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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提起肺

炎克雷伯杆菌，不少人可能比较陌

生。这个“超级细菌”若入侵人们

的肺部、颅脑以及眼睛等器官，严

重时可危及生命。“近年来，科室接

诊了多例感染肺炎克雷伯杆菌的

患者，尤以糖尿病患者居多。”9月

9 日，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ICU）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胡宏凯

告诉记者。

患者王先生就是其中一例。

前段时间，他发起了高烧，并出现

了畏寒、食欲下降、全身酸痛等症

状。王先生起初以为是感冒了，就

自行服用头孢类抗生素，不但毫无

效果，还出现了视力下降的情况。

随后，他赶往市第二人民医院急

查 血 常 规 ，显 示 白 细 胞 明 显 升

高、血小板降低、转氨酶及血肌酐

升高，经 CT 检查考虑为肝脓肿、

肺 部 感 染 ，眼 科 检 查 为 眼 内 炎 。

由于病情严重，王先生很快被转

到重症医学科，结合病原学检查，

被诊断为高毒力肺炎克雷伯杆菌

感染。之后，他又被发现颅内感

染，后经多学科协作奋力抢救、呼

吸机应用及合适的抗生素治疗，王

先生转危为安。

那么，肺炎克雷伯杆菌是咋回

事呢？据胡宏凯介绍，该菌是肠杆

菌科克雷伯杆菌属的一种细菌，属

于人类口腔和肠道的正常菌群。

高毒力肺炎克雷伯杆菌是肺炎克

雷伯杆菌的新型变种。与经典肺

炎克雷伯杆菌相比，其虽对抗生素

敏感度高，但具有侵袭性转移播散

的能力，通过血源播散可引起侵袭

性 肺 炎 克 雷 伯 杆 菌 肝 脓 肿 综 合

征。该病主要发生在糖尿病患者

中，主要原因如下：血糖的升高会

影响中性粒细胞的活动和吞噬功

能，患者高血糖状态有利于细菌生

长和繁殖，糖尿病患者易合并胆道

系统疾病，细菌易经血液循环或胆

道进入肝脏，随之发生严重感染。

患者王先生恰恰是个老“糖友”，血

糖控制得并不好。

胡宏凯介绍说，肺炎克雷伯

杆菌转移性感染的最常见表现为

眼内炎、脑膜炎和脑脓肿。其他

表现包括腰椎或颈椎的脊椎炎和

椎 间 盘 炎 、脓 毒 性 肺 栓 塞 、肺 脓

肿、腰肌脓肿、脾脓肿、坏死性筋

膜炎、颈部脓肿和骨髓炎。值得一

提的是，克雷伯杆菌眼内炎患者常

诉眼痛、视物模糊及眼睛发红等症

状，单侧发病一般较双侧发病更常

见，其感染往往呈暴发式，通常快

速进展为永久性视力丧失，严重者

可能会 摘 眼 球 。 该 病 发 病 进 程

快，患者病情重，致残率和死亡率

均较高，治疗难度大，严重时可危

及生命。

“预防是对抗肺炎克雷伯杆菌

的重要策略。”胡宏凯表示，肺炎克

雷伯杆菌感染的预防措施有以下

几个方面：提高免疫力。患者应保

持均衡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

维生素和矿物质。同时，坚持适

量的运动，如散步、慢跑、游泳等，

有助于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合理

使用抗生素。患者要严格遵循医

生的建议使用抗生素，避免自行

用 药 或 长 期 滥 用 。 控 制 基 础 疾

病。血糖控制不好全身出问题，

糖尿病患者常合并有血管和神经

病变，对疼痛的敏感性下降，局部

症 状 、体征不典型，早期容易漏

诊。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要严

格控制血糖。另外，慢性阻塞性肺

病患者要规范治疗，稳定病情，以

降低感染的风险。

肺炎克雷伯杆菌严重威胁糖尿病患者
专家：发病过程凶险，预防很重要

本报讯 （记者王春霞） 今年

9月 14日是第 25个“世界急救日”，

主题为“急救与运动”。9月 10日，

市红十字会传来消息，为提升体育

行业从业人员的应急救护知识和

技能，同时宣传与推动应急救护工

作，今年世界急救日期间，市红十

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特举办运动

员培训专班，开展心肺复苏（CPR+

AED）培训，即日起开始报名。

本期培训班是针对体育行业

从业人员开展的专题应急救护培

训，为期半天，培训考核合格后将

颁发心肺复苏（CPR+AED）证书。

报名条件为：年满 16 周岁以上、身

体健康、有志于提供志愿救助服务

的体育运动员。本期培训班计划

9 月 19 日开班，限招 30 人，按照报

名的先后顺序，报满为止，不收取培

训费。报名时需持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运动员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培训地点位于市直机关医院（东安

