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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问歌》的第三问是问周身。问周身，就是询问患者
周身有无疼痛与其它不适。临床可按从头至足的顺序，逐
一进行询问。

首先问疼痛：
疼痛是临床常见的一种自觉症状，各科均可见到。问

诊时，应问清疼痛产生的原因、性质、部位、时间、喜恶等。
一、疼痛的原因：引起疼痛的原因很多，有外感有内伤，

其病机有虚有实。其中因不通则痛者，属实证，不荣则痛者
属虚证。

二、疼痛的性质：由于引起疼痛的病因病机不同，其疼
痛的性质亦不同，临床可见如下几类。

①胀痛：痛且有胀感，为胀痛。在身体各部位都可以出
现，但以胸胁、胃脘、腹部较为多见。多因气机郁滞所致。

②刺痛：疼痛如针刺，称为刺痛。其特点是疼痛的范围
较小。部位固定不移。多因瘀血所致。全身各处均可出现
刺痛症状，但以胸胁、胃脘、小腹、少腹部最为多见。

③绞痛：痛势剧烈如绞割者，称为绞痛。其特点是疼
痛、有剜、割、绞结之感，疼痛难以忍受。多为有形实邪突然
阻塞经络闭阻气机，或寒邪内侵，气机郁闭，导致血流不畅
而成。

可见于心血瘀阻的心痛，蛔虫上窜或寒邪内侵胃肠引
起的脘腹痛等。

④串痛；疼痛部位游走不定或走窜攻痛称为串痛。其特
点是痛处不固定，或者感觉不到确切的疼痛部位。多为风邪
留着机体的经络关节，阻滞气机，产生疼痛。气无形而喜通
畅，气滞为痛，亦多见串痛。可见于风湿痹证或气滞证。

⑤掣痛：痛处有抽掣感或同时牵引它处而痛，称为掣
痛。其特点是疼痛多呈条状或放射状，或有起止点，有牵扯
感多由筋脉失养或经阻滞不通所致。可见于胸痹、肝阴虚、
肝经实热等证。

⑥灼痛：痛处有烧灼感，称灼痛。其特点是感觉痛处发
热，如病在浅表，有时痛处亦可触之觉热，多喜冷凉。多由
火热之邪串人经络，或阴虚阳亢，虚热灼于经络所致。可见
于肝火犯络两胁灼痛，胃阴不足脘部灼痛及外科疮疡等证。

⑦冷痛：痛处有冷感，称冷痛。其特点是感觉痛处发
凉，如病在浅表，有时触之亦觉发凉，多喜温热。多因寒凝
筋脉或阳气不足而致。

⑧重痛：疼痛伴有沉重感，称重痛。多见于头部、四肢
及腰部。多因湿邪困阻气机而致。多见于湿证。

⑨空痛：痛而有空虚之感，称空痛。其特点是疼痛有空
旷轻虚之感，喜温喜按。多为精血不足而致。可见于阳虚、
阴虚、血虚或阴阳两虚等证。

⑩隐痛：痛而隐隐，绵绵不休，称隐痛。其特点是痛势
较轻，可以耐受，隐隐而痛，持续时间较长。多因气血不足，
或阳气虚弱，导致经脉气血运行滞涩所致。

三疼痛部位：询问疼痛的部位，可以判断疾病的位置及
相应经络脏腑的变化情况。

①头痛：整个头部或头的前后、两侧部位的疼痛，皆称
头痛。无论外感内伤皆可引起头痛。外感多由邪犯脑府，
经络郁滞不畅所致，属实。内伤多由脏腑虚弱，清阳不升，
脑府失养，或肾精不足，髓海不充所致，属虚。脏腑功能失
调产生的病理产物如痰饮、瘀血阻滞经络所致的疼痛，则或
虚或实，或虚夹杂。凡头痛较剧，痛无休止，并伴有外感表
现者，为外感头痛。如头重如裹，肢重者属风湿头痛。凡头
痛较轻，病程较长，时痛时止者，多为内伤头痛。如头痛隐

