；建立血友病患者
联谊会等一系列的服务。

我省首家血友病专业门诊成立

本报讯（记者 梁 晓 通讯
员 张 毅）“这里技术好，人也
热情……”39岁的藏族喇嘛索
郎他生，在省胸科医院治好病
后，又介绍自己的师妹喇嘛尼
曲益卓玛来郑就医。

据了解，索郎他生在2003
年患上肺结核,一直没有得到
很好的治疗。2007 年 11 月，
他慕名来到我省胸科医院，经
过手术治疗，他的病得到根

治。他听说师妹曲益卓玛患
胆结石需要做微创手术，马上
介绍她来这里。10 月 27 日，
曲益卓玛在姐姐和索郎他生
的陪伴下来到省胸科医院，经
微创病区主任薛颢雨诊断后
确诊为胆结石。11月 2日，只
用了10分钟，曲益卓玛的胆囊
摘除手术就顺利完成。“手术
创口只有两厘米。”薛颢雨说，

“贴两个创可贴就行了”。

藏族喇嘛师兄妹先后来郑就医

本报讯 11 月 2 日，刚做
完韧带重建手术的市民张女
士，没想到自己会恢复得这么
快。她手术完 20多天就能下
地走路，而且腿上留下的疤痕
仅有黄豆大小。市第二人民
医院骨科主任孙晓堂告诉记
者，这主要是关节镜立了大
功。

10月中旬，张女士出车祸
后被送进市第二人民医院，经
医生检查，确诊是右腿膝关节
前交叉韧带断裂。主治医师
孙晓堂和王鸿雁在神奇“小镜
子”——关节镜的帮助下，成
功地为张女士实施了“同种异
体肌腱移植重建前交叉韧带”

微创手术，帮助膝关节的结构
及功能恢复正常。

据孙晓堂介绍，普通关节
手术需要在关节部切开 15到
20 厘米的切口，不但影响美
观，术后还容易造成粘连。而
应用关节镜的手术，只需开两
个“黄豆”大的小切口，术后即
能进行康复锻炼。

该手术创伤小，痛苦小、
术后恢复快且住院时间短，为
患者节省了费用，可以广泛应
用于关节疾病与创伤的诊断
和治疗。该手术的成功实施
标志着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微
创关节外科领域已经取得突
破性的进展。 （陈 燕）

小小关节镜发挥大作用

新生建立“心理电子档案”

社区片医严守甲流防控第一关

第二波甲流来袭
疫情可防可控可治

10月 31日，为了加
强医院管理，提高全员
素质，市骨科医院邀请
国内知名专家进行了主
题为“强我骨医，赢在执
行力”的全员培训。

李 蔚 摄

本报讯 10月 31日，市妇
幼保健院和市骨科医院的“万
名医护送健康”医疗服务队冒
着绵绵细雨到社区义诊，为社
区居民免费发放药品、提供体
检、健康咨询，宣传甲流感防
控知识。

两家医院分别在鑫苑名
家社区和二七区碧波园广场
进行义诊和甲流防控知识宣
传。市骨科医院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目前气温骤降，疫
情将进入第二个高发期。为
了进一步强化甲流防控工作，

该院将组织医护人员深入到
社区、学校等人群密集的场所
进行冬季常见病、多发病的预
防知识宣传和义诊。

据市儿童医院带队的党
委书记刘法启介绍，该院将把
11月份作为义诊、宣传月，通
过医护人员到居民身边强化
宣传甲流防治知识，让群众更
多地了解到甲流只是呼吸道
传染性疾病，只要做到勤洗
手、讲卫生、吃熟食，就能预
防，甲流是可防、可控、可治
的。 （李 蔚 卜春梅）

两家医院冒雨到社区义诊

海峡两岸专家
探讨脑中风预防
本报讯 近日，由省人民医院主办

的海峡两岸中风防治和抗栓治疗学术
研讨会上，台湾著名药物基因专家李明
达、华裔哈佛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徐希
平、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医学博士朱良
付等与全省 500多名医生一起，探讨中
风防治问题，提出了多学科合作建立脑
中风的预防、筛查干预平台，并在食品
中补充叶酸等，预防中风的有效措施。

据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杨朝宽介绍，
中风是我国目前致残率第一、致死率第
二的高发疾病，每年全国新发病例 250
万，每年死于中风的病人达 150万。过
去，脑中风一直由神经内科医生负责诊
疗，在这次研讨会上，专家们在最新研
究成果介绍中认为，脑中风的最大致病
因素高血压的发现者和治疗者恰恰是
心血管内科医生，因此心血管内科医生
应该站在脑中风防控的上游，建立多科
合作共同预防脑中风的新型医学模
式。在农村就可以推广的“一口水、一
片药”的最基础的高血压控制措施，就
能使基层群众的脑中风发生率降低
40%。专家呼吁临床医生树立大卫生、
大健康的理念，在日常诊疗行为中大面
积动员社会力量共同预防疾病。

专家指出，食用添加叶酸的食物，
也有利于脑中风的防治，建议将常规补
充叶酸纳入政府的食品政策，来降低脑
血管病的发病率。

（魏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