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护健康 幸福郑州

卫生健康HEALTH12

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医讯速递

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医疗培训

郑州中心医院位
居省会市属医院竞争
力百强第六名

本报讯（记者 汪辉 王治 通讯员 封
宁）日前，在“社会办医的PPP模式暨中国
民营医院发展报告（2014）发布会”论坛
上，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发布
了“2013 年中国省会市属医院·竞争力
100 强”名单，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
院（郑州市中心医院）在百强中名列第六
名，河南省上榜医院中位居首位。

据悉，这是中国省会市属医院的首
份榜单，旨在为处于夹心层的医院发展
找到着力点。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在“优
化资源、分级诊疗”的总体战略目标指导
下，围绕“程序化、信息化、同质化、文化”
夯实发展基础，强化内涵、稳步提升。作
为河南省全科医师培养基地和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医院科研立项和成果、
核心期刊论文数量逐年增加，省市重点
及重点培育学科内涵逐渐增强。医院积
极探索和参与公立医院改革，内部实施
以综合绩效管理改革为主的人事分配制
度改革，充分激发了广大医务人员积极
性。切实履行公立医院职责，成立了以

“资源共享、分级诊疗、双向转诊、服务百
姓”为目标的区域医疗联合体，让老百姓
就近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积极开展家
庭随访、节假日医疗服务同质化、慢病患
者家庭医生预约式服务等活动。

郑大一附院教授
连任药学分会主任委员

本报讯（记者 汪辉 王治 通讯员 曹
咏 吴静）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换届
选举会议日前召开。

经过参会代表无记名投票，会议全
票通过郑大一附院阚全程教授连任中华
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主任委员；郑大一
附院赵杰教授当选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
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张抒
扬等 4位教授当选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
分会副主任委员；刘景丰等 19位专家教
授当选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常务委
员。

2011年9月，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
会成立。3年来，积极致力于促进我国临
床药学专业的学术交流，人才培养，规范
合理用药，保障医疗安全等工作，先后召
开6次专题研讨会议，10次常委会。完成
了临床重点专科标准的制定，编写临床
药学考试教程等国家卫计委、中华医学
会安排的相关工作。

市疾控中心
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有效

本报讯（记者 汪辉 王治 通讯员 刘
江华）近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市疾控中心突出作风建设，坚持问
题导向，紧密结合实际，着力建章立制，
从而让活动开展的扎实有效。

该中心通过举办全市疾控系统干部
素质提升培训、全市公共健康事业区域
发展培训以及“教育培训月”、“集中调研
月”等系列活动，及时解决落实群众反映
的突出问题，确保了问题不积压、矛盾不
积累。同时，按照“五个不放过”要求，在
查摆剖析下狠劲，提高了发现解决问题、
自我净化提升的能力。

通过整改落实见行动，该中心党员
干部“四风”问题得到遏制，中心顺利通
过省级文明单位复查，在 2014年政风行
风“面对面”电子测评会上取得了公共服
务单位第 5名的好成绩，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该中心智
慧公共卫生项目通过市数字办评审，疾
控工作进入信息化发展新阶段；完成了
对36家申报市级规范及以上预防接种门
诊的考核工作，积极组织疾控专家深入
社区、农村开展义诊宣传活动73次；开展
传染病、慢性病、艾滋病、预防接种知识
等健康大讲堂 11次等。同时，在开放式
管理方面也取得新成效。

市直机关医院
开展执行力培训

本报讯（记者 汪辉 王治 通讯员 张
彬）为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的主动服务
意识，提升执行力，市直机关医院近日举
办了“西点执行力训练”培训会。

培训会上，国内文化战略管理专家
高志新，细读了西点军校 22 条军规，通
过互动游戏，并针对该院实际案例，现场
对听众“执行力”进行了提问，引导思考
问题，反思在思想认识、工作作风、执行
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培训
学习，该院广大职工认识到了思维认知
决定性行为，行为代表执行力，要打破思
维，转变观念，积极主动与人沟通，进而
提升为患者服务意识。

省护理管理创新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汪辉 王治 通讯员 王
秋红）由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承办的“河
南省护理管理创新研讨会”日前举行。

该研讨会以“护理管理创新”为主
题，探讨医院护理管理的创新与实践，对
5月 1日开始执行《护理分级》、《静脉治
疗护理技术操作规范》的标准条款进行
解读。省护理学会副理事长李瑞介绍，

“新标准理解与实施的关键就在于如何
依托医生对患者疾病的诊治过程、凭借
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利用有效的评估
工具，通过评估对不同的患者提供有助
于疾病治疗、缓解、康复的一系列有针对
性的护理服务。”

据了解，《护理分级》是在原卫生部
2009年出台的《综合医院分级护理指导
原则（试行）》和 2010 年出台的《医院实
施优质护理服务工作标准（试行）》基础
上颁布实施的。

别让“温暖”伤了健康别让“温暖”伤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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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泰丰集团日前发起“夕
阳我最红”大型公益才艺评选活动，
省内 1500余名中老年人报名参加，
经过角逐，60位老人进入决赛。

