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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镇中心卫生院地处
平舆县县城的西部，距离县城
约 23 公里。为切实解决群众
看病就医不跑远等实际问题，
借着上级医院专家下沉到卫生
院进行技术帮扶的‘东风’，实
施建专科、强基层、简流程、优
服务等创新工作方式，重点打
造疼痛及康复特色专科建设。
2022 年，阳城镇中心卫生院成
功晋升国家二级综合医院；
2024 年，入选河南省县域医疗
卫生次中心建设项目单位。”近
日，阳城镇中心卫生院院长胡
来友感慨道。

为着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
能力，改善就医环境，2016 年，

阳城镇中心卫生院投入资金
2000 多万元，建起一栋建筑面
积达9600余平方米的门诊住院
综合楼。与此同时，在培养人
才、引进技术、购置设备、增设科
室、完善功能的基础上，阳城镇
中心卫生院以人文关怀为服务
理念，全面提升“软实力”，并在
新建的综合楼安装电梯、中央
空调、中心供氧、呼叫系统等，让
患者亲身感受技术先进、环境
优美、服务热情、业务全面的国
家二级综合优质医疗服务。

“根据患者的需求和医院
的长远发展，我们在内科、外
科、妇产科、儿科、急诊科、中医
科、口腔科、麻醉科、医学检验

科等业务科室的基础上，重点
打造疼痛科、康复医学科。”胡
来友说，目前，阳城镇中心卫生
院组建一支 10 余人的专业医
疗服务团队，分批选派到河南
省人民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驻马店市中医
院、驻马店市中心医院、平舆县
人民医院等地学习，重点学习
和掌握急诊急救、中医药特色
技术、技能操作，以及规范化管
理等。现在，阳城镇中心卫生
院胸疼救治单元、脑卒中救治
单元已经成功创建，疼痛科和
康复医学科已经成为基层卫生
院的一张“王牌”，其独特的中
医药特色技术和快速急诊急救

等服务能力，得到社会认可和
患者的信赖。

近日，患者史某带着家属
将写有“华佗再世 医术高明”
的锦旗送到阳城镇中心卫生院
医务人员手中，以此表达感激
之情。据了解，去年8月，已经
罹患高血压病10余年的史某，
像往常一样在家干活时，遭遇
急性脑梗死，家属急忙将史某
送往医院救治，经过及时抢救，
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脑梗死
却让史某的左侧肢体行动困
难。

一次偶然的机会，史某的
家属听闻阳城镇中心卫生院在
康复治疗方面效果显著。怀着
一丝希望，家属将史某带到镇
中心卫生院救治。阳城镇中心
卫生院康复科医师胡俊豪根据
史某的病情，凭借着专业的医
术和丰富的经验，为史某精心
制定了一系列治疗方案。从针
灸、推拿到康复训练，经过一段
时间的住院治疗，史某的病情
逐渐好转。之后再经过巩固治
疗，史某康复出院。史某的康
复让家属激动不已，同时也让
史某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信心和
希望。为了表示感谢，于是，就
出现了患者向医务人员送锦旗
的一幕。

“我们以创建为抓手，持续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胡来友
说，近年来，阳城镇中心卫生院
在优质服务基层行推荐标准的
基础上，在不断加强内涵建设、
提升医务人员素养、优化医院
管理流程、加强医疗质量提升、
狠抓核心制度落实、完善学科
建设上，补短板，强弱项。

阳城镇中心卫生院成立以
院长任组长，院班子成员任副

组长，科室主任为成员，全体职
工共同参与创建。针对医院综
合管理、医疗药事管理、护理管
理、感控管理、医技管理、财务
管理等方面，重点整改，达到加
强医院管理和内涵建设的要
求。

今年年初，经过评审，阳城
镇中心卫生院成功晋升国家二
级综合医院。在此基础上，根
据政策要求，经过核查评审，阳
城镇中心卫生院已入选河南省
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建设项目
名单。

