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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周 刊 联 系 电 话

本报讯 （记者牛瑛瑛）3 月 30 日，在

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后，平煤神马医疗集

团总医院（简称总医院）首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 6 名勇士平安归来。至此，该院支援

湖北医疗队 28名队员全部回家。

当日一大早，武汉团市委、蔡甸区政

府和武汉同济医院为医疗队举行了欢送

仪式。医疗队向蔡甸区赠送了全体队员

签名的防护服。武汉市民自发组织为医

疗队送行，有的拉起横幅，有的挥舞着手

中的红旗，向英雄致敬，感谢他们的辛勤

付出。医疗队车队驶离时，市民奋力挥

动双手，高喊“谢谢你们！”武汉交警以

“最高礼遇、最深敬意”护航勇士返程。

据介绍，总医院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

队是出发最早、归来最晚的队伍，医疗救

治任务更为艰巨。该批医疗队共 6 人，涵

盖总医院重症医学、呼吸、感染等专业技

术骨干，他们和我市另外 10 多名医疗队

员一起奔赴江城抗击新冠肺炎，负责华中

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C7

东病区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

疫情期间，6 名队员不畏艰险、努力

拼搏、团结协作、科学救治，累计收治患

者 70 名，治愈出院患者 57 名，部分患者

因合并其他疾病转科治疗，赢得了湖北

人民、武汉人民的赞誉。他们用实际行

动彰显了鹰城儿女的刚健风骨，展示了

出彩平顶山人的精神风貌。

此次归来的医疗队队员为：

刘艳辉，男，37 岁，中共党员，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河南省赴湖北

第二批医疗队医师组副组长，总医院第

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

邓跃平，男，40 岁，中共预备党员，硕

士学位，副主任医师，总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副主任。

周俊贞，女，42 岁，中共党员，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主管护师，总医院第

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护理组组长。

孟伟娜，女，36 岁，中共预备党员，总

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管护师。

吉亚芬，女，35 岁，中共党员，总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

谢慧玲，女，29 岁，中共预备党员，总

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

图为医疗队 6 名队员在武汉机场留
影。 总医院供图

总医院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平安凯旋

2 月初，市第一人民医院组建第二

批医疗救治队，派驻市传染病医院抗击

新冠肺炎，该院骨外二科医生赵广辉便

是其中一员。

2 月 2 日上午，赵广辉离家前往市传

染病医院。临别时，妻子带着两个年幼

的孩子为他加油：“老公，加油，支持你，

多保重，一定要注意自我防护。我和孩

子你不必挂念，我会照顾好家里，你安心

工作吧，疫情之后我们再团聚……”

危难面前责无旁贷。赵广辉带着

坚定的信念，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

第一时间投入隔离病房抗疫一线。

随 着 疫 情 的 发 展 ，工 作 量 日 益 增

多，赵广辉的工作热情却始终如初。每

天查房时，他都会与患者沟通交流，虽

然隔着防护服，隔着电磁波，但真情的

传递和对患者康复的期望怎么都隔不

断。无论多晚，每天他都会和大家讨论

最新的诊疗方案，做到个体化治疗，帮

助 患 者 及 早 康 复 出 院 。 各 种 监 测 、治

疗、护理数据的汇总，每天都在考验着

他们。

除了身体的救治，心理救治同样重

要。治疗期间，一位 50 岁左右的男性

患者非常焦虑，他的家属也非常紧张患

者 的 治 疗 情 况 ，每 天 都 要 给 赵 广 辉 打

电 话 询 问 治 疗 进 展 。 赵 广 辉 将 这 名

患 者 列 为 重 点 关 注 对 象 。“ 我 每 天 都

跟 他 和 他 的 家 属 沟 通 ，向 他 们 科 普 新

冠 肺 炎 的 相 关 知 识 ，帮 助 他 们 正 确 认

识疾病。”赵广辉用耐心和理性帮助患

者克服恐惧，增强治愈信心。后来，这

名 患 者 转 院 至 郑 州 ，赵 广 辉 仍 通 过 电

话 密 切 关 注 他 的 病 情 ，鼓 励 他 积 极 配

合治疗，保持良好心态。最终，这名患

者治愈出院。

“我们有优秀的团队，我们无所无畏、勇往直前，一定会战胜疫情。

硝烟终将散尽，热血依旧炙热。正是这一腔热血，始终鼓舞着我们勇当

先锋、继续前行。”赵广辉说。 （本报记者 牛瑛瑛 通讯员 张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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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牛瑛瑛）牙齿长期缺失