隐，过劳则甚，属气虚头痛。如头痛隐隐，眩晕面白，属血虚
头痛。头脑空痛，腰膝酸软，属肾虚头痛。如头痛晕沉，自
汗便溏属脾虚头痛。凡头痛如刺，痛有定处，属血瘀头痛。
凡头痛如裹，泛呕眩晕，属痰浊头痛。凡头胀痛，口苦咽干，
属肝火上炎头痛。

凡头痛，恶心呕吐，心下痞闷，食不下，属食积头痛。
头部不同部位的疼痛，一般与经络分布有关，如头项痛

属太阳经病，前额痛属阳明经病，头侧部痛属少阳经病，头
顶痛属厥阴经病，头痛连齿属少阴经病。

②胸痛：是指胸部正中或偏侧疼痛的自觉症状。胸居
上焦，内藏心肺，所以胸病以心肺病变居多。胸病总由胸部气
机不畅所致。胸痛、潮热盗汗，咳痰带血者，属肺阴虚证，因虚
火灼伤肺络所致。胸痛憋闷，痛引肩臂者，为胸痹。多因心脉
气血运行不畅所致。可见于闷阳不足，痰浊内阻或气虚血瘀
等证。胸背彻痛剧烈、面色青灰、手足青至节者，为真心痛。

是因心脉急骤闭塞不通所致。胸痛、壮热面赤，喘促鼻
煽者，为热邪壅肺，肺失宣降所致。

胸痛、潮热盗汗，咳痰带血者，属肺阴虚证，因虚火灼伤肺
络所致。胸闷咳喘，痰白量多者，属痰湿犯肺，因脾虚聚湿生
痰，痰浊上犯所致。胸胀痛。走窜、太息易怒者，属肝气郁滞。

因情志郁结不舒，胸中气机不利所致。胸部刺痛、固定
不移者，属血瘀。

③胁痛：是指胁一侧或两侧疼痛。因胁为肝胆所居，又是
肝胆经脉循行分布之处。故胁痛多属肝胆及其经脉的病变。

胁胀痛、太息易怒者，多为肝气郁结所致。胁肋灼痛，

多为肝火郁滞。胁肋胀痛，身目发黄，多为肝胆湿热蕴结，
可见于黄疸病。胁部刺痛、固定不移。为瘀血阻滞，经络不
畅所致。胁痛，患侧肋间饱满，咳唾引痛是饮邪停留于胸胁
所致，可见于悬饮病。

④胃脘痛：胃脘，包括整个胃体。胃上口贲门称上脘，
胃下口幽门称下脘，界于上下口之间的胃体称中脘。胃脘痛
即指胃痛而言。凡寒、热、食积、气滞等病因及机体脏腑功能
失调累及于胃，皆可影响胃的气机通畅，而出现疼痛症状。

胃脘痛的性质不同，其致病原因也不同。如胃脘冷痛，
疼势较剧，得热痛减，属寒邪犯胃。胃脘灼痛，多食善饥，口
臭便秘者，属胃火炽盛。胃脘胀痛，嗳气不舒，属胃腑气滞，
多是肝气犯胃所致；胃脘刺痛，固定不移，属瘀血胃痛；胃脘
胀痛，嗳腐吞酸，厌食为食滞胃脘。胃脘隐痛，呕吐清水，属
胃阳虚；胃脘灼痛嘈杂，饥不欲食，属胃阴虚。

⑤腹痛：腹部范围较广，可分为大腹、小腹、少腹三部
分。脐周围称为脐腹，属脾与小肠。脐以上统称大腹，包括
脘部、左上腹、右上腹，属脾胃及肝胆。脐以下为小腹，属膀
胱、胞宫、大小肠。小腹两则为少腹，是肝经经脉所过之处。