“加强重点专科建设，积极
开展新技术、新业务，提高服务
功能，打造疼痛康复特色专
科。”胡来友说，阳城镇中心卫
生院以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杨
孟为技术核心，2014年，率先开
展了腰椎间盘射频消融微创介
入、臭氧消融介入、CT（计算机
层析成像）下操作联合应用技
术，治愈的患者遍布平舆县、汝
南县、新蔡县、上蔡县等地。目
前，已为2000余名椎间盘突出
患者解除了痛苦。同时，加强
急诊急救建设，优化就医流
程。2018 年，阳城镇中心卫生
院成立急诊科，并纳入平舆县
120急救网络救治体系，竭尽全
力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
便捷的急诊急救服务。

阳城镇中心卫生院将以县
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建设为契
机，推进“五个100”实践样板建
设，打造“全专结合、医防结合、
中西医结合、医养结合、安疗结
合”等重点专科建设，不断提高
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为
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
疗服务，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
服务需求。

力乡村振兴助

你知道雾霾与结核分枝杆菌的关系吗
□王 侃

雾霾与结核分枝杆菌之间
存在复杂的关系。雾霾主要由
硝酸盐、有机碳、硫酸盐、建筑
结构颗粒、土壤粉尘以及金属
颗粒等多种成分组成。这些颗
粒物具有特殊的结构，表面积
相对较大，能够携带并吸收部
分有毒有害物质。雾霾中的有
害物质会干扰免疫细胞的正常
功能，降低机体的免疫力。当
免疫系统功能低下时，人体对
结核分枝杆菌等病原体的抵抗
力就会减弱，从而增加感染肺
结核的风险。

雾霾中的尘埃颗粒可以成
为结核分枝杆菌的载体，这些颗
粒能够直接入肺。肺结核主要
是通过飞沫、尘埃从呼吸道传
播，因此雾霾天气中结核分枝杆
菌的传播风险会增加。当人体
吸入含有结核分枝杆菌的雾霾

颗粒时，结核分枝杆菌就有可能
在肺部繁殖并引发肺结核。

雾霾中的有害物质会对呼
吸道黏膜造成刺激和损伤，降
低其防御能力。这使得细菌等
微生物更容易进入呼吸道并引
发感染。对于已经患有呼吸道
疾病的人群，如慢性阻塞性肺
病患者等，雾霾天气可能使其
症状加重或反复发作，进而增
加感染肺结核的风险。

物理特性的相似性
颗粒物大小相近：结核分枝

杆菌的直径约为 1 微米~4 微米，
而雾霾中的PM2.5是指直径小于
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PM10 则
是指直径小于或等于 10 微米。
结核分枝杆菌的大小正好介于
PM2.5和PM10之间，这使得它们
在空气中的悬浮和传播特性有相
似之处。

结核分枝杆菌以及雾霾中的
有毒物质要完成进入人体的过
程，均是通过呼吸道完成的。雾
霾中的PM2.5等颗粒物可以直接
进入肺泡，而结核分枝杆菌也常
通过飞沫核（直径小于或等于5微
米的颗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对健康的共同影响
降低免疫功能 雾霾中的有

害物质（如 PM2.5 等）侵入肺部
后，容易影响肺部的正常功能，导
致人体免疫力低下。这种免疫力
的下降，会增加结核分枝杆菌等
病菌侵入人体的机会，从而可能
引发或加重结核病。

促进病菌传播 在雾霾天气
中，空气流动性差，结核分枝杆菌
等病菌难以散开，导致小范围内
的病菌密度增高，增加了感染的
风险。此外，雾霾还阻挡了具有
杀菌作用的紫外线，进一步削弱

了自然界的杀菌能力。
防控策略的相似性

减少暴露 在雾霾严重或结
核病高发季节，大家应减少户外
活动，特别是避免在人群密集、通
风不良的场所长时间停留。

个人防护 佩戴口罩是减少
雾霾吸入和结核分枝杆菌吸入的

有效方法。选择适合的口罩并正
确佩戴，可以显著降低感染风险。

环境改善 加强室内通风换
气，保持空气流通；定期清洁和消
毒室内环境，减少病菌滋生和传
播的机会。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本栏目由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办