路南段130号）院内三楼会议室。

工作人员特别提醒：如颈肩肘

膝踝腰部有损伤、孕期、严重心脏

病、癫痫以及患有其他一些影响参

加培训的疾病不得参加培训。因

学员故意隐瞒疾病，在培训场所发

生意外的，责任由学员自行承担，

建议培训学员穿着运动休闲装。

应急救护培训“救”等你来！
针对体育运动员，仅限30人

“这盒糕点包装上写明的是不含

糖，我就吃了一袋，血糖咋会升高了？”9

月 9 日，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市

民李先生懊恼地说。

李先生患糖尿病 10 余年，一直靠

药物维持血糖平稳，当天，他在街头一

家糕点店买到一盒无糖糕点，售货员

表示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吃，他忍不

住打开食用了一部分。没想到，不到

半天时间，血糖就飙升至 20mmol/L，并

出现嘴干的情况。

“你看这配料表，虽没有蔗糖，但还

有麦芽糖。”该科室主任陈民告诉李先

生，要清淡饮食，按时服药，不要盲目听

信无蔗糖的广告宣传语，如果血糖再控

制不好，就需要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不只是无糖糕点，中秋将至，为了

满足不同群体消费者的需求，商家也在

月饼食材上下足了功夫。低卡月饼、无

糖月饼深受年轻人和中老年喜爱。

那么，市面上号称无糖的月饼真的

无糖吗？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吃吗？

陈民说，首先，贴着“无糖”标签的可乐、

雪碧、点心、月饼等，往往打着“无糖”幌

子给糖尿病患者或减肥人群造成迷

惑。实际上，这些食品虽然不含糖，但

是通常含有食品添加剂以及其他能量

成分，且大部分高效甜味剂的甜度是蔗

糖的几十到几百倍，因此它们的添加量

往往很小。

其次，月饼所含的油脂较多，自身热

量较高，依然不利于糖尿病患者控制血

糖。糖尿病患者大量食用这些“无糖”月

饼对控制病情不利，食用后还会导致血

糖升高，进而产生代谢紊乱、胰岛素抵

抗，甚至会出现代谢综合征，如肥胖、血

压升高、血脂异常、脂肪肝等情况。

“月饼是高碳水化合物，是糖尿病

患者最重要的饮食禁忌。”陈民解释，

月饼所含的油脂较多，油脂在体内的

代谢速度虽然相对较慢，作用时间在

10 小时左右，但依然不利于基础血糖

的控制，高热量会导致患者空腹血糖

的升高。还需注意的是，无糖糕点、月

饼的主要原料是淀粉，淀粉在体内也会

转化为葡萄糖，同样不利于“糖友”稳定

病情。

如果糖尿病患者实在忍不住想吃

月饼怎么办？

“糖尿病患者并不是完全不能吃

糖，只不过需要掌握好进食量，不要多

吃。”陈民建议，糖尿病患者在选购食

品时要仔细查看标签上面的配料表，

如果看到淀粉糖浆、麦芽糖浆、玉米糖

浆、果葡糖浆、糊精等词，就不要期待

这些伪无糖食品的“无糖”功效了。可

优先选择含有糖醇和低聚糖的产品，

尽量少选择含有甜蜜素、安赛蜜、糖精

钠、阿斯巴甜等的产品。需要注意的

是，虽然木糖醇在体内的吸收速度较

为缓慢，对血糖影响较小，但如果过量

食用，未被吸收的糖醇可能会因其渗

透作用而导致患者腹胀或腹泻。因此

食用月饼后，糖尿病患者要在 2小时内

监测血糖，并进行适当运动，如果出现

血糖升高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调

整降糖药物。

（本报记者 王亚楠）

无糖月饼对糖尿病患者“友好”吗？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 通讯员

魏园超） 近日，宝丰县医疗健康集

团人民医院组建了一支由心血管、

呼吸、神经、骨科及眼科等多名专

家组成的义诊队伍，到该县前营乡

五龙庙村开展健康科普与义诊宣

教活动。

活动中，医疗团队免费为村

民 进 行 血 压 、血 糖 检 查 ，为 有 需

要的患者进行现场诊疗，同时针

对常见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

进 行 了 详 细 的 讲 解 和 预 防 指

导 。 专 家 们 耐 心 细 致 地 解 答 了

村 民 们 关 于 自 身 健 康 的 种 种 疑

问，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给出了

专业意见。

此外，为了增强村民的健康意

识，义诊团队还安排了健康知识小

讲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医学

常识，增强群众的自我保健意识。

五龙庙村村民刘大爷激动地说：

“今天这些专家能来到家门口给我

们看病，真是太好了！”

未来，宝丰县医疗健康集团人

民医院将继续发挥专业优势，定期

组织此类公益活动，让更多基层群

众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将健康送到更多人的身边。

宝丰县医疗健康集团人民医院:

义诊队伍进村 健康送给村民

担忧焦虑的父母，挣扎哭闹不愿意

配合诊疗的患儿，边给家长做心理疏导

边安抚患儿的医生……在平顶山学院附

属口腔医院，最热闹的当属儿童口腔科。

自学心理学 妙招哄患儿

“在儿童口腔科，通过安抚让患儿

平静下来配合治疗，建立患儿与医生之

间的信任是最重要的。”9 月 8 日，平顶

山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儿童口腔二科主

任封亚萍如是说。

“乖啊，不哭了，你长得可真漂亮，

哭了就不好看了！”“你最棒了，是个小

英雄，阿姨数到 3，你自己来吸一下水好

吗？”“坚持一下啊，马上就结束了，等阿

姨把虫子取出来就给你发贴纸啊！”经

过一系列安抚，一般情况下患儿都能平

静下来接受治疗。

封亚萍 2004年毕业后进入平顶山

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曾在多个成人口腔

科室工作，2008年进入儿童口腔科工作

至今。业余时间，她翻书本、扒资料、参

加学术交流，自学儿童心理学；工作中，她

把自己也当成一个小孩子，站在患儿的角

度解答他们的疑问。如今，封亚萍在取得

家长信任的同时，也跟很多患儿处成了

“朋友”，成为很多患儿首选的牙医。

“我女儿今年 10 岁了，封主任通过

跟她玩游戏、送她礼物等一系列安抚措

施让她不再恐惧，现在只要说看牙，女

儿必定要来找封主任。”带女儿找封亚

萍看牙齿的吴女士说。

设备加技术 无痛自然“顺”

