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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春霞 通讯员

韩梦佳）7 月 24 日早上近 8 时，郏

县妇幼保健院职工谢先生带着 3

岁的儿子来到医院，把儿子送到

医院开办的托育暑假班后，他来

到自己办公室，开启了一天的工

作。为解决双职工家庭的“带娃”

难题，郏县妇幼保健院已连续 5年

开办托育寒暑假班，受到医院职

工的称赞。

谢先生在郏县妇幼保健院做

行政工作，妻子是郏县中医院的一

名护士，两人平时工作忙，家中又

没有老人帮忙带孩子，一到寒暑假

两人就犯了难。“幸好，我们医院针

对职工子女办了托育班，解决了我

们的后顾之忧。”谢先生说，他的大

儿子从 3岁开始，每年的寒暑假都

在托育班度过，现在已经上小学

了。现在老二刚满 3岁，今年暑假

也送到了医院的托育班。“孩子每

天 跟 着 我 上 班 、下 班 ，中 午 不 用

接。每天跟着小朋友一起学习、游

戏，很开心。”他说。

为了更好地关心和关怀医院

职工，解决双职工家庭的带娃难

题，该院连续 5年设立专属的职工

子女寒暑假班，以解决员工子女

照管问题。托育班由专业的教育

团队负责日常管理和教育指导，

提供丰富多样的课程，通过一日

生活的深入照护，提高了孩子们

的独立自主能力，合理的膳食搭

配保障营养均衡，语言训练、思维

训练、体能训练等课程项目促进

孩子社会适应性及社交能力的提

高。截至目前，该班已累计服务

3500余人次。

郏县妇幼保健院连续5年开办托育寒暑假班

跟着爸妈去“上班”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 通讯员

张晓丽）“咱医院的慢病管理服务

站设备先进，医护人员专业能力

强，服务周到，真好！”近日，前来宝

丰县医疗健康集团商酒务镇分院

慢病管理服务站就诊筛查的段大

娘说。

段大娘近期血压偏高，在家吃

药控制效果不好，村医及时上转至

该分院慢病管理服务站进一步检

查治疗。该站依据患者病情给予

多向综合检查，同时依托县域医共

体平台的支持，通过远程指导和风

险评估，确诊其为原发性高血压患

者，目前无高危因素，可在镇卫生

院制定管理方案跟进治疗。

近年来，宝丰县医疗健康集团

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大力推动开展

“县域慢病管理中心”的建设，加强

对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

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肾脏

病等主要慢性病的协同共管与信

息共享，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县医

院为核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重

心，覆盖“防、筛、诊、治、管”全流程

的县域慢病协同管理体系。通过

慢病管理信息化系统，由村级医疗

机构初步筛查识别患者上转至乡

镇慢病管理服务站，稳定期患者由

乡镇慢病管理服务站制定诊疗方

案并下转至村级医疗机构随访管

理；不稳定期患者上转至县级慢病

管理中心进一步有效治疗，待病情

稳定后下转至乡镇慢病管理服务

站制定个性化长期治疗方案，并下

转至村级医疗机构负责随访管理。

宝丰县慢病管理中心的成立，

为慢病患者提供了精细管理和暖心

服务，大大缩短了病人就医时间，改

善了患者就医体验，提升了用药的

规范性和精准性，提高了医疗质量，

受到患者一致好评。

加快县域慢病管理建设步伐

宝丰县医疗健康集团：

本报讯 （记者王春霞）7 月 21

日，由市疾控中心举办的全市艾滋

病筛查实验室检测技术培训班开

班，来自全市 48 家医疗、采供血、

疾控机构的艾滋病筛查实验室及

6 家拟申请建立艾滋病筛查实验

室单位的 170 余名专业技术人员

参加培训。

市疾控中心邀请省疾控中心

艾防所闫江舟、平煤神马医疗集团

总医院医学检验科主任白振宇两

位专家现场授课。闫江舟从艾滋

病实验室检测技术及质量控制、实

验室生物安全和职业暴露处置方

面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白振宇重

点讲解了经血途径传播的乙肝、丙

肝、梅毒的实验室诊断和治疗。随

后，市疾控中心艾滋病确证实验室

的杨艳华对《河南省艾滋病筛查实