根据疼痛的不同部位，可以测知疾病所在脏腑。根据
疼痛的不同性质可以确定病因病性的不同。如大腹隐痛、
便溏、喜温喜按，属脾胃虚寒。小腹胀痛，小便不利多为癃
闭，病在膀胱。小腹刺痛，小便不利，为膀胱蓄血。少腹冷
痛，牵引阴部，为寒凝肝脉。绕脐痛，起包块，按之可移者，
为虫积腹痛。凡腹痛暴急剧烈、胀痛、拒按，得食痛甚者，多
属实证。

凡腹痛徐缓、隐痛、喜按、得食痛减者，多属虚证。凡腹
痛得热痛减者，多属寒证。凡腹痛，痛而喜冷者，多属热证。

⑥.腰痛：根据疼痛的性质可以判断致病的原因。如腰部
冷痛，以脊骨痛为主，活动受限，多为寒湿痹证。腰部冷痛，小
便清长，属肾虚。腰部刺痛，固定不移，属闪挫跌扑瘀血。

根据疼痛的部位，可判断邪留之处。如腰脊骨痛，多病
在骨；如腰痛以两侧为主，多病在肾；如腰脊痛连及下肢者，
多病在下肢经脉。腰痛连腹，绕如带状，多病在带脉。

⑦.背痛：根据疼痛的部位及性质，可以判断疼痛的病位
和病因。如背痛连及头项，伴有外感表证，是风寒之邪客于
太阳经；背冷痛伴畏寒肢冷，属阳虚；脊骨空痛，不可俯仰，
多为精气亏虚，督脉受损。

⑧.四肢痛：四肢痛，多由风寒湿邪侵犯经络、肌肉、关
节，阻碍其气血运行所致。亦有因脾虚、肾虚者。根据疼痛
的部位及性质可以判断病变的原因、部位。如四肢关节痛、
串痛,多为风痹；四肢关节痛，周身困重多为温痹；四肢关节
疼痛剧烈，得热痛减为寒痹。四肢关节灼痛，喜冷，或有红
肿，多为热痹；如足跟或胫膝隐隐而痛，多为肾气不足。

⑨周身痛：周身痛是指四肢、腰背等处皆有疼痛感觉。
根据疼痛的性质及久暂，可判断病属外感或内伤。如新病
周身酸重疼痛，多伴有外感表证，属外邪束表；若久病卧床
周身疼痛，属气血亏虚，经脉不畅。

问疼痛——中医四诊之问诊（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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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怎么吃更有营养？
本报记者 李嘉

卫生健康
咸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协办

weishengjiankang

今年5月20日是第35届中国学生
营养日，活动主题为“奶豆添营养，少油
更健康”，倡导“减油增豆加奶”行动。

我国儿童青少年存在哪些营养问
题？面对这些问题，家长该怎么做？学
校该怎么做呢？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
进会从健康优先角度瞄准儿童青少年营
养需求和不合理饮食结构，提出合理膳
食的倡议。

儿童青少年存在哪些营养问题？
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身心健康发

展的关键期，合理的营养和健康饮食可
为儿童青少年奠定健康基础。随着饮食
模式的改变，现今我国儿童青少年营养
状况从“营养不良”模式转变为“双重营
养不良”，即营养过度（超重和肥胖）与营
养不足（生长迟缓和消瘦）并存。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指出，
我国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日益严重。肥
胖可能导致儿童出现高血压、糖尿病等
疾病，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长期不利
影响。

其次是营养不良。尽管我国儿童青
少年的整体营养状况有所改善，但仍有
部分儿童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营养不
良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免疫功能和
学习能力。

再次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由于
饮食结构不合理，部分儿童可能缺乏维
生素和矿物质，如维生素A、维生素D、
钙、铁等。可能会导致视力、骨骼和免疫
发育出现问题。

同时存在不良饮食习惯。现今许多
儿童青少年存在不良饮食习惯，如偏食、
挑食、过度依赖快餐和含糖饮料等。这
些习惯会导致营养摄入不均衡，增加肥
胖和慢性疾病的风险。

最后是食育意识不足。虽然社会各
界在推动食育，但仍有部分家长和儿童
对健康饮食的认识不足。缺乏正确的营
养知识和引导，儿童青少年可能无法形

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家长该怎么做？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建议，