平顶山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儿童口腔

科（预防保健科）成立于2005年，现有儿

童口腔一科和二科、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儿童口腔科三个科室，是集预防、医疗、

保健、教学于一体的儿童口腔专业科室。

“我们主要为 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

诊治口腔疾病，拥有22台综合治疗椅、3

个门诊室、1个无痛治疗室。”封亚萍说，对

于大多数患儿来说，只要愿意沟通交流，

治疗过程不痛，孩子就能配合治疗。

为让患儿减轻疼痛感，该科专门引

进了无痛麻醉仪，仪器可以控制扎针方

向、深度、药物注射速度等，尽可能减少

疼痛的发生。

与此同时，医院的综合治疗椅上配

备了口腔内窥镜，显示屏可以让家长和

患儿看到口腔病变，还可以播放动画

片。“我儿子一看动画片就入迷，在这里

看着动画片治疗转移注意力，即便有轻

微的疼痛也可以掩盖过去，孩子一点也

不害怕。”从宝丰县赶来给5岁儿子看牙

的刘女士说，他们已经为孩子治疗了五

颗牙，治疗过程中孩子一声都没有哭。

除了设备加持避免疼痛，转移患儿

注意力，封亚萍还非常重视治疗手法。

2012年，她在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进

修时学到了用修牙器去除鹌鹑蛋外壳上

的黑色沉淀物练手技巧。2015年，儿童口

腔二科成立，她担任科室主任，将该技术

传授给同事，提高了科室的医疗技术与服

务水平。

前牙透明冠 美观又护牙

幼童乳前牙龋坏是常见的儿童口

腔疾病之一，轻的补一补，重的怎么

办？很多家长认为反正乳牙要换，不用

管，实则不然。

“除了影响咬切功能，不美观对孩

子造成心理影响外，如果龋坏程度较

重，牙齿可能会肿痛起包，还可能会影

响孩子的发音。”封亚萍说，此情况下，

最好给孩子戴上前牙透明冠。

4岁多的小卡（化名）牙齿不好，从 1

岁半开始乳前牙慢慢龋坏，从一个点到

一个坑再到整个牙齿剩下四分之一，如

今，他的上前4颗乳牙几乎只剩下牙根，

剩余的牙齿看上去又黑又黄。因为经常

被小伙伴嘲笑，小卡变得不爱笑了。

小卡妈妈带孩子到医院求助，封主

任给小卡做了 4 个前牙透明冠。“早点

也不知道，要不然早就来做了，这做出

来跟他自己的牙齿没啥区别啊，太好

了！”小卡妈妈说。

封亚萍说，乳前牙透明冠是一种用

于修复儿童前牙的预先成型的牙冠，当

乳牙缺损较大，难以充填或严重磨耗以

及龋齿经过治疗完成后，做一个牙冠套

在患牙上，它可以保护牙齿并增加牙齿

的强度，能够确保乳牙正常使用，直至

被恒牙替换。乳前牙透明冠适用于不

同原因所致的乳前牙大面积缺损，如龋

病、牙外伤、釉质发育不全等；乳前牙透

明冠与天然前牙外形相似，佩戴后可恢

复患牙美观，且不易脱落、不易产生继

发龋坏，很适合 3岁至 5岁的患儿佩戴。

（本报记者 杨岸萌）

让患儿舒适就诊“无痛”诊疗
