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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没事，不要给他穿得太
厚。另外，你自己要加强营养，注
意保暖……”11 月 26 日，焦作市博
爱县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冯海玲在
微信上叮嘱产妇小叶（化名）。

冯海玲告诉记者，小叶怀孕16
周在乡卫生院产检时，发现重度血
小板减少，被评估为“红色高风
险”。随后，她的情况被逐级汇报，
省、市、县卫生健康委非常重视，焦
作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全市多学科
专家为小叶会诊，并实行专班专案
专管，持续跟进。今年 10 月，在专
家组的密切关注下，小叶在焦作市
第二人民医院顺利分娩。小叶出
院回家后，作为专管小叶的医生，
冯海玲多次入户随访，日常还通过
微信、电话，随时关注着小叶和婴
儿的安全。

这是焦作市全周期保障母婴
安全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焦作市
以保障妇女儿童安全为中心，狠抓
妇幼健康全程优质服务，近两年未
发生孕产妇死亡事件，婴儿死亡率
为 2.10‰，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2.62‰，母婴安全保持良好态势。

体系化保障
兜底母婴安全底线

母婴安全是每个家庭最为关
注的焦点，它关乎新生命的诞生和
母亲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家庭幸福
和社会稳定。

“我们坚持以保障妇女儿童安
全为中心。”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妇
幼科科长冯晓辉介绍说，“焦作市
成立了以市卫生健康委主要领导
为组长的保障母婴安全工作领导
小组和以焦作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为组长的专家组，定期组织开展孕
产妇和新生儿危重症评审，坚持每
月召开母婴安全例会，每季度开展
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与管理质控，
每半年召开一次母婴分析会通报
母婴安全形势，年底组织母婴安全
分析和总结，实现全过程管理、全
链条质控、全方位提升，扩展母婴
安全保障范围，兜牢母婴安全保障
底线。”

焦作市还以母婴安全五项制
度和孕产妇五色管理为载体，狠抓
母婴安全健康管理。将母婴安全
五项制度贯穿于孕产期服务与管
理全过程，从制度上保障孕产妇安
全，并对不同风险人群提供适宜
的、有针对性的干预服务；印发《焦
作市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与管理
工作质量控制方案》，建立高危孕
产妇动态管理微信群，实施日报
送、周统计，“红色高风险”孕产妇
全部由市卫生健康委负责跟踪管
理，为母婴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
保障；印发《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危
重孕产妇抢救应急处置规范（试
行）》，提高了危重孕产妇应急抢救
能力。

焦作市通过产科质量大督查、
服务能力大培训、妇幼健康大练
兵、服务体系大建设，加强规范化
管理。大力推进妇幼保健机构建
设、专科建设、“两个救治中心”年
度评估、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和乡村
两级妇幼健康服务能力达标建设
等，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切实提
升母婴安全救治和服务能力水
平。目前，焦作市共建设三级妇幼
保健院 2 家、二级 4 家。焦作市妇
幼保健院成功创建国家母婴安全
优质服务单位、全省区域母婴安全
管理中心、省级孕产期保健特色专
科等。

强化预防措施
筑牢妇女儿童安全防线

“村里通知我来免费接种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这是第二
针。”11 月 26 日，在焦作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来自武陟县的低保户
王女士对记者说。

为了更好地守护适龄女性健
康，今年 9 月，焦作市卫生健康委
联合市民政局等单位，启动“守护
女性健康 HPV 疫苗公益接种”活
动。活动采取“一免一减”的政策，
为适龄女性免费或减免费用接种
国产二价 HPV 疫苗。截至 10 月
底，焦作市已经为 800 多位适龄女
性公益接种了HPV疫苗。

焦作市连续 8 年扎实做好“两
癌”（乳腺癌、宫颈癌）、“两筛”（预
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新生儿疾病
筛查）民生实事，全市累计筛查 53
余万人次。

冯海玲对记者说：“为了更好
地落实这一惠民政策，我们在近两
年实践中，对偏远乡村的妇女进行
夜间筛查，即傍晚将需要筛查的妇

女用车拉来医院，筛查完再用车送
回去，这样既不耽误农村女性干农
活、打工，也能提高筛查率。”