家长应该通过自己的饮食习惯来为孩子
树立榜样。孩子往往会模仿大人的行
为，因此家长的健康饮食习惯会对孩子
产生积极影响。

均衡饮食。确保孩子的饮食包含足
够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必需
的营养素。应该包括谷物、蔬菜、水果、
肉类或豆类以及适量的乳制品。

定时定量。帮助孩子建立固定的饮
食时间，避免暴饮暴食。控制零食的摄
入量，确保正餐前后的零食不会影响孩
子的食欲。

食物多样化。鼓励孩子尝试各种不
同的食物，包括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
以及各种蛋白质来源，如鱼、肉、豆类和
坚果。

避免强迫进食。不要强迫孩子吃他
们不喜欢吃的食物。可以尝试不同的烹
饪方法或将其与其他食物搭配，以增加
可接受性。

健康零食选择。提供健康的零食选
项，如新鲜水果、蔬菜条、坚果和酸奶，以
避免孩子食用高糖或高脂肪的零食。

限制糖分摄入。减少孩子摄入含糖
饮料和高糖食品的量。过多的糖分摄入
会增加肥胖和龋齿的风险。

坚持减盐、减油、减糖“三减”原则。
应保证每天摄入盐<5g、油为25~30g，
不要求添加糖，若需要摄入建议<50g，
最好控制在25g以下。减盐、减油、减糖
不等于不吃，在生活中很多情况是避免
不了盐、油及糖，因此减少不必要的摄入
是关键。

掌握“减油、增豆、加奶”知识技能，
增加奶类及其制品的摄入（每天摄入
300~500mL），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
可选择无乳糖、低乳糖奶，或者酸奶、奶
酪等发酵乳制品；添加大豆及其制品的
摄入（每天摄入15~25g）；减少烹调油
的摄入（每天摄入25~30g）。

鼓励体力活动。鼓励孩子参加体育
活动，以促进身体健康和食欲。运动可
以帮助孩子消耗能量，增加他们对食物
的兴趣。

避免分心进食。避免让孩子在电视、
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旁边进食，以减少分
心进食并鼓励孩子更好地享受食物。

教育营养知识。与孩子分享基本的
营养知识，帮助他们理解食物如何影响

他们的身体和健康。
正面鼓励。对孩子尝试新食物或保

持良好饮食习惯给予积极的反馈和奖
励，以鼓励他们继续保持这些良好习惯。

避免快餐文化。尽量减少快餐和加
工食品的摄入，这些食品通常营养密度
低，热量高。

学校该怎么做？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明确要

求，学校应开设健康教育课程或活动：在
课程设置中包含健康教育和营养知识的
学习，确保学生能够系统地了解营养的
基本知识、健康饮食的重要性以及如何
制定健康的饮食计划。也可组织各种健
康教育活动，如健康周、健康日等，通过
展览、游戏、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学生在
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营养知识。

举办营养讲座和研讨会。可定期邀
请营养专家和健康专家举办讲座和研讨
会，向学生和家长传授最新的营养研究
成果和实用的健康饮食技巧。

提供健康食物选择可提供营养均衡
的餐食选择，确保学生在校园内能够轻
松获得健康食物，如新鲜水果、蔬菜、全
谷物和低脂乳制品。

加强食品安全管理。严格执行食
品安全法规，确保校园内的食品安全和
卫生。

鼓励学生参与。鼓励学生参与健康
教育和营养知识的普及活动，如让学生
参与到食物选择、食谱设计和健康教育
项目中，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与家庭和社区合作。学校与家庭和
社区合作，共同关注学生的营养健康，通
过家长会议、社区活动等方式，让家长和
社区成员也能了解到营养知识的重要性。

健康饮食对于儿童青少年成长和发
展至关重要，为改善儿童青少年的营养
问题，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和国家政策
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以改善儿童青少
年的营养状况，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今年5月20日是第34个“全国母乳喂
养宣传日”，主题为“倾听母婴，共筑暖链”。