——平舆县阳城镇中心卫生院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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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一位65岁的老人因睡眠差、白
天精神不振2年到医院就诊。老人称2年前
搬入新家，晚上逐渐出现入睡困难和易醒，
上床后辗转难眠，需要2小时~3小时才能入
睡。睡着后，老人很容易被外界噪音吵醒，
醒后又需要花 1 小时~2 小时才能入睡。睡
眠变差后，老人出现精神萎靡、头脑昏沉，日
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这种病例，在睡眠科
门诊屡见不鲜。

睡眠障碍常见原因
年龄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的

睡眠结构、昼夜节律发生改变，年龄越大，伴
随的身体器官的生理储备下降越明显，抵抗
力和忍受外界影响睡眠应激源的能力下降。

不良睡眠习惯 老年人白天活动量减
少，很容易打盹，造成白天睡眠过多，而夜间
难以入睡。此外，睡前吸烟、饮酒等习惯，也
会影响睡眠质量。

不良睡眠环境 老年人睡眠较浅，容易
惊醒，环境中噪音太大，光照过亮，都会影响
老年人的睡眠。

躯体疾病影响 老年人常合并各种疾
病，容易引起夜间的咳嗽、气喘、疼痛、尿急、
尿频等，都会影响睡眠。

精神疾病影响 除躯体疾病外，心理因
素也是导致睡眠障碍发生的一个常见因
素。其中抑郁与睡眠障碍的关系最为密
切。此外，焦虑也和睡眠障碍存在相关性。

药物影响 老年人因合并疾病较多，存
在多种药物共用，导致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
率增高，其中很多药物会引起睡眠障碍，包

括糖皮质激素、甲状腺素、某些抗抑郁药物等。
存在原发性睡眠障碍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

征、不宁腿综合征等也是导致睡眠障碍的重要疾病。
辅助睡眠的方法

刺激控制法 大家可以要根据以下步骤来做。只有感到瞌
睡才上床；不在床上进行与睡眠和性活动以外的其他事情；躺
下20分钟不能入睡，则起床离开卧室进行放松活动，直至瞌睡
再上床；若上床后仍无水印再重复前一个步骤；无论夜间睡了
多久每天定时上床；避免日间打盹。

限制疗法 大家可以减少夜间卧床觉醒时间，同时避免日
间打盹。当睡眠效率超过90%时，可增加卧床时间20分钟~30
分钟，进而增加睡眠。

补充或替代性治疗 包括锻炼、身心干预（如冥想、打太极、
练瑜伽、练气功等），操作及躯体治疗（如按摩、针灸、穴位按压、
反射疗法等），或到专科门诊进行物理治疗（如电针灸、经颅磁
刺激等），光照治疗等。

老年人在面对失眠的困扰时，不要恐惧也不焦虑，了解睡
眠知识，认识自身状况，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加强自身修养，
积极调整心态，制定适合自身的睡眠方式。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医务人员正在为患者治疗医务人员正在为患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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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是人类与
生俱来、自然而然的本能，但是对于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以下简称慢阻肺）患者来
说，慢阻肺就像一把藏在身体里的“刀
子”，每一次呼吸都会觉得仿佛有块石头
压在胸上，呼吸困难，喘不上气来。由于
慢阻肺早期仅有咳嗽、咯痰等不明显症
状，不容易引起大家的重视，因此慢阻肺
也有“潜伏的杀手”之称。

常见病因
慢阻肺较常见病因是吸烟。吸烟可

造成肺部永久性损伤，并导致慢阻肺。吸
入有毒烟雾或气体也会引起慢阻肺。少
有数显示慢阻肺和遗传相关。

临床表现
慢性咳嗽 咳嗽是慢阻肺患者常见的

症状。咳嗽症状迁延多年，以晨起和夜间
阵咳为著。

咯痰 咯痰多为咳嗽伴随症状，痰液
常为白色黏液浆液性，常于早晨起床时剧
烈阵咳，咯出较多黏液浆液样痰后，患者
的症状有所缓解；急性加重时痰液，可变
为黏液脓性而不易咯出。

气短或呼吸困难 早期气短或呼吸困
难仅在患者劳累时出现，之后逐渐加重，
以致患者日常活动困难，甚至休息时，患
者也会感到呼吸困难；活动后呼吸困难，
是患者的“标志性症状”。