验室年度质量考评方案》进行了解

读，对2022年平顶山市艾滋病筛查

实验室质量考评结果进行了分析。

市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科科

长石朝辉对2022年全市艾滋病检测

工作进行总结，对下一步工作计划

和工作要求作出安排，强调艾滋病实

验室检测是控制艾滋病疫情的重

要环节，要严格规范实验室日常管

理，加强实验室质量控制工作。

培训结束后，所有参训学员进

行了现场考试，对考试合格的学员

颁发省级培训资格证。

我市开展艾滋病筛查实验室检测技术培训

提升技能 规范管理

每年夏季都是硫化氢中毒的高发

季节，多发于管道疏通、污水清淤及其

他硫化氢有限空间作业，应引起我们的

高度关注。

硫化氢在标准状况下是无色、易燃

且有毒的窒息性气体，人接触到含硫化

氢浓度为 0.18mg/m3的空气即可闻到臭

鸡蛋的味道，但较高浓度时，嗅觉神经被

麻痹，反而闻不到硫化氢特殊的臭味

了，因此往往身处致命环境，却毫无察

觉。硫化氢中毒死亡率高，被称为“中

毒杀手”。

目前，我国规定工作场所最高容许

浓度（MAC）为 10mg/m3，立即威胁生命

或健康的浓度（IDLH）为 142mg/m3。

哪些接触作业易发生硫化氢中毒？

清理蓄粪池、污水沟、下水道等；造

纸、工业废物处理、酿造、甜菜制糖等；

渔舱内作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其他，

如液体肥料贮存和生产、人造纤维生

产、制毡行业、橡胶硫化、硫染工艺等。

上述生产或工作场所容易产生硫化氢

气体，人们作业时要特别小心。

通常情况下，人们接触硫化氢后，

会出现流泪、眼刺痛、流鼻涕、咽喉部位

有灼热感等症状，在短时间内可恢复。

如果出现眼胀痛、畏光、咽干、咳嗽及轻

度头痛、头晕、乏力、恶心等症状时，说

明你已经发生了急性轻度中毒。随着

症状的加重，中毒等级会逐渐上升。当

中毒者出现昏迷、呼吸循环衰竭、休克

等症状，说明已达急性重度中毒。如果

接触极高浓度硫化氢，中毒者可在数秒

内突然倒下，呼吸停止，发生所谓的“电

击样”死亡。

如果长期接触低浓度硫化氢，还会

引起慢性中毒，导致眼部及呼吸道慢性

炎症，如慢性结膜炎、角膜炎、鼻炎、咽

炎、气管炎和嗅觉减退，甚至角膜糜烂

或点状角膜炎等。

如何预防控制硫化氢中毒？

硫化氢中毒危害极大，相关生产企

业应该如何预防和控制硫化氢中毒的

发生呢？首先从生产工艺革新方面，要

实行密闭化生产，定期检修设备，防止

跑、冒、滴、漏，加强通风排毒等净化措

施，硫化氢及含硫废气、废水排放前均须

净化；职业卫生管理方面，要制订并严格

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各项安全生产制

度，对疏通阴沟、下水道等有可能产生硫

化氢的密闭环境，进入前须强制性充分

通风换气，佩戴供氧式防毒面具，并有专

人监护方可进入工作，杜绝意外事故发

生；要认真执行工作场所职业危害监督

管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个人防护措

施方面，要为员工配备有效的个人防护

设备和监护措施。同时，企业要对员工

加强职业卫生安全教育和自救互救相关

知识技能培训，增强其自我保护意识。

如果发生意外，如何急救？

一旦发现硫化氢中毒，应迅速将中

毒病人移离中毒现场至空气新鲜处，脱

去被污染的衣服，松开衣领，保持呼吸

道通畅，注意保暖。如病人呼吸困难，

给予输氧。如呼吸停止，应采用胸部按

压法急救。

当中毒者呼吸和心跳恢复后，可给

中毒者饮用兴奋性的饮料和浓茶、咖

啡，并派专人进行护理。患者的皮肤可

用流动清水冲洗，眼睛可用清洁的水清

洗或冷敷。如果眼睛中毒较重，可提起

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

至少 15分钟。如果中毒者症状较重，应

当即送往医院就医。

（平顶山市职业病防治所副所长

齐新周）

“我吃了你开的药就不咳嗽了，你

也给我孙子看看，他也咳嗽好多天了，

吃药总不好。”日前，在平煤神马医疗集

团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门诊，一位 70 多岁的老太

太带着 4岁的孙子前来就诊，坚持请该

科二区主任吴亚男给孩子看病。

从医 22 年，吴亚男认真为患者诊

治，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耐心沟通 对症治疗

每周二至周四是吴亚男在门诊坐