——记平顶山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儿童口腔二科

李轻霞带领妇科团队正在为患者做腹腔镜微创手术 韩梦佳 摄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 通讯员

杨铭芸）近日，宝丰县医疗健康集

团人民医院院区成功为一名 35岁

左 膝 关 节 外 伤 男 子 实 施 微 创 手

术。该手术在该院区急诊创伤中

心的独立开展，填补了该县关节镜

微创治疗相关领域的空白，

当日，患者伤后由家属护送入

该院区急诊创伤中心。该中心接

诊后立即查看患者伤情，并快速完

成左膝关节正侧位拍片，诊断其为

左膝关节前交叉韧带胫骨止点撕

脱骨折并髁间嵴粉碎性骨折，需要

立即手术。随后，该中心主任师会

军带领团队积极进行术前准备后，

在腰硬联合麻醉下进行关节镜下左

膝关节前交叉韧带胫骨支点重建

术＋内外侧半月板成形术＋内侧副

韧带股骨支点重建术。最终，手术

顺利完成，目前患者恢复良好。

35岁男子损伤左膝关节

微创手术解决关节内骨折难题

“李主任，术后我恢复得很好，特

别感谢大家，现在的心情与刚查出患

了巨大宫颈肌瘤时有了天壤之别。”9

月 8 日下午，郏县妇幼保健院妇科主

任李轻霞对术后 20 天的患者闫女士

进行电话回访时，闫女士高兴地说。

近年来，郏县妇幼保健院妇科致

力于微创技术的应用，目前多项三四

级手术填补了县域内空白。该院妇科

团队为闫女士实施了高难度腹腔镜下

巨大宫颈肌瘤切除+子宫全切术，手

术顺利实施，不仅解除了闫女士的病

痛折磨，也是该院腹腔镜下高难度子

宫全切手术新的突破。

顺利拆除“隐形炸弹”

4个月前，51岁的闫女士月经量突

然增多，腹部还能摸到包块。她意识到

问题严重，急忙到该县妇幼保健院妇科

求治。经检查，闫女士被诊断为巨大宫

颈肌瘤，需手术切除。获悉诊断结果

后，闫女士心里一片愁云惨雾。

据李轻霞介绍，一般的子宫肌瘤只

有几厘米大小，闫女士直径 11厘米的宫

颈 肌 瘤 属 于 巨 大 子 宫 肌 瘤 ，比 较 少

见。不仅如此，她的宫颈肌瘤包绕宫

颈后壁及两侧壁，骑跨双侧输尿管及

双侧子宫动静脉，这种情况让术中出

血以及损伤邻近脏器的风险更高，手

术难度更大。

今年 8 月中旬，经过前期充分准

备，凭着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与团队

的密切配合，李轻霞顺利为闫女士完

成 了 腹 腔 镜 微 创 手 术 ，切 除 大 小 约

11cm×10cm 的宫颈肌瘤，术中出血仅

50ml，术后第一天闫女士就可以下床

自由活动。

53岁的刘女士也是该院妇科腹腔

镜 微 创 手 术 的 受 益 者 。 今 年 4 月 中

旬，刘女士明显感觉肚子突然大了不

少，能摸到腹部有硬物，子宫增大如孕

4 月余，遂来医院问诊。彩超检查提

示，患者盆腔内有约 14cm×12cm 巨大

实性包块，确诊为子宫肌瘤。

该院妇科团队为刘女士实施了“腹

腔镜下子宫全切术+双侧输卵管切除”

