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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来临春节来临 健康出行健康出行

本报讯（记者 梁 晓 通讯员 钱 淼）春
运已拉开帷幕。此时也是流感流行的高峰
期。针对我市人群密集且流动性大，易造
成流感传播加速的现状，市卫生局提醒广
大市民理性对待流感疫情，做好个人防护。

根据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监测显
示，目前我市流感活动相较于去年同期，仍
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短期内，我市流
感仍以季节性为主，局部地区仍有疫情暴
发的可能。

针对我市处于交通枢纽地带，人群密
集且流动性大，易造成流感传播加速的现

状，市卫生局近期组织召开了全市节日期
间传染病防控工作会议，全面安排部署了
节日期间传染病防控工作，加强了医疗机
构预检分诊工作，避免流感样病例的交叉
感染。市疾控中心每周在哨点医院采集
10份流感样病例标本进行检测，全面监控
流感疫情态势。

市卫生局特别提醒广大市民理性对待
流感疫情，提高警惕，做好个人防护。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出现短期内发热病人急骤增
加时应及时与辖区疾控机构联系；各托幼
机构（学校）要坚持晨检制度，一旦发现因

呼吸道感染所致缺勤异常增多现象，应及
时向辖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积极锻
炼身体，勤洗手，尽量减少去空气流通不
畅、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节日期间走亲访
友时要尽量避免接触出现流感样症状的患
者；平衡膳食、多饮水、少饮酒，保障睡眠，
避免身体过度疲劳，保持身体处于良好状
态，以提高抵御流感等呼吸道疾病的抵抗
能力；建议未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积极接
种流感疫苗，尤其是老年人、婴幼儿和有慢
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以及高危人群的密
切接触者。

本报讯（记者 梁 晓 通讯员 卢祎舟）
春节一天天近了，大家逐步沉浸在浓烈的
喜庆气氛中。此时，您若不注意饮食安全，
有些疾病也会趁机来“凑热闹”。市疾控中
心专家提醒市民，若想度过一个健康祥和
的春节，首先要把好“嘴”关。

春节期间，家里一般都会准备糖果、瓜

子等小食品，不少市民在节日里吃掉的零
食是平时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市疾控中心
公共卫生科科长邵声波说，零食当中含有
大量糖分和香料，过多食用可增加肥胖和
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此外，糖有很强的
致龋作用，大家应该控制甜点的摄入，并及
时漱口，保持口腔卫生，预防龋齿发生。他
提醒，市民宜选择高纤维的零食，最好是热
量偏低而营养价值较高的食品，如鲜水果、
酸奶、红薯、荸荠等，坚果类营养价值高但
热量也高，每日宜控制在半两左右。

俗语称“无酒不成席”，美酒是我国老
百姓节日餐桌上的必需品。但大家须知，
美酒虽好，不可贪杯。据邵声波介绍，无论
是白酒还是啤酒，过量饮用都可导致胃肠
道功能紊乱，除发生呕吐外，还可能诱发胃
部溃疡。长期过量饮酒可使肝功能受损，
严重者可发生肝硬化。酒能影响中枢神经

系统，产生兴奋、麻醉、眩晕等，酒后驾车容
易发生车祸。他建议，大家要严格管住自
己的嘴，宴请时最好不喝烈性酒，可适量饮
用葡萄酒或啤酒。

春节饮食，还应注意合理搭配。邵声
波说，节日期间市民饮食应以清淡为主，应
多吃些含钾较丰富的食物，如紫菜、海带、
香菇、芦笋、豌豆苗、莴笋、芹菜等富含纤维
素、维生素的新鲜蔬菜，同时，增加水果的
摄入，促进胃肠蠕动，加快体内有害物质的
排泄。

