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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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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sheng ji sheng

本报讯 记者王莉报道：暑假生活已
过去大半，很多家长开始抱怨：暑假除了
例行看书写作业之外，看电视玩电脑几乎
成了孩子的消遣，很担忧。专家表示：暑
期看电视玩电脑可以适当放松孩子心情，
但是，也要谨防孩子患上假期电视、电脑
综合征。

温泉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
生苏艳红表示：暑期过分依赖电子产品，
容易让孩子患上“电视电脑综合征”。“电
视电脑综合征”往往会损伤眼睛、骨骼、肠

胃的健康，同时还会影响
孩子的注意力，降低表达
能力和反应能力。

“孩子往往缺乏自制
力，预防电视电脑综合征

最好的医生就是家长，家长要正确地引导
孩子科学地看电视。”苏艳红说，每天看电
视的时间控制在1到2个小时；人与电视
的距离要在3米左右，电视机的高度应与
人的视线保持平行；每隔半个小时，应该
让孩子休息一会儿，做做眼睛保健操，到
户外活动活动；同时，要保持端正的姿势，
不要东倒西歪；进餐时不要看电视。

对使用电脑的孩子们来说，保护眼睛
是十分重要的。父母在教孩子电脑的时
候，特别要注意孩子们的视力，用电脑时，
应每隔10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下，望望窗
外，每天至少要做两次眼保健操，并多吃
一些有益视力的食物，如鱼、蛋、绿色蔬菜
等。此外，还要以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帮
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立秋之
后少吃西瓜，小心生病。”立秋后，家住滨
河东路的市民周女士警告爱吃西瓜的女
儿果果。

果果很不解：“天气还是很热，为什么
不能吃西瓜呢？”

市中医医院治末病中心主任王先锋介
绍，立秋后，早晚气温相对变低，气候逐渐
转凉，人体消化功能下降，肠道抗病能力
减弱，胃肠道对寒冷的刺激非常敏感，而西
瓜等瓜果类多数属于寒性水果，加上一些人
喜欢把瓜果冰镇后再吃，很容易伤脾胃，尤
其是对于脾胃功能较弱、虚寒性体质的人来
说，要少吃或者不吃西瓜，否则，胃肠功能容
易发生紊乱，出现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症状。

“对于脾胃功能较好、体质偏热的人

来说，立秋后还是可以继续享受西瓜的香
甜美味，但也要注意量，不可以过度。”王
先锋说。

立秋过后吃什么水果比较好呢？王
先锋说，季节上的水果即时令水果是比较
好的，不提倡吃反季节水果。

秋季雨水较少，空气干燥，不少适应
能力差的人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
裂、目赤牙痛等，中医称之为秋燥。这个
季节一些时令水果如梨、橘子、葡萄、苹果、
柿子、甘蔗、石榴等都有抵御过盛肺气侵袭
的功效。不过，王先锋
提醒，如何吃秋令水果
也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仍要遵循体质适宜和
数量合适的原则。

立秋后少吃西瓜 暑期远离电视电脑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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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

开展新职工岗前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汪姣慧报道：近日，市中心医院

同济咸宁医院人力资源部制定了详尽的新职工岗前
培训计划，并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岗前培训。

培训旨在让新职工进一步了解医院文化发展建
设及各项规章制度，增强新职工的责任感、使命感，更
好地履行各自的岗位职责，尽快适应医院的工作环境。

岗前培训新增了新职工与院领导见面会环节。
院长杜光亲自为新职工授课，讲解了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的使用知识。

为期五天的培训中，医院人力资源科组织医务
部、科教部、社会医疗发展部、保安部、院感办、医德医
风办等多个职能科室为新职工讲授医疗机构从业人
员行为规范、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和消防安全知识、院
内感染知识、如何防范医疗差错事故及医疗安全、医
德医风建设等内容。

慈口乡计生协

帮扶计生户养殖致富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报道：近年来，为鼓励计

生户利用山水资源发展养殖业，通山县慈口乡计生协
会将帮计生户发展家禽养殖业作为少生快富“三结
合”工程来抓。

该乡积极做好谁养殖谁收益的政策宣传；为计生
户优生解决建圈土地面积和无偿提供水面养殖面积；
并从县畜牧业局请来技术人员，培训计生户三期600余
人次；协助计生养殖户找农商行贷款并争取扶贫贴息借
款80余万元。