容易造成不同程度的牙槽骨吸收，牙槽骨

厚度变低、宽度变窄，骨量不够，这种情况

下，还可以做种植牙吗？近日，市中医医院

口腔科医生说，缺牙拖着不治的现象很普

遍，要想恢复正常咀嚼功能，种植牙无疑是

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而骨量不够往往让患

者面临种植难题。

该院口腔科主任付英杰提醒，牙齿缺

失后如果不及时修复，就会造成缺牙部位

旁边牙齿的倾倒、牙合紊乱，影响牙齿和口

腔的咀嚼功能，继而影响消化和吸收功能。

“临床接诊发现，缺牙不仅仅常见于老

年人，六龄齿龋坏造成牙缺失的年轻人也

十分普遍。”付英杰表示，年轻人总认为缺

牙是小事，忽略了缺牙对邻牙和牙龈造成

的影响。

该院曾接诊过一位 24 岁的牙缺失患

者。因下颌左侧六龄齿龋坏，该患者掉牙

10 多年，一直未进行修复。如今，缺牙部

位旁边的牙齿出现倾倒，患者才想起种植

牙修复。接诊后，付英杰经诊断发现，患者

邻牙倾倒合并牙槽骨吸收，过低过窄的牙

槽骨让种植牙手术难度陡增。

“可以先矫正倾倒的邻牙，再通过骨增

量治疗恢复牙槽骨，达到种植牙条件后，方

可进行种植牙手术。”付英杰耐心解释后，

患者接受了固定矫正术，进入种植牙准备

阶段。

“及早治疗，及时修复，有助于牙齿健

康。”付英杰说，口腔科门诊中经常会有一

些患者，缺牙之初不当回事，直到各种牙周

疾病暴发，忍无可忍之后才来求医，治疗费

用增加不说，疾病的复杂性和治疗风险同

样直线上升。

六龄齿的缺失是年轻人较为典型的缺

牙现象。六龄齿是 6 岁左右萌出的 4 颗大

牙，医学上叫第一恒磨牙，是伴随一生的牙

齿。它是最先萌出的磨牙，不少家长把它

误认为乳牙，以为可以替换，对其龋坏不重

视，不积极进行治疗，以致严重龋坏而早

失。其实，六龄齿萌出后就伴随人的一生，

且 功 能 极 其 重 要 ，属 于“ 劳 苦 功 高 ”的 牙

齿。如果龋坏后置之不理，造成脱落或拔

除，就会成为永久性缺牙。

付英杰提醒，缺牙修复讲究“及时救

援”。不仅是年轻人，还有常常遭遇缺牙的

中老年人，牙齿脱落要尽早种植，否则不但

会增加种植手术的复杂性，还可能带来额

外的费用和风险。尤其是想要进行种植牙

修 复 的 患 者 ，更 应 及 时 对 缺 牙 进 行“ 救

援”。因为，种植牙需要有足够的牙槽骨作

为基础来稳固牙齿，牙齿缺失后牙槽骨就

开始吸收萎缩，缺牙时间越长，吸收得越

多，如果长期缺牙，牙槽骨条件不够，就需

要先植骨，等牙槽骨满足种植条件后，才能

开展种植手术，增加了治疗难度，拉长了治

疗时间。

市中医医院口腔科专家提醒：

缺牙修复讲究“及时救援”