通过妇幼民生实事的实施，
焦作市不断完善孕前、孕期、新生
儿期的出生缺陷三级预防体系，
围 产 儿 出 生 缺 陷 发 生 率 降 至
0.64%。近 3 年，焦作市婚检对数
稳定在 1.5 万对，2023 年婚检率达
84.26%。在原有婚检内容基础上
创新服务，积极拓展扩充婚检服
务内容和项目，如遗传咨询、营养
管理、心理保健及口腔保健等。
焦作市每年通过婚前检查发现多
例遗传性疾病，并对其进行基因
学检查，预判再发风险，做好出生
缺陷的一级预防。

动态化管理
守护母婴安全“生命线”

“你要少食多餐，现在宝宝一
切正常，不要担心……”11 月 26
日，在焦作市人民医院，产科主任
赵伟对来做孕检的常女士说道。

“我现在被‘重点保护’，不仅
家人关心，医生和卫生健康委的工
作人员还会经常询问我的身体情
况，提醒我按时孕检。”常女士笑着
对记者说。26 岁的常女士住在山
阳区，今年 4 月怀孕，前期孕检一
切正常。10月的一个早上，常女士
突然感觉一侧肢体麻木，紧急到焦
作市人民医院就医，被确诊为脑梗
死。因为是孕妇，急诊科工作人员
当即就联系了赵伟来会诊。赵伟
在给出会诊意见的同时，也将常女
士调为“红色高风险”孕妇，并立即
上报。随即，焦作市卫生健康委相
关负责人就通过电话详细了解了
常女士的情况，并询问是否需要马
上组织全市专家会诊。医生判断

常女士体征稳定，可以先进行治
疗。在常女士住院溶栓的日子里，
医院产科医生每日都会跨科去查
房，随时关注常女士和胎儿的情
况。焦作市卫生健康委也每日了
解常女士恢复情况。常女士出院
后，所住辖区的山阳区卫生健康委
也有专人跟踪其孕期情况。

“孕产妇的每一次孕检、看病，
医生都会根据患者的情况随时调
整其风险等级。”冯晓辉介绍说，

“一旦调整为‘红色高风险’，就会
立刻触发市卫生健康委的关注，让
我们能够调集更多的力量来保障
孕产妇的安全。而且一旦被调整
为‘红色高风险’，这个孕妇的整个
孕期都会被各级卫生健康部门高
度关注。”

为了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潜
在的高风险因素，就需要提高临
床医务人员，尤其是基层医务人
员的妊娠风险筛查与评估能力。
焦作市通过孕产妇贫血诊疗与保
健、宫颈癌综合防治、出生窒息及
早产防治这 3 个母婴安全专项活
动，长期在全市开展妇幼健康技
能提升巡讲、母婴安全保障专题
培训班、新生儿适宜技术推广活
动等，切实提升母婴安全救治和
服务能力水平。

焦作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王
爱玲说：“全市的母婴安全是同质
化管理，我们每年都会开展很多妇
女儿童保健、医疗技能方面的培训
和质控。此外，我们和各个县区妇
幼保健机构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有疑难的病症或者特殊的情况，他
们都能随时和我们联系，需要的时
候还可以通过绿色通道转诊，努力
做到让辖区每一位妇女儿童都能
得到最需要的医疗保健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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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科室医务人员对
我的精心治疗和照护，我终
于可以像以前一样正常行走
了……”11月20日，舞钢市人
民医院骨三科病区，出现了温
馨感人的一幕。患者赵女士
及其家属带着一面“医德高尚
医术精 关爱病患暖人心”的
锦旗以及特殊的礼物——两
大盒印有“精心护理仁爱天
使 爱岗敬业热情周到”字样
的笔，送到该科主任苗小军、
主管医生曾红才及护士长郭
艳丽的手中，以此表达他们深
深的谢意。

2023年4月，34岁的赵女
士因外伤导致右侧踝关节骨
折。入住舞钢市人民医院骨
三科病区后，医务团队迅速为
其完善了各项检查，并确定了

手术治疗方案。在麻醉科工作人员的精准配
合下，苗小军及该科副主任庞海统为赵女士
实施了全麻下右侧内外踝骨折复位内固定
术。术后，赵女士恢复良好。该科医务人员
在赵女士住院期间，耐心地指导她进行功能
锻炼和规范用药；出院后，还定期对她进行随
访。

一年半过去了，赵女士的踝关节已基本
恢复，但她对体内的固定物产生了担忧。得
知赵女士的担忧后，苗小军耐心地进行了劝
导和解释，并详细向其介绍了取出固定物的
手术过程、风险和术后恢复等方面的知识。
一番劝导后，赵女士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担忧。