诊 的 时 间 。 在 这 里 ，她 遇 到 的 患 者

60%左右都有咳嗽的症状。咳嗽对工

作、生活影响较大，最重要的是，很多

咳嗽不好找原因，会给患者造成极大

的困扰。

前段时间，一位 40 多岁的女性患

者因为咳嗽久治不愈找到吴亚男，患者

看上去非常焦虑、烦躁、疲惫，经过详细

问询，得知她咳嗽时伴有打嗝、胃胀、反

酸、嗓子有异物等症状，去多家医院看

了总也不见好，认为自己得了不治之

症，压力很大。

“根据经验，我判断她是胃食管反

流导致的咳嗽，跟她详细解释了病因，

说了具体的治疗方法，她当时就放松下

来了，吃了一段时间药后过来复诊，症

状轻了很多，整个人的状态也轻松不

少。”吴亚男说，认真与患者沟通非常重

要，不仅有助于判断病因，还能让他们

能更加信任医生、配合治疗。

吴亚男说，根据门诊病例，她发现

现在的患者主要有咳嗽变异性哮喘、胃

食管反流导致的咳嗽、呼吸道感染后咳

嗽、变应性咳嗽和其他一些疾病引起的

咳嗽。医生需要根据症状来判断病因，

做好对症治疗，很多咳嗽是可以痊愈

的，所以患者不要有太大压力。

树立信心 积极面对

吴亚男从事呼吸内科临床工作多

年，擅长呼吸内科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

哮喘、肺栓塞、肺部肿瘤、肺炎、胸腔积

液、胸膜炎、间质性肺疾病的诊断与治

疗，对呼吸系统疑难病与危重症疾病的

诊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间质性肺疾病是一组因肺泡及其

周围的气道、血管、支撑的组织（即肺间

质）发生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炎症，最终

肺纤维化失去肺功能的弥漫性肺疾病，

患者常会因进行性加重的呼吸困难而

饱受折磨，最终因不可逆转的呼吸衰竭

而死亡。近年来，间质性肺疾病发病率

逐渐提高，成为一种常见病，也是一种

死亡率较高的肺部疾病。

两年多前，一位 70 多岁的患者因

为咳嗽、胸闷、气喘住院，CT检查后发现

其患有间质性肺炎、肺纤维化。患者和

家属上网一查，发现该病有 200多种病

因，预后较差，中位生存期 2年多，更有

人将其称为“不是癌症的癌症”，当时他

们就感觉非常无望。

吴亚男得知后，首先给患者和家属

做心理疏导，让他们重拾治疗信心，之

后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专门药物治

疗。“使用吡非尼酮及一些辅助药物治

疗，先控制病情稳定，经过两年用药，患

者肺部的病变逐渐减轻。”吴亚男说，个

体存在差异，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

样，确诊后，要勇敢面对，积极配合治

疗，生命的长度也会随之延长。

提升自己 奉献社会

吴亚男毕业于郑州大学医学院，自

参加工作以来，她坚持学习与工作并

重，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知识、业务水

平及管理能力，曾先后在北京及上海知

名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进修

学习，在国家级、省级核心期刊上发表

论文多篇。2019 年，获得总医院“十佳

女杰”称号，2023年获得“平顶山市药物

警戒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自 2016 年担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二区主任以来，吴亚男带领整个科室

开展多项新技术、新项目——新开展了

呼出气一氧化氮的测定，为呼吸系统气

道疾病类型的诊断提供了依据；与科室

大主任一起推进门诊呼吸综合治疗室

的创建，为患者能得到有效的治疗提供

了保证……

患者出院后及时跟踪随访，为患者

提供用药指导、健康教育和慢病管理

等服务；积极组织并参加社区义诊、下

乡义诊等活动，为市民免费体检、发放

健康宣传材料，讲解疾病防治知识；积

极参与医院组织的爱心帮扶活动，多次

为贫困地区的妇女儿童捐款、捐物，无

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吴亚男总是

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奉献爱心。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22 年来，吴