手术，顺利拆除了这颗“隐形炸弹”。

微创手术占比高

李轻霞介绍说，子宫肌瘤是一种妇

科常见病，其临床主要表现为月经量增

多、经期延长、腹部增大甚至引发贫

血。然而，临床中也发现有些患者完全

没有症状，即便有腹部突起等现象，也

以为是发胖而不去就诊。由于不能及

时就诊，一些原本能轻松治愈的肌瘤变

大变多，导致不得不切除子宫。肌瘤越

大，风险就越大，可能发生失血性贫血

或者恶变，危及患者生命。

“与传统的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

微创手术具有疼痛轻、创伤小、切口小、

恢复快等优势，可以说是跨时代的进

步。”李轻霞说，手术时，利用内镜探头

进入腹腔内部，可直接观察腹腔内病灶

的部位、大小、外观等情况，并在“直视”

下进行手术治疗。常见的子宫肌瘤、卵

巢囊肿、宫外孕、腹腔镜监视下输卵管

插管、子宫切除、恶性肿瘤清除淋巴结

等，都可以通过腹腔镜进行手术。

近年来，郏县妇幼保健院购置先

进的 4K 超高清腹腔镜设备、奥林巴斯

宫腔镜双极等离子电切系统及宫腔镜

检查系统，并在省内率先开展县级“4K

超 高 清 腔 镜 + 5G 远 程 指 导 妇 科 手

术”。目前，该院妇科年手术量达 800

余台，三四级手术占比 70%以上，微创

手术占比 80%以上。其中，巨大宫颈

肌瘤行腹腔镜下子宫切除、腹腔镜下

巨大宫颈肌瘤剔除、巨大子宫合并重

度粘连行腹腔镜下子宫切除术、剖宫

产瘢痕部位妊娠腔镜手术及宫腔重度

粘连行宫腔镜下电切术均填补了县域

空白。

提升诊治服务能力

家门口“看上病”“看好病”，是群众

的期盼。郏县妇幼保健院妇科精准对

接辖区群众健康需求，将帮助辖区女性

实现不动刀或动小刀治大病的愿望作

为追求的目标。为此，该院特别重视科

室人才梯队建设，通过选“头雁”、建梯

队、传帮带这套“组合拳”，提升医疗服

务能力。

自 2013年开展微创手术以来，借助

医院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市

中心医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多

家省级医院构建医联体的契机，该科引

进上级三甲医院先进的管理模式和诊断

操作技术，优选骨干人员进修培训，通过

省级医院专家定期来院坐诊带教、技术

指导，不断提升妇科肿瘤诊治能力。同

时，该院持续优化医疗服务模式，设立了

“乳腺、宫颈疾病”一站式诊疗服务中心，

进一步扩展乳腺、宫颈、甲状腺等肿瘤预

防筛查综合服务范围。

今年 5 月，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妇

产 学 科 赵 书 君 博 士 工 作 站 ”落 户 该

院。省级妇科专家赵书君定期来院坐

诊，通过教学查房、业务培训、手术指

导、门诊会诊等传帮带，该科在妇科常

见病、多发病诊治领域稳步提升，重点

开展了妇科恶性肿瘤手术、盆底功能

障碍性疾病微创手术治疗，在降低转

诊率、减轻患者病痛的同时，减轻了患

者的经济负担。其中，腹腔镜下子宫侧

腹壁悬吊术及腹腔镜下髂耻韧带悬吊

术均填补了县域空白，也为盆底功能障

碍性疾病患者解决了“难言之隐”。

“今后，我们妇科团队将一如既往

地不断学习创新，提升服务能力，做强

专科特色，以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的

服务，为辖区女性健康保驾护航。”李轻

霞说。

（本报记者 王春霞 通讯员 韩梦佳）

精耕微创领域 护航女性健康
——记郏县妇幼保健院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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