杨东华 摄

←郑州大学附
属郑州中心医院
“健康中原行·大医
献爱心”活动日前
走进兰考，开展科
普讲座、大型义诊、
学术讲座等公益活
动。

王建明 摄

近日，我市已进入每年一次的集中供暖期。

相比寒冷的室外，人们更留恋暖意融融的室内。

但频繁穿梭于“冰火两重天”之间，这种温差的骤

变往往给健康带来极大的隐患。

不少人为了保暖而关门闭户，这样不仅不利

于室内外空气的流通，易造成室内空气污染，并

可能导致口腔、鼻腔、气管黏膜等处的毛细血管

干裂出血，发生呼吸道感染和支气管炎等疾病。

对此，相关专家提醒，在享受温暖的同时，千万别

忘记对各种“暖气病”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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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暖气病”高发
就在人们翘首期待“温暖”到来时，医

生们也开始准备迎接“忙碌时刻”的到
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病人都会大量增
加，这时候想正常下班就成了一种奢望。”
一位呼吸科医生介绍。

相关专家表示，在最初供暖的时候，
因为室内突然暖和，容易造成细菌孳生，
病毒肆虐的情况，而此时又正是流感病毒
爆发的高峰期，很容易让人得病。

据了解，每年到 11月中下旬，各种急
诊病人会大量增加，各医院都会迎来呼吸
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疾病等患
者就诊高峰。其中，老年人和儿童往往成
为最大“受害者”。

另外，供暖后，室内外温差比较大，血
压波动也会变大，加重心脏的负担。长时
间在干燥的暖气房里会出现头晕、软弱无
力、多汗，甚至会引起血压升高。

建议：每天开窗通风
“口干舌燥、干咳声嘶……”暖气一

来，相信不少人对这种印象记忆犹新，其

实这已经为我们的健康敲响警钟。
专家介绍，口干舌燥是人体缺水的一

个信号，如果持续时间太长，使呼吸道黏
膜分泌物减少，灰尘、细菌等附着在黏膜
上，刺激喉部引发咳嗽，容易引发上呼吸
道感染，发生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疾
病。

研究表明，当空气湿度低于 40%的时
候，感冒病毒和其他能引发感染的细菌繁
殖速度会加快，随着空气中的灰尘扩散引
发疾病。此外，室内外温差较大，频繁出
入若不注意保暖，也会降低机体抗病能
力，导致上呼吸道感染。

“集中供暖最让人头疼的一点，就在
于温度不能自主调节。体质不同，对温度
的需求也不一样。我喜欢凉快些，家人则
喜欢身体能微微出汗的状态。”市民李女
士告诉记者。

其实，温度偏低一些，反而对健康更
有利。有研究证明，热带地区的人寿命
短，而寒带地区的人寿命相对更长。因此
建议每个家庭可以买个温度计，便于控制
室内温度。

另外，一到冬天，很多人家里都紧闭窗
户，怕冷气进来，热气散发出去，降低室内

温度。而集中供暖温度不能自主调节，室
内空气流通不畅，也会降低身体抵抗力。

供暖后，市民该如何消除健康隐患
呢？为此专家提醒，除了要配合医生进行
正确治疗外，日常的生活保健也尤为重
要。

每天都要给房间通风，保证室内空气
新鲜，最好的通风时间是在上午10点到下
午三四点之间。清晨空气污染较严重，不
建议打开窗户。通风时还要观察有没有
雾霾，若是能见度低，就先别开窗，以免造
成室内环境污染。

保持室内温湿度，室温保持在 18~
24℃为宜，湿度则保持在 50%~60%最佳，
可以使用加湿器，或摆一盆水，并在室内
多养些绿色植物，如吊兰、芦荟、富贵竹
等，也可平均两天进行一次熬醋熏蒸或过
氧乙酸消毒。

平日尽量多喝开水，多吃蔬菜和水分
充足、含多种维生素的水果，选择进食一
些温热性质的食品，如芝麻、萝卜、豆腐
等；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限制饮酒。

另外，寒冷季节，应改变“猫冬”习惯，
根据天气情况和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合
理安排运动。

提醒：“慢病”患者多注意
供暖初期，有些高血压患者会感觉不

适，“平时正常吃药却挡不住血压计一个
劲的上升。”患有高血压的李先生无奈地
说。

专家指出，干燥缺水对于老年人来
说，可能会增加血栓形成的机会。老年
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血液黏稠
度也较高，人在夜间呼吸和出汗，会耗散
部分水分，加上老年人常有起夜习惯，消
耗水分较多，暖气来了之后，体内更容易
缺水，所以也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高
发季节。

寒冷天气里人们还容易罹患呼吸系
统的疾病，例如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
肺炎、气喘，这些都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
患者的病情。

另外，一些本来就有高血压或者冠心
病的患者，此时稍不注意也很容易出现危
险。比如，高血压患者在寒冷刺激下很容
易出现血压升高症状；如饮食不注意，长
期进食大鱼大肉会使血脂增高，血液变得
粘稠，导致重要器官动脉供血不足诱发心
脑血管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