本报讯 （记者牛瑛瑛）市民张

先生和妻子结婚 3 年，妻子一直没

能怀上孩子。近日，周先生在市计

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检查

后得知，夫妻俩不孕不育的原因是

他得了弱精子症。

据该中心医生段雪娇介绍，在

不孕不育门诊，弱精子症是很常见

的现象。弱精子症又称精子活动

力低下症。精子活动力是决定受

孕与否的主要条件之一，有些患者

尽管精子数量少，但精子的活动力

良好，仍然可以受孕；假若精子的

活动力极低，则往往造成不育症。

精子活动力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较常见的有生殖道感染、精索

静脉曲张、药物因素、物理因素及

环境因素、营养因素、内分泌因素、

免疫因素。还有一部分患者经各

种检查都找不到原因，称为特发性

弱精子症。

对于弱精子症，应该系统检查

病因，然后对症治疗。属于生殖道

感染引起的弱精子症，如睾丸炎、

附睾炎、前列腺炎、精囊腺炎等，需

要 检 查 支 原 体 、衣 原 体 和 致 病 细

菌；属于精索静脉曲张引起的弱精

子症，轻度的可以进行药物治疗，

重度的需通过手术治疗，同时要配

合药物治疗；属于药物因素引起的

弱精子症，应立即停止服用该种药

物，然后服用营养精子的药物；属

于物理因素和环境因素引起的弱

精子症，如高温下作业者，应调换

工作，禁止热水浴，污染环境中工

作者应调换工种，同时避免家装污

染，戒除烟酒；属于营养缺乏引起

的弱精子症，应针对病因补充维生

素和微量元素；若是免疫因素导致

的弱精子症，则应进行免疫调节治

疗；属于内分泌因素引起的弱精子

症，应根据激素定量检查结果做相

应治疗；对特发性弱精子症，应细

心观察，综合治疗，才会有理想效

果。

“弱精子症患者在治疗期间应

禁烟酒、辛辣刺激性食物，加强营

养，讲究卫生，不穿紧身裤，同时要

有 规 律 的 性 生 活 ，避 免 禁 欲 或 纵

欲。”段雪娇特别提醒道。

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医生提醒：

男性不育当心患了弱精子症

从疾控中心检验科样品室到病原微

生物室，从专业新人到主力干将，离不开

她的爱学习和责任感。今年初，虽然已调

离原单位，但面对疫情，她全身心投入抗

击新冠肺炎的战斗中。

检验能力多次得到肯定

王雨出生于 1988 年。2011 年，风华正

茂的她大学毕业，以劳务派遣的方式来到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样品室工作。

从样品交接、处理报告到烦琐的耗材

出入库登记，王雨虽然初来乍到，但是每

天都斗志昂扬地认真完成每一项工作。

她主动把纸质登记变更为电子信息录入，

改进报告模式。在她的努力下，样品交接

程序更加合理规范，大大缩短了出具报告

的时间，且方便了报告查询。

她在样品室一干就是 6 年。怀着沉甸

甸的责任感，她不辞劳苦，长时间伏案，年

纪轻轻就患上了腰肌劳损和颈椎病。

2017 年初，她从样品室调到病原微生

物室。在老师和同事的悉心帮助下，她积

极学习传染病学、微生物实验室检测、生

物安全等相关专业知识，多次参加省疾控

中心组织的培训，掌握了流感、麻疹、手足

口病、出血热等病毒的核酸检测和流感病

毒分离、细胞培养等规范的实验操作，很

快成长为主力干将，和同事一起成功分离

出了流感鸡胚毒株，填补了我市这项技术

空白。

那年春天，H7N9 禽流感来袭，她主动

请缨打头阵，24 小时坚守岗位。应急物资

准备，样本接收、检测，实验数据整理，实

验室消毒，熟知防控方案的她，对每一个

流程都一丝不苟，正因如此，她和同事们

检测到了我市首例阳性标。

王雨深知，检验无小事，检验数据事

关临床判断，来不得半点马虎，这正是检

验师的使命与担当。她的工作能力得到

了单位的肯定，连续三年被单位评为先进

个人。

主动请命重回检验岗位

今年 1 月，王雨调离市疾控中心，前往

石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2 月，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她的离开使原