此外，慢性病患者应控制食物的摄
入。他特别提醒节日期间糖尿病及肥胖症
等慢性病患者，应尽量避免油炸食品、甜
品、海鲜及高脂肪类食品，痛风患者应少吃
火锅，多注意休息，避免情绪激动和饮食过
量。因此，慢性病患者应根据自己身体的
不同情况，配制不同的食物菜谱。多选择

蔬菜、瓜果以及低糖、低盐、低脂肪的食物。
春节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邵声波

提醒大家，假日期间，要特别注意饮食卫
生。他说，食源性疾病是由细菌、病毒等病
原菌借助食品引起的一组疾病，常见有细菌
性痢疾、食物中毒等，临床上主要有腹痛、腹
泻、恶心、呕吐，部分病例可伴有发热、乏力
等症状。春节期间，一旦忽视食品卫生，尤
其在食品操作、加工中受到病原菌污染极易
引发集体性发病。大家不要吃不卫生、腐败
变质、不洁食品。一旦出现类似症状者，要
及时去医院就诊治疗，以免延误病情。

市药监局一年查办大案28起
本报讯（记者 梁 晓 通讯员 杨 鑫）“2010 年共立

案906起，结案900起，执行罚没款327万元，先后查办
大案要案 28起，移送犯罪嫌疑人 48人，刑拘 26人，涉
案金额达 1266万元。”记者日前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获悉，2010年，该局通过监管重点环节、整顿重点
品种、规范药械市场，有力地确保了人民群众用药用
械的安全。

监管重点环节。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断深
化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积极推进药品生产企
业质量授权人制度，强化生产环节、流通环节监管。

整顿重点品种。加强对特殊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原料药使用企业和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定点批发
企业的监督检查，在基本药物生产环节建立健全目录
品种监管档案，加大工艺处方核查力度。同时，积极
做好我市增补的 200 种基本药物非目录品种抽验工
作。

规范器械市场。2010年 4月，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抽调30余人，组成14个检查组，对全市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进行“拉网式”大检查，完成 755家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的市场准入审查，对1685家医疗器械生产经
营企业进行了安全信用等级评定。

4月集中宣传基本药物制度
本报讯（记者 梁 晓）为提高城乡居民对基本药

物的认知度和信赖度，教育和引导基层医务人员合理
使用基本药物、规范临床用药行为，省卫生厅决定加
大对基本药物制度的宣传力度，并确定今年4月为“基
本药物制度宣传月”。

近年来，尤其是抗菌药物的滥用，已导致细菌耐
药性迅速提高。自英国、日本出现超级耐药细菌后，
我国已发现 3例超级耐药细菌携带者，这给全体医务
工作者敲响了警钟。遏制药品滥用行为、规范合理用
药已经刻不容缓。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控制抗菌药物
耐药性”确定为今年世界卫生日主题。在此背景下，
省卫生厅确定今年4月为“基本药物制度宣传月”。

省卫生厅要求，各地要广泛组织开展“基本药物
制度宣传月”活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大对基本
药物制度的宣传力度，通过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
活动，广泛宣传基本药物制度的方针政策，广泛宣传
合理用药基本知识，及时报道基本药物制度的进展和
成效，解答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提高城乡居民对基
本药物的认知度和信赖度。

医疗卫生机构要把基本药物合理应用作为日常业
务学习培训的重要内容，纳入到责任目标管理和绩效
考核体系，并建立健全基本药物合理应用评价机制。

聋儿重获听力
本报讯 日前，省人民医院为一名聋儿植入了一

个人工耳蜗，帮助其重获听力。
小患者年仅两岁，开始时听力正常，学走路时摔

一跤，听力直线下降，最后双耳都丧失了听力。孩子
的父母非常着急，赶紧带他到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就
诊。经检查，孩子患有前庭导水管扩大综合征，并伴
随耳蜗畸形。摔跤只是导火索，真正导致耳聋的是疾
病。