人人都说母乳好，但它究竟有哪些
优点呢？市中心医院产科病区护士长、
主管护师刘菊芳为大家解答母乳喂养方
面的问题。

1、母乳喂养的好处有哪些？刘菊芳
介绍，母乳喂养一方面可以保护婴儿健
康，因为母乳中所含有的天然营养成分会
随婴儿月龄增加而变化，母乳喂养能增强
新生儿抗病能力，减少细菌感染，预防过
敏性疾病，还能促进婴儿脑细胞和智力的
发育，并且有利于增强母婴感情，使新生
儿增加安全感。另一方面，母乳喂养可以
促进妈妈产后恢复，主要是促进子宫恢
复，有助于防止产后出血，降低患乳腺癌
和卵巢癌危险，帮助产妇尽快恢复体型。

2、产后1-7天，怎么哺乳才能奶多
还不胀痛？刘菊芳表示，产后的一周里，
妈妈的乳房每一天都在升级，宝宝的吃
奶每一天都在变化，这就需要不断调整
每天的哺乳重点：

产后第1天，抓紧一切时机喂奶；产
后第2天，不要干等下奶，当天就要好好
喂；产后第3天，奶量大涨，乳房肯定要
胀，但喂好敷好就没事；产后第4-5天，
提防伤害乳房；产后第6-7天，生胀期
做对还是做错，可以在奶量上见分晓了。

3、母乳喂养多久最好？世界卫生组织
建议，在婴儿6个月前给予纯母乳喂养，6
个月到2岁或更长时间内，在继续母乳喂养
的同时，要补充其他食物。对新生宝宝按
需哺乳:不受喂奶时间和次数的限制，随
饿随吃。1-2个月后可改为按时哺乳。

4、7~24月大的婴幼儿，每天的哺乳
量和频次是多少？

7~9月龄，不低于600ml/天，不少
于4次/天；10~12月龄，约600ml/天，4
次/天；13~24月龄，约500ml/天，不超

过4次/天。对于母乳不足或不能母乳
喂养的婴幼儿，满6个月月龄后需要继
续以配方奶作为母乳的补充。

5、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刘菊
芳介绍，如果母亲是乙肝携带者，可以母
乳喂养；母乳喂养与奶瓶喂养比较，没有
增加婴儿感染的额外危险。

她强调，HBV主要是血液传染，不
经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播。新生儿出生后
尽早（12h内）接种疫苗和免疫球蛋白，
即使未接种前也是可以早吸吮早开奶！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乙肝母亲实行
母乳喂养时应注意，喂奶前先洗手，擦拭
奶头；奶头皲裂或婴儿口腔溃疡，暂停母
乳喂养；孩子和母亲的用品隔离，毛巾、
脸盆、杯子等独立使用；婴儿定期检测乙
肝抗原抗体。

6、引起病理性乳房肿胀的原因是什
么？刘菊芳表示，这是乳汁排出不及时、
不彻底导致的，最常见的原因其实是宝
宝的衔乳姿势不正确，或妈妈一直只用
一个哺乳姿势，就容易出现部分乳腺管
排乳不良而造成堵奶。