本就人手不足的病原微生物室检测任务

压力剧增。

心 中 的 使 命 感 在 召 唤 ，疫 情 就 是 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凭着出类拔萃的专业

水平、敬业奉献的工作精神和敢于担当的

巾帼勇气，她决定回到自己的岗位。农历

大年二十八，她向市疾控中心请命参战。

当晚，她就与昔日的同事并肩作战，日夜

轮岗，无惧危险，不计得失，全力检测，保

障时效，争分夺秒抢占疫情防控先机。

实验室检测结果是抗疫一线不可或

缺的“利剑”。在 24 小时与新冠肺炎病毒

近距离交锋的日子里，王雨和同事每天要

完成近百份样本的核酸检测。每做一批

检测，从样本接收登记、实验环境准备、个

人防护装备、实验检测、数据分析及报告，

到最终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整个过程需七

八个小时。每次实验结束后，她都精疲力

尽，脸上被 N95 口罩勒出一道深红色的印

子，头发和衣服被汗水浸湿。但同时，自

豪感油然而生。

有人问她：“新型冠状病毒这么危险，

你在实验室待那么久，不怕吗？”她说：“没

有什么好怕的。我们一直按照生物安全

方 案 开 展 实 验 ，防 护 做 到 位 ，其 实 很 安

全。我的战友们依然在坚守，我也不能掉

队，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尽职尽责守护生命防线

疫情期间，熬夜、不按点吃饭、睡眠不

足成了王雨工作生活的关键词。超负荷

的工作、不规律的作息，使她的身体抵抗

力日趋下降，嗓子发炎，声音嘶哑，颈椎病

也犯了。近乎失声的她吃着药，打着点

滴，仍坚守一线。领导和同事们都让她回

家休息，可她说：“不论防治非典，还是抗

震救灾，前辈们都冲在一线，现在是考验

我们的时刻，我不能走！”