据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刘宏建介绍，
对双侧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患者来说，人工
耳蜗移植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近年来，人工耳蜗
技术进展很快，许多聋哑儿童植入者经过 1~2年的听
觉语言康复训练，可以进入正常学校学习；已能会话
者发生耳聋后（语后聋），植入人工耳蜗后可不经康复
即可恢复很高程度的听觉口语交流能力。但并不是
所有耳聋患者都能通过该手术重获听力。患者先要
做高分辨CT和磁共振等必要检查，确定听神经和听
神经中枢正常后，才能进行人工耳蜗移植。（邢永田）

患者摘掉1500度眼镜
本报讯“儿子终于可以摘掉 1500 度的眼镜了。”

老曹高兴地告诉记者。近日，市二院成功实施一例后
巩膜加固治疗高度近视术。

因为遗传因素，老曹的儿子从小就患有先天性近
视，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也越来越差。18岁的他如今
只能架着一幅1500度近视镜看世界，而且近视还在不
断恶化，人也开始变得少言寡语，这让老曹十分苦
恼。一次偶然的机会，老曹在报纸上看到市二院可以
通过手术治疗近视，就带着儿子来到医院。幸运的
是，他们正好遇到了前来市二院学术交流的国内知名
视光学专家温州医学院薛安全教授，在详细了解病情
之后，薛教授与市二院眼科专家一道为老曹的儿子制
定了科学的手术方案。

据市二院眼科专家陈梦平介绍，高度近视容易引
发玻璃体混浊、视网膜出血和脱离而导致失明。近视
不仅影响孩子的生活，更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对近
视必须进行积极的预防和治疗，对于高度近视患者最
重要的是要严密监测视力变化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控
制近视发展。 （秦 亮）

脑卒中免费筛查开始登记
本报讯 即日起，市二院开始为脑卒中免费筛查

患者进行预约登记。
自市二院“脑卒中筛查及防控工程”公益慈善项

目启动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前来进行
免费筛查的患者络绎不绝。为了更好地方便患者就
诊，市二院开展了预约筛查活动。患者可提前预约筛
查时间，以便节省时间。凡是年满 55 周岁的贫困居
民，可凭贫困证件及身份证前来市二院门诊进行预约
登记。 （刘成成）

做好出行准备
防止晕车不适

不少朋友为了能够春节期间
回家过年，又是坐火车，又是坐汽
车。可是就是因为春运期间人流
高峰，会导致一些回家探亲的人
出现身体不适，遇到晕车等情况，
出现头晕、恶心、精神不振等，影
响心情。

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
医师唐胜南建议：出现过晕车情
况的朋友们在出行前半个小时可
服用一些晕车药，尽量随身携带
一些话梅、水果等食物，随时吃一
些，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身体不
适。旅途中尽量减少头部的活
动，可以将头部靠在座椅背上，闭
目养神，避免看窗外移动的景
物。适当打开车窗，使得车内空
气流通。

市一院专家到航空港区，为村民免费测量
血压，发放健康药盒。 李留军 摄

把好 关健康过节“嘴”“嘴”

春运期间谨防流感

本报讯（记者 梁 晓 通讯员 宋连
英 安 华）半月前，南阳农民工马南
（化名）在工地干活时，左小腿被施工
机器活生生拽掉了。工友们急忙把他
送往郑州人民医院。为了保住他的左
腿，医院通过手术将被截断的左小腿
暂时“寄养”到损伤相对较轻的右小腿
上。昨日上午，记者在医院看到“寄
养”的小腿存活状况良好。一个月后，
再经过一次移植和功能重建手术，他
的左腿就能恢复基本功能。

“患者被送来时，伤口远近端断面
高度污染，特大创面直至膝关节。”郑
州人民医院创伤显微骨科主任宋文超
告诉记者，肢体原位再植的希望极其
渺茫，因为左小腿近端毁损得太严重
了，皮肤、肌肉、血管、神经以及骨骼都
已经被污染，很可能已经没有吻合的