乳汁过度分泌。乳汁过量分泌的妈
妈最容易发生堵奶问题，而且可能反复
堵奶。所以乳汁过多的妈妈平时应避免
过度排空乳房，或用炒麦芽煮水代茶饮，
适当减少乳汁量。

突然减少哺乳。妈妈可能因为各种
原因没有按原来的哺乳频率哺乳，乳房
太涨又没有及时排出一些乳汁，就可能
导致堵奶发生。

饮食太油腻。妈妈进食太多油腻的
食物后，会改变乳汁中脂肪成分的构成
比，乳汁可能会变得粘稠，容易在乳腺管
中形成淤积。这也是建议哺乳妈妈清淡
饮食的原因。

乳房受压。内衣过紧、睡觉时被压
到、被宝宝踢到等导致乳房受压的情况，

都可能导致堵奶。
悬崖式断奶。有的断奶妈妈突然就

完全不喂宝宝了，涨奶也不适量排出乳
汁，想要硬生生地把乳汁憋回去，这样就
很容易发生堵奶。

离乳切忌悬崖式，而要循序渐进，适
量排乳至乳房没有形成结或块，没有胀
痛感为宜。

疲劳或心理压力大。如果妈妈很疲
劳、精神压力大，也很容易发生堵奶，因
为心情不好会导致催产素水平会被抑
制，而催产素是排出乳汁的主要激素。

乳腺管受损伤。暴力通乳、乳房按
摩都可能造成乳腺管受损伤，乳腺管壁
毛糙就可能导致反复堵奶。

7、如何预防和处理病理性乳房肿胀？
刘菊芳表示，“早接触、早吸吮、早开奶”是
预防和处理病理性乳房肿胀的有效方法。

日常喂养中，注意按需哺乳，尤其是
生后早期频繁地让宝宝吸吮乳房，如果
宝宝不能吸吮，妈妈用手挤奶或用吸奶
泵将乳汁吸出，并确保哺乳姿势及宝宝
含接姿势要正确。

一旦出现乳房肿胀要增加喂奶次
数，夜间哺乳要勤，及时将乳汁挤出，按
需哺乳，每次吸空一侧乳房再吸另一侧，
帮助妈妈放松，喂奶后可以冷敷乳房减
轻水肿。

8、如何处理乳头皲裂？刘菊芳介
绍，宝宝正确的含接姿势可以有效减少乳
头疼痛和皲裂的发生，一旦发生皲裂，哺
乳时先让宝宝纠正姿势，吸吮健康一侧的
乳头，再吸吮患侧。另外，喂完奶后挤一
滴母乳涂在乳头上，暴露乳头片刻，待乳
汁干后再穿衣服；或涂抹修复型乳头膏。

9、如何预防乳腺炎？刘菊芳建议，
频繁有效喂哺宝宝，哺乳时可以采用不
同体位哺乳，有助于从乳房各个部位排
出乳汁，要按需哺乳，每次吸空一侧乳房

再吸另一侧，穿宽松的哺乳文胸，夜间侧
卧时防止乳房受压，适当休息，避免对乳
房进行不适当的按摩都可以有效减少乳
腺炎的发生。

10、什么情况不能进行母乳喂养？
刘菊芳介绍，若有下列情况，不推荐进行
母乳喂养。存在可通过母乳喂养传播给
孩子的感染性疾病，如HIV感染；正在
接受抗癌治疗；使用某些药物。有些药
物在哺乳期使用不安全，因此哺乳期间，
母亲用任何药物前应咨询医生；大量饮
酒后；使用某些违禁药物，如大麻和其他
大麻属物质等；如果孩子出生时患有“半
乳糖血症”，也不推荐母乳喂养。

刘菊芳强调，乳汁的多少和乳房大
小无关。乳汁是由乳房中的乳腺分泌而
成的，胸部大是因为胸部脂肪堆积多，而
乳腺的多少和胸部的大小没有关系。

母乳成分是动态变化的，是为人类
量身定制的。母乳喂养是一种生活方
式，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健康理念，
也是妈妈给予宝宝到这世界的第一份爱
的礼物。

母乳喂养，“准妈妈”准备好了吗？
本报记者 李嘉

链接：

妊娠糖尿病喂养几点建议
1、泌乳素可让母亲放松、缓解

压力，减轻不适症状。
2、降糖药不影响喂养。
3、胰岛素分子太大，不入乳

汁；口服降糖药，消化道破坏。
4、监测母亲血糖，调整降糖药。
5、可减少乳母胰岛素用量。
6、减少婴儿成年后患糖尿病

的风险。
7、需注重个人卫生，保护好乳

头不受感染。

全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培训会召开

预防传染性疾病发生和流行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为进一步推进健康咸宁建设，持

续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成果，有效预防夏季传染性疾病的发
生和流行，5月17日，我市召开全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培训会，
市直各单位、咸宁高新区管委会、大（中）专院校、咸安区三办四
镇等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人员120余人参加培训会。