在乡计生协会的帮助下，现在全乡养鱼、养鸡、养
羊、养猪户达340多户。

崇阳乡镇卫生院

履职尽责惠群众
本报讯 通讯员宋璐报道：近日，崇阳县天城镇

卫生院按照县卫计局开展履职尽责“千名医生大义诊
活动”的统一部署，组织服务团队，集中利用两个月的
时间，深入村组对辖区内居民开展义诊活动。

首批组织了12名公共卫生科、妇科、内科的医务
人员，入户为老百姓免费体检、免费送药、提供健康咨
询指导，为老百姓耐心讲解疾病的相关知识。

自活动开展以来，天城镇卫生院共为12个村、社
区的2000余名居民进行了免费健康体检，发放健康
宣传资料2万余份，免费发放2万余元常用药品，为6
万余村民建立健康档案。

目前，崇阳各乡镇卫生院陆续组织医务人员进村
入户开展义诊，充分发挥基层医疗人员贴近基层、贴
近群众、服务百姓的优势，将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
务实现全覆盖。

官桥镇卫生院

强化措施转作风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张弛报道：“夜晚急诊护

士服务态度差，不耐心……”日前，嘉鱼县官桥镇官桥
村村民任满香面对官桥卫生院下乡走访的中层干部，
提出上述意见。这是该镇卫生院履职尽责下乡走访听
民意，积极整改促提高的一个场景。

官桥镇卫生院近期提出了以“三严三实”为导
向，强化“三大”转变作风举措，一是要求医务人员树
立一线履职意识，强化摸实情，重实干，求实效，让医
务人员倾听在一线，服务在一线，解决在一线；二是树
立形象意识，开展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活动，营造医务
人员用心谋事、专心干事、团结协作精神；三是树立品
牌意识，提升该院医生克难攻坚、应急处置、综合协
调能力。

7月24日，该院组织7名中层干部开展下乡走访
活动，面对面“解民情，听民声，排民忧”，对110户群众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梳理归纳，限期整改。

肝脏那么重要，但越来越多的人正在
失去自己的肝脏。

据介绍，中国城镇人口中，脂肪肝的
患病率在20％左右，每5人中就有一人
有脂肪肝；中年男性中，这个比例是
25%，换算下来，脂肪肝患者可能已经达
到3亿人。

一个10岁的小胖墩，脖子上已经出
现一种叫“黑棘皮病”的褐斑，已经出现胰
岛素抵抗症状。

医生给他做了肝脏穿刺，发现已经出
现炎症；5年之后，小胖墩长成了大胖墩，
医生给他做了第二次肝穿，结果显示已经
出现纤维化。

纤维化分为0—4期，0是正常，4是
早期肝硬化，小胖墩的纤维化处在 2
期。

专家说，脂肪肝，吃药不是第一位，生
活方式的干预才是第一位，通过饮食控制
和运动，脂肪肝可以逆转成健康肝，但一
旦发展到肝硬化，就无法再逆转了。

“考虑到青少年的身体发展需要，热
量控制无法过于严格，所以相比成人，青
少年脂肪肝控制难度更大。”专家说。

脂肪肝，肝硬化，肝功能衰竭，肝脏就
是这样一步步被摧毁的。有些患者可能
带着脂肪肝活到老，但也有一些人可能需
要肝移植。

有研究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会进
展到肝硬化，40%的人不会进展。但问题
是，哪些人不会进展，哪些人可以逆转，科
学家还没有找到明确的判断方法。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腺体，所谓的“解
毒”其实是一个生物转化的过程。专家
说，各种有毒物质随血液进入肝脏之后，
经过肝细胞的作用，让毒性降低，或者生
成无毒的化合物，或者转化利于排泄的物
质，排出体外。

这个过程，并不是关起门来工作，而
是血液边流动边解毒，有毒物质不断被血
液运送到肝脏，这是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所以不存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肝脏才
工作的说法。