胸闷和喘息 部分患者有明显的胸闷
和喘息，此非慢阻肺患者特异性症状，常
见于重症或急性加重患者。

治疗方法
慢阻肺的治疗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部分。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是改善慢阻肺患者症状、减少急性

加重的核心，应该长期坚持用药并定期随访。
非药物治疗 非药物治疗包括减少危险因素的暴露，其

中较为重要的是劝导患者戒烟，这是减慢肺功能损害的有效
措施。因职业或环境粉尘、刺激性气体所致者，应加强职业
防护，定期体检。

其他 其他干预方法还包括康复治疗、疫苗接种、营养改
善、并发症监测、氧疗等内容。

功能锻炼
呼吸功能锻炼 呼吸时，患者一只手放胸前，另一只手放

腹部；用鼻吸气，并尽量挺腹，胸部不动；然后缩唇，由口徐徐
呼气，呼气时腹内收。吸气与呼气的时间比1∶2或1∶3，每分
钟呼吸7次~8次。每日锻炼3次~4次，每次10分钟~20分钟。

注意事项
患者应预防呼吸道感染，避免受凉，预防感冒。冬季，患

者应注意保暖，避免直接吸入冷空气。
患者应保持规律生活，保障睡眠，避免劳累，可坚持进行

适度锻炼，如慢跑、打太极拳等，但是应避免剧烈运动。
患者应加强营养，以清淡饮食为主，多吃易消化、高维生

素的食物。
患者应注意少食多餐，避免暴饮暴食，避免食用辛辣刺

激、生冷、油腻的食物，以免脾胃受损，加重病情。咳嗽患者
应注意低盐饮食，盐分过高对口腔及咽喉黏膜可产生刺激，
加重咳嗽症状。同时，患者应增加饮水量，保证体内水分充
足。在治疗期间应尽量选择半流质饮食，如面条、米粥、蛋汤
等食物，可降低胃肠压力，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

（作者系河南省胸科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科 普专家话健康普专家话健康

物剪影人 物剪影人

贾旭辉：坚持18年无偿献血
本报记者 朱晓娟 文/图

前不久，三门峡市中心血站
迎来了一位“常客”，填写登记表、

通过常规项的检查后，血液符合
要求，他又一次坚定地挽起袖子，

无偿捐献400毫升全血。
他就是贾旭辉，是三门峡市

中心医院的一名医务工作者，也
是一名退伍军人，同时还是三门
峡市红十字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服务队和三门峡爱心之家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2006
年，在部队服役时，贾旭辉开始积
极参加无偿献血，至今累计无偿
献血 27 次，献血总量达 10800 毫
升，曾先后获得由国家卫生健康
委、中国红十字会、中央军委后勤
保障部卫生局联合颁发的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铜奖、银奖和金奖，
这些数字和荣誉的背后，是贾旭
辉18年的默默奉献与执着。

说起第一次无偿献血经历，

贾旭辉仍记忆犹新：“那是2006年
的国庆，我还在新乡某部服役，请
假外出到市区购物时，看到一辆
停在购物广场的献血车，上面写
着急需O型血。当时想到自己就
是O型血，于是，我找到工作人员
了解相关事项，进行抽血化验，结
果显‘各项指标达标，可以献血’，
我当时就捐献了400毫升全血，而
后外出或在休假时，只要间隔时
间和身体条件允许，我都会去无
偿献血。”贾旭辉说。

尽管献出的血液有限，但是
传递的爱心却是无尽的。贾旭辉
的善举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大力
支持。在贾旭辉影响下，身边的
同事、朋友和家人相继加入无偿

献血队伍。贾旭辉的妻子也开始
了无偿献血之路，并一同加入中国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现在，
夫妻俩经常一起参加无偿献血的
活动，共同助力爱心公益事业。

贾旭辉说：“只要身体条件允
许，我会一直坚持下去，为社会，
尽一份义务，献一份爱心。”

贾旭辉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
默默地传递着社会正能量。正是
由于这样的无私奉献，为无数危重
症患者托起了生命的希望。

贾旭辉有一个愿望，就是希
望更多的人加入无偿献血的事业
中，让点滴爱心汇聚成江海，为需
要帮助的人提供更多的温暖与希
望。

贾旭辉正在无偿献血贾旭辉正在无偿献血

灵驿站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