血管、神经、肌肉。“他才 36岁，是家庭
的顶梁柱，上有年迈有病的老人，下有
6岁的孩子，他这一辈子还要靠着双腿
去支撑这个家。”

摆在宋文超面前的不仅仅是保住
患者左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恢复患
者左腿和左脚的功能。他决定把患者
左脚接在没有受伤的右腿上。“按照传
统的再植方法，必须切掉这 10厘米坏
死软组织所粘边的骨骼，那他的左腿
就会短一截，即使恢复，他走路也会一
高一低的。如果将离断左腿‘寄养’在
病人自己的右腿上，由于患者的右腿
动静脉可以供给吻合的血液，这样‘寄
养’的断肢就可以被养活。之后，再把
寄养成活的患肢植到原位。”宋文超
说，尽管这种做法难度很大，但是自己
从事显微外科已有十多年，对这种方

法也深入研究过，有把握做好。
术前准备一完善，患者就立即进

入手术室。经过长达 12 个小时的手
术，再植的左小腿一次性顺利通血。
昨日上午，医生揭掉了覆盖在马南左
腿上的重重纱布，察看了缝合处的情
况，并换了药。“寄养”的右脚已经红
润，证明血液已经开始循环。宋文超
说，术后的马南恢复得不错，再植的肢
体基本稳定，“寄养”的右脚也存活得
很好，生命体征平稳。

据宋文超介绍，整个手术分为三
次进行，三到四周后，马南将接受第二
次手术——把移植的左脚再回植到右
腿上。手术完成后一个月，再进行最
后一次手术，也是最难的一步———
进行再植后的功能重建。“如果恢复得
好，可望恢复左腿的行走功能。”

市中医院领导到帮扶村沙固村，看望慰问
贫困户、贫困党员和退休干部。 王红专 摄

左腿受伤被“寄养”健康右腿帮大忙

春节将至，不少人早已计划好了长假期间的各种出行旅游、访亲探友等活动。

专家提醒大家，出行时千万不要忘记身体保健。

戴上口罩
预防病菌侵扰

节日期间外出访友是避免不
了的，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在公共
场所滞留的时间，再加上在火车
站、飞机场、汽车站等人口密集的
场所的通风条件不好，就很有可
能造成一些人群患上呼吸道等疾
病。

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陈卓昌提醒大家，春运期间出行
要做好个人防护，减少近距离谈
话时间，减少亲密接触机会，避免
用手接触眼、口、鼻等，在拥挤的
公共场所或者交通工具内，应戴
口罩并每天更换；其次，如果出现
发热、咳嗽、咽痛等症状时，要及
时就医。尽量少出门在家休息，
戴上口罩，勤洗手，防止传染给家
人和朋友。 李 荇

减少车程
适时下车进行活动

春节期间不少人会选择开车
或者是租车外出。专家发现，许多
人因为长时间坐车导致腰酸背疼、
腿脚肿胀等不适现象。

省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郑
稼提醒大家：春节期间要理性出
行，减少外出路程、中途注意休息、
选择舒适的出行方式。减少外出
路程，就是说不要开车到太远的地
方游玩，或者请会开车的朋友同
行，可以替换驾驶，避免一个人长
时间开车造成疲劳驾驶。因私家
车大多空间狭小，自驾车人群、乘
车人还要适时下车休息，活动一下
身体，缓解因长时间坐车带来的腿
脚痛麻等症状，避免腿部神经长时
间受到压迫。如果远行，尽量乘坐
大巴、火车、飞机等内部空间相对
大一些的交通工具。

由于今冬
气候干旱，我省
已长时间无有
效降雨，加上受
冷空气影响，连日来，因患感
冒等呼吸道疾病而到医院就
诊治疗的患者急剧增加，患
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的老
年人也明显增多。

医生提醒市民，随时注
意气候变化，适时添衣保暖，
平时多喝开水，以增强自身
抵抗能力。图为患者在市中
心医院输液室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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