比如，拿喝酒这件事来说，酒精，90%

以上主要经过肝脏代谢，你什么时候喝
酒，肝什么时候就会启动针对酒精的解毒
程序，没喝酒，也就不存在解“酒毒”这回
事儿了。

不过，解毒的效率，跟血液供应的情
况有关系，相对来说，晚上肝脏的血液

供应更丰富，卧床休息也能改善血供。
专家说，对各种慢性肝病患者，医生都
会叮嘱他们不要熬夜，多卧床休息。

从这个角度来讲，熬夜会给肝脏增加
负担，好睡眠则是一剂护肝良药。

“肝脏承担着很多任务，除了解毒，
它在代谢、消化、凝血、免疫调节等方
面，都很重要。”专家认为，如果把肝脏
的主要工作理解为解毒，真是小看它
了。

肝脏并非小时工 有任务它就开工

食物也能摧毁肝脏 3亿人吃出肝病

肝脏并非小时工，把肝脏的主要工作理解为解毒，是小看它了——

★核心提示

网上经常有人转“人体排毒时间表”之类的帖子，虽然版本略有出
入，但中心意思差不多，每个器官都有特定的排毒时间，这个时间如果
不睡觉不休息，就没法排毒了。

比如，肝脏，一个说法是晚上11时—凌晨1时0排毒，你得睡觉，不
要熬夜，否则肝脏会很累。事实并非如此。

脂肪肝的前兆是腹部肥胖、腰围增
粗，所以在肝病门诊，除了问身高体重
之外，医生还要给脂肪肝患者量腰围。

一直以来，亚洲人的腰围参考数据
是这样的：男性腰围≥90厘米、女性腰
围≥80厘米，就算是腹型肥胖。不过，
研究发现中国人不经胖，腰围警戒线的
数字，要更严格。

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教授袁

孟峰，对 2493 人做了调查，发现 42%的
人出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所有研究对
象中，腰围超过35英寸（89cm）的男性，
以及腰围超过 31 英寸（79cm）的女性，
85%被验出有轻度至严重的非酒精性脂
肪肝。

数据还显示，男性与女性腰围若超
过33英寸（83cm）和29英寸（74cm），出
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风险会高 5
倍。

研究结论是，腰围愈粗，出现非酒
精性脂肪肝的风险愈高。通过这个研

究，专家也建议，应该把健康腰围标准
的上限进行调整，原先男性 36 英寸
（90cm），女性 32 英寸（80cm）的标准过
于宽松，建议收紧为33英寸和29英寸。

脂肪肝并不是胖子的专利，很多身
材匀称的人，肝脏说不定也“油腻腻”
的，建议健康人也要关注内脏脂肪，关
注自己的腰围，及时发现健康警报的信
号。

你的腰围到警戒线了吗
相关链接

医院门诊服务直接关乎医院形象。门诊
各个环节流畅就能缩短患者的就医时间，优
质的服务能让患者得到及时、正确、满意的治
疗。为此，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院长杜
光多次深入门诊部巡查、调研，并现场办公，
要求立足“树名院，建名科”，优化服务流程，
改变服务理念，提升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满
足人民群众就诊需求，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
心，追求完美的患者就医体验”。

按照这一要求，医院门诊部遵循“一切以
病人为中心”的宗旨，结合实际，出台了《门诊
办公室护理质量评分细则》，针对个人及各科
室设立月考勤制度，对医护人员劳动纪律、着装
仪表、服务言行、服务态度、医患沟通等十二个
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改进服务的措施：制定了门
诊导诊、科室分诊和门诊医师出诊管理规定；实
行门诊导诊人员和科室分诊人员提前20分钟
上班，各科医生按时打卡上班制度；规定工作时
间医护人员不吃东西、不脱岗、不串岗、不闲聊、
不玩电脑手机等……

近日，记者来到该院门诊部，亲自体验优
化后的门诊医疗服务。

门诊导医让就医无忧
“大爷，您好，请问您哪里不舒服？”“您好，

内分泌科在二楼，从门诊大厅上二楼左转即到
……”在医院门诊大厅，有这样一群人，她们不
是医生，却时时担任医生的角色；她们不是管
理者，却了解医院的各种情况；她们不是护士，
在患者心中却犹如白衣天使。她们有一个共
同的名字——导诊员。