11 月 15 日，赵女士的右侧踝关节内固定
物在医院顺利取出，术后伤口愈合良好，可以
正常行走和活动。

↑11月26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物细胞
免疫治疗中心主任张毅带领团队做T细胞培养。T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细胞。该院生物
细胞治疗中心围绕肿瘤免疫细胞治疗的关键临床科
学问题和瓶颈技术难题，牵头多项创新临床研究，在
全球首次开展血液透析救治免疫治疗患者和双靶点
CAR-T细胞（嵌合抗原受体T淋巴细胞）治疗多发
性骨髓瘤患者等新尝试，让众多无药可医的肿瘤患
者重获新生的希望。 常 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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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怎么越长越丑
了？睡觉还张口呼吸、打
呼噜！”“是传说中的腺样
体的问题吗？”“到底切还
是不切？现在手术还来得
及吗？”“到底要不要做正
畸？做正畸是去耳鼻喉科
还是口腔科？”……这些是
很多学龄期儿童家长关注
的问题。

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
站 式 医 疗 服 务 ，11 月 27
日，河南省儿童医院口呼
吸联合门诊正式开诊。该
联合门诊由北京专家、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特聘主任
段清川，口腔科副主任医
师李晓琰共同坐诊，一站
式解决儿童的口呼吸和牙
颌颜面部畸形问题。

口呼吸联合门诊开诊

口呼吸联合门诊设在
该院郑东院区门诊 4 楼 C
区口腔科。只需要挂一次
号就有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口腔科两个科室专家
针对孩子的情况，给出综
合性、专业化的治疗方案。

段清川说，口呼吸联
合门诊设立前，口呼吸患
儿往往需要在耳鼻咽喉头
颈 外 科 、口 腔 科 来 回 奔
波。有了联合门诊后，就
医流程简化，可以减少来回奔波。针对部分
疑难病情，医生们也能及时现场讨论，第一时
间给出综合的进一步治疗建议。首诊后，后
续如需进行手术、正畸等治疗，由两个科室的
专业医生进行一站式的预约安排，什么时候
做什么治疗，给孩子安排得明明白白，既方便
了家长，也大大提高了诊疗效率。

长期口呼吸危害可不小

段清川说，正常的呼吸是呼吸气流通过
鼻腔通道，以鼻呼吸的方式进行的。若在安
静状态下，呼吸气流通过口腔，并且超过一定
比例（一般在 25%~30%）则为口呼吸，这是一
种异常呼吸状态。若呼吸气流全部通过口
腔，则为严重的口呼吸。

腺样体肥大是导致口呼吸最常见的鼻腔
疾病，若因腺样体肥大而长期口呼吸的孩子
可能会形成腺样体面容，即嘴唇增厚、上颌前
突、下颌短缩、目光呆滞等表现。

不仅如此，长期口呼吸使吸入的气体直
接进入呼吸道，缺少了鼻腔对气体的润湿及
净化，容易引起呼吸道感染的发生。如果孩
子存在打鼾等气道阻塞问题且长期未得到有
效的治疗，尤其是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
这可能会使患儿的血氧饱和度不足，机体长
期处于慢性缺氧状态，影响孩子的睡眠，出现
白天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甚至影响生长发
育，导致孩子的身高、智力发育受到无法补偿
的影响。长期口呼吸，气流从口腔通过，还会
使孩子唇、舌、颊肌力量失衡，表现为上颌前
突、下颌后缩、唇肌松弛、口唇外翻等。

孩子有这些情况要及时就诊

对口呼吸的诊疗，专业的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医生会检查孩子是否存在影响正常呼吸
的气道疾病，若存在即进行相应的治疗。对
于没有或是已解除阻塞病因，但有口呼吸不
良习惯、上颌前突、下巴后缩、牙列不齐等问
题的孩子，则由专业正畸科医生进行相关治
疗。

段清川提醒，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以下
情况中的一种（或多种），需要及时带孩子到
医院就诊：孩子不说话的情况下，嘴巴习惯性
张开；孩子已经出现上唇外翻增厚、龅牙、下
巴回缩、地包天、脸型变长等颌面部改变；孩
子平均每周有3天（或以上）晚上都打呼噜；孩
子打呼噜的同时还伴有憋醒、翻来覆去睡不
安稳、频繁夜醒等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