培训会上，市疾控中心专家讲授健康教育和病媒生物防制
知识，动员全民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消除病媒生物孽生地，
有效预防疾病发生。

培训会要求，提高认识、主动作为，增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责任感；抓好重点场所和重点部位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落实
除“四害”药物储备和投放；要聚焦工作短板，强化措施，加大整
改力度，确保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落细落实。

培训会强调，要强化领导、广泛宣传，形成扎实有效、群防
群控的大态势；各单位、各街道（镇）要切实加强对病媒生物防
制工作的组织领导，周密组织实施，实现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从
突击完成到长效治理的根本好转。各单位各部门要加强协调、
密切配合，落实好本单位、本辖区、本行业除“四害”工作，保障
人民健康。

崇阳县人民医院眼科

成功救治一例视神经炎失明患者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金静报道：近日，崇阳县人民医

院眼科成功治愈了一例罕见的视神经炎失明患者并取得了显
著效果。这标志着眼科在该院医学领域中的一大突破。

视神经炎是一种影响视神经功能的炎症性疾病，可导致视
力下降甚至失明，作为中青年人群中的第二大致盲疾病，病因
复杂且不明确，病程长，治疗难度大。

患者邱某因发烧和头痛入院，并出现右眼视力急剧下
降的症状。他在疾病初期经历了多种传统治疗方法，但效
果甚微。

该院眼科主任魏滃考虑到患者罕见的病因和复杂的病情，
进行了多次病例讨论，并申请了多科室会诊，最后决定采用大
剂量激素冲击治疗这一不常规的治疗方法。

治疗过程中，医生们密切监测患者的反应，并根据其恢复
情况适时调整治疗策略。经过为期数周的密集治疗后，其视力
得到了显著恢复。

目前，患者的视力已经恢复到0.8，患者和家属对治疗效果
表示非常满意，并为眼科团队送了一面表达感激的锦旗。

赤壁市人民医院

喜获两项国家级殊荣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陈影、郭心雨报道：日前，第十

一届中国县域卫生发展大会暨第三届县域肿瘤防治中心建设
发展论坛在浙江德清召开。

此次盛会由中国县域卫生、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中国老年
保健协会、县域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吸引了全国各地2000
余位医院管理者的积极参与。

会议现场举行了第八届“县域医疗榜样力量”颁奖典礼，赤
壁市人民医院（湖北科技学院附属赤壁医院）荣获“最佳管理团
队”奖，院党委书记祝敬华荣获“党建领军人物”奖。

据悉，第八届“县域医疗榜样力量”系列评选活动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旨在弘扬县域医疗榜样，树立县域卫生工作者楷模，
为推进县域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大力量。评选本着公
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所有奖项均经过推选、筛选、审核、复核、
公示等系列程序，真正做到实至名归。

市妇幼保健院走进社区

宣讲儿童健康知识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王傲琪报道：5月17日下午，咸

安区温泉街道岔路口社区联合市妇幼保健院在爱童幼儿园举
办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成长与幼儿口腔知识的讲座，来自50多个
家庭的家长参与活动。

活动伊始，市妇幼保健科医生余先胜通过PPT展示，图文
并茂地为家长们讲解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常见心理问题及应
对策略，让家长们对如何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营造健康的成
长环境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

“人的乳牙有20颗，3岁之前会全部长齐”“6岁之后会开始
长恒牙，恒牙就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牙齿，所以要好好爱护我
们的牙齿哟”……活动现场，儿童口腔科医生根据孩子的年龄
和心理需求，从幼儿乳牙的特点、儿童龋齿的防治以及口腔疾
病的预防和治疗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

与会家长们听得十分认真，纷纷提出“宝宝何时开始刷
牙？何时可以开始使用牙膏？含氟牙膏是否可以给孩子使
用？”等疑问，医生都一一耐心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