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张亚丽告诉记者，患
者到医院就诊，对医院的布局不熟悉，盲目寻
找科室，还有的患者不知道看病挂哪个科。
为此，医院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在门诊
部增派导医及增设分诊服务台，并在每周一
周二门诊患者最多的时候，增加行政职能部
门副主任以下职工轮流在门诊担当导诊志愿
者，为患者进行导诊。除正常的导诊工作外，
导诊人员还需经常巡视大厅，指导做好疏导
工作，维持门诊正常秩序。

导诊员小张至今还记得，一次，一位从崇
阳来的老大爷，想找医生查血糖指数，由于不
知道专家所在的位置，几番找下来，都未找
到，眼见就要到上午下班时间，老人找到了导

医台。小张得知后，立即将老人带到内分泌
科进行诊治。事后，老人特意找到小张感激
地连声称谢。

门诊部还明确了分诊护士职责，要求护
士主动接诊患者，落实《首问负责制》，与患者
交流时必须使用普通话及文明用语等。当患
者步入门诊大厅或科室分诊处时，导诊及分
诊人员需主动热情地上前搀扶引导，对行动
不便的患者详细询问病情，准确分诊，协助挂
号。对难以处理的情况及时报告门诊办公室
或值班领导以便及时解决，同时尽量给予患
者必要的帮助。

现在门诊部人人都是导医，就连医生，也
改变了以往只为患者看病，其他一概不管的
工作作风，只要患者询问，都会热情地为患者
指明就医方向，受到患者好评。

提前到岗缩短就医时间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仅仅是导诊员提前

到岗，门诊部各科医生们也按时到岗了。
张亚丽告诉记者：“以前门诊医生到岗

时，患者已经排长队在门口等候。现在开展
履职尽责工作后，医生们基本提前到岗，做好

各项准备工作，及时开诊，满足患者的需
要。 ”

张亚丽说，按时开诊不仅是提前看病那
么简单。“化验、超声等科室都要联动，工作时
间都要提前。”按时开诊后，平均每位医生可
以多看3到5名患者，有的患者检查项目不
多，9点前就能看完病。“最主要的是满足了一
些平时工作较忙患者的需求，他们可以更方
便地安排自己的就诊时间。”

记者看到，按时开诊，最为受益的要数产
科门诊的孕妇们。以往孕产妇到医院检查时，
一些需要空腹或者憋尿的化验、B超等项目，最
快也要8点半后才能做。就诊时间提前，行动
不便的准妈妈们可以更快地进入检查程序，出
结果的时间也能提前，大大缩短了候诊时间。

便民服务方便群众就医
为方便群众就医，体现公立医院的公益

性，门诊部通过门诊大厅宣传栏、预约挂号电
话等加大对出诊专家的宣传，公示其相关信
息，方便患者择医；医院还积极做好实名制挂
号、分科挂号的前期准备工作，减少患者等候
时间，提高医生为病人诊治的效率，同时为患

者建立电子健康档案等。
门诊部每月对门诊医疗、护理等方面进

行检查并深入调研。针对门诊存在的问题，
门诊部多次与科室主任及出诊医生反复沟通，
及时拿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狠抓医德
医风，对出诊医务人员不断进行教育培训，严
禁医生开大处方、开人情方，对不合格处方进
行处罚，对医托进行严厉打击，为患者挽回了
损失，营造了温馨、和谐的就医环境。

为让患者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省级专家
资源，医院多次从武汉同济请来专家，组织门
诊义诊活动，截至目前，共开展门诊义诊8
次，涉及30个科室，免费服务患者4518人
次，共发放各类宣传材料2万余份，实现了患
者到医院就诊零障碍服务。

通过强化管理落实举措，医院门诊部的
服务工作有了明显改观，门诊部分诊、挂号正
确率也大大提高，就医流程合理调配，各环节
畅通，节省了患者就医时间。近几个月来，门
诊部实现了患者零投诉，门诊就诊率也随之
提高。

优化门诊医疗服务 改善患者就医感受
香城都市报记者 夏咸芳 通讯员 汪姣慧

改善医疗服务

——我们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