她的父亲来到市疾控中心，想接她回

家休息，可当时她正在实验室忙碌，父亲

联系不上她，就一直在单位大门外等候。

几个小时后，她满脸疲惫地从实验室出

来，可值班电话铃声又响起，县里有几个

疑似病例标本马上送来，需要紧急检测。

她返回实验室，给父亲打电话，说：“爸，我

不能跟你回家了，时间紧，任务重，实验室

需要我，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隔着

玻璃，她看到父亲回到车里，车启动，眼泪

朦胧了她的双眸。下一秒，她再次穿上防

护服，回到战场，开始下一场战斗。

在市疾控中心工作的近 10 年里，王雨

见证了各位前辈齐心协力战胜非典、手足

口病、甲流、登革热等疫情，感触颇多。疫

情发生后，市疾控中心领导和同事以单位

为家，众志成城，夜以继日，尽职尽责，共

同抗击疫情，每一个身影都让她感动。这

其中，就有她的母亲谢清梅，为疾控防疫

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人。在 2003 年抗击

非典中，谢清梅一个多月未曾回家，当时

年纪尚小的王雨还无法理解，只知道母亲

的工作伟大而艰巨，需要她和爸爸全力支

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将近 60 岁的谢

清梅并没有因为身体原因而退缩，依旧义

无反顾地投身抗疫一线。王雨说，母亲就

是她的榜样和引路人。

“ 我 将 继 续 坚 定 地 站 在 疫 情 防 控 一

线，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防线。”王雨

说。

（本报记者 牛瑛瑛 通讯员 李河新）

王雨：与病毒近距离交锋的人

王雨准备进入实验室 李河新 摄

本报讯“疫情面前，每个人都

是战士。作为一名党员，为疫情防

控贡献力量是我应尽的责任！”3 月

27 日上午，在市第 28 中学门口，该

校校长郝宗旭双手接过湛河区卫

健委领导送来的锦旗后说。

疫情发生后，市第 28 中学将学

校食堂变为抗疫爱心应援站，动员

工作人员放弃春节休假，为 100 余

名医护人员和卡点值守人员免费

供应午餐和晚餐，一连坚持 40 余

天，直到各行业相继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期间，湛河区卫健委

承担着医疗保障、应急救护、疑似人

员排查、卡点值守等多重繁重任务，

工作人员常常吃不上一顿热饭，甚

至多天不能回家。在这紧要关头，

湛河区各行业、各单位和热心市民

主动投身疫情防控，他们不惧风险、

不怕苦累，不计报酬、无私奉献，或

捐款捐物，或出人出力，或送餐送

菜，或提供住宿，与卫生健康系统

工作人员并肩作战，为疫情防控提

供了各种形式的后勤保障支持。

湛河区高阳路街道后城村春

节期间有异地返平人员的家庭达

50 余户，加之该街道紧邻城市主干

道和过境公路，疫情防控难度相对

较大。该村中医赵付明在宣传防

疫知识和参与卡点值守的同时，义

务上门为居家人员测量体温，并熬

制防疫中药汤剂，送给防控一线的

干部群众，有力地支持了基层疫情

防控的正常开展。

为缓解医疗队伍人员不足的

压力，市第五人民医院等辖区医疗

机构动员 300 余名医护人员，配合

该区卫健委对发热患者进行筛查

和采样送检。飞行皇冠假日酒店

为医护人员免费提供住宿服务；银

记烩面、品悦王记饭店、鱼羊鲜餐

饮、原谷原麦餐饮等饭店主动免费

供应爱心餐；荆山街道统张村干部

群众专门采摘了 250 余公斤新鲜蔬

菜送到该区卫健委，用实际行动为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勇士加油鼓劲。

当前，湛河区已连续 50 多天无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原有病例

也已全部治愈出院。该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和卫健委为向大力支持

疫情防控的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专

门制作了 22 面绣着“携手抗疫 大

爱无疆”的锦旗，送给并肩作战的

“战友”。

据介绍，该区近日还将通过多

种形式对其他大力支持疫情防控

的单位和个人表达谢意。

（牛瑛瑛 张旭长 王世欣）

并肩抗疫结深情

湛河区卫健委 22面锦旗送“战友”

本报讯 （记者牛瑛瑛 通讯员路易
峰）记者昨日采访获悉，自 3 月以来，市卫

生计生监督局在做好重点医疗机构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督导、县区督导与卫生监

督执法工作的同时，以不同形式开展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义务献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全市临床用血供需矛盾加剧，危重患者

救治用血面临较多困难。该局党支部向

全局党员干部、职工发出义务献血倡议，

号召大家积极响应，为保障患者生命健

康奉献爱心。该局党员干部、入党积极

分子踊跃报名，用实际行动奉献爱心，助

力抗击疫情。3 月 27 日，11 名党员、1 名

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了无偿献血。

制订贫困户帮扶计划。3 月 17 日，

该 局 党 支 部 书 记 柴 英 豪 带 领 志 愿 者 来

到 鲁 山 县 张 良 镇 杨 李 沟 村 贫 困 户 李 国

营 家 中 ，详 细 了 解 李 国 营 的 住 房 、收

入、生产生活状况及各项惠农政策、扶

贫 政 策 落 实 情 况 ，从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益

分配、产业奖补、医疗扶贫、保险扶贫、

改 善 居 住 环 境 、新 农 合 补 贴 等

方 面 为 李 国 营 制 订 了 今 年 的 帮

扶计划。

进帮扶村义务植树。3 月 18

日，该局志愿者来到鲁山县张良镇杨李

沟村，与该村干部群众一同义务植树。

大家挥锹铲土、扶正树苗、培实浇水，合

力栽下一株株柿子、樱桃等果树树苗，山

坡上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该局为

杨李沟村购买了 200 株果树树苗，价值

4000 元。树苗栽下后，为杨李沟村荒山

坡增添了新绿，也为该村经济发展增加

了动力。

市卫生计生监督局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平顶山市计划生育科研所平顶山市计划生育科研所

不孕不育健康大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