亚男一切以病人为中心，想病人之所想，

急病人之所急，积极参与院内及院外的

疑难危重病人诊治及抢救工作，她说：

“看着一个个危重的病人因为我们的抢

救转危为安，再辛苦也值得！未来，我还

会继续努力做一名仁医，带领二区所有

医护人员为更多的人祛病除痛！”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记 者 王 春 霞）有人

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

角，而是行动不便患者的漫漫求医

路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逐

步发展，慢性病患者日益增多，出

院患者后续的延伸服务需求越来

越大，也越来越迫切。为此，市一

院近期推出“医护到家”延续医疗

护理服务，只需线上申请预约，医

护即可上门服务。截至目前，该院

医护团队已上门服务 70余次。

家住卫东区 75岁的刘大爷是

一位因脑梗而瘫痪 30 多年的患

者。由于长期卧床，他的骶尾部

出现压伤（俗称褥疮）。伴随着近

日气温的升高，老人身上的压伤

面积越来越大，伤口的腐臭味也

越 来 越 浓 ，并 开 始 出 现 低 热 症

状。刘大爷的女儿很是着急，听

说市一院提供“医护到家”延续医

疗护理服务，就用手机在平台预

约，医院立即派专科护士庞芳芳、

张亚娟跟她联系。

通过全面评估，患者压伤已达

IV 期。经验丰富的专科护士为刘

大爷制定了个性化的伤口治疗方

案，一边帮他换药，一边向家属讲

解注意事项。随后，庞芳芳和张亚

娟又根据伤口情况与家属沟通，定

期为老人换药。经过连续 12 次的

上门服务，刘大爷的压伤已好转很

多，发烧症状也得到有效控制。7

月 12日上午，刘大爷的女儿带着锦

旗和感谢信来到该院未来路院区

伤口造口门诊，对医务人员的专业

技术和服务态度表示称赞和感谢。

市一院“医护到家”延续医疗

护理服务主要有基础护理、母婴

护理、中医服务、专科处置等 4 大

类 35 项服务，覆盖老年人、新生

儿、长期卧床、失能等患者。为确

保医疗安全，医院制定技术操作

规范、安全管理制度、应急处理预

案，并挑选业务骨干组成服务团

队，统一着装、统一装备，并配备

远程定位，有效保障院内院外服

务同质化。

如果患者有上门服务需求，患

者或家属可关注“平顶山市第一人

民医院”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

选择“医护到家”，即可进行线上申

请预约。该院将派出优秀的医护

人员，走进家庭，走近床旁，为患者

提供专业贴心的医疗护理服务。

市一院“上门诊疗”提供4大类35项服务

手机一点 医护到家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淋巴水肿是

一种局限性的组织肿胀，由淋巴回流障

碍导致过量的淋巴液在外周组织间隙

集聚而形成，对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

重威胁。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魏庆军带领医疗团队，在我市率先开展

淋巴水肿系统治疗，成果显著。

40 多岁的市民赵女士宫颈癌术后

一年左下肢患上淋巴水肿。刚开始，她

并没有重视，在早中期未及时治疗，3年

来病情愈加严重，已进入淋巴水肿三

期，左下肢皮肤增厚变硬，呈现纤维化；

肢体严重增粗，形成畸形。患者行走困

难，上下楼梯时只能以右足支撑和用

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她辗转省内多

家医院诊疗，均未果。后来，赵女士在一

位医务人员的推荐下，来到市第五人民

医院妇产科。对赵女士进行相关检查

后，科室医疗团队为其进行了系统治

疗。1周后，赵女士的病情明显好转，走

路基本正常，目前正在进一步的康复治

疗中。

60岁的李女士肿瘤手术 7年，右下

肢淋巴水肿将近 4 年，并发淋巴管炎。

由于病情严重，她无法站立行走，只能

依靠轮椅出行。经人介绍，李女士来到

市第五人民医院找到魏庆军。针对李

女士的情况，医疗团队先为其控制住感

染，随后进行综合治疗。经过医护人员

的精心诊治和贴心服务，患者最终成功

康复，出院时行走自如。

据魏庆军介绍，淋巴水肿多继发于

手术、淋巴结清扫、放射治疗、感染、恶

性肿瘤等情况，具有慢性、进行性和终

生治疗等特点。该科医疗团队多次赴

省内外进修学习，在我市率先开展淋巴

水肿的系统治疗。科室采用国际公认

的综合消肿治疗方法，引进日本的贴扎

技术，并配合该院康复中心和肿瘤医学

中心的康复手段等，为患者提供全方位、

个性化的消肿治疗，以达到帮助患者消

肿止痛、尽快回归社会的目的。

科室的良好发展，离不开一个优

秀的带头人。科室带头人魏庆军具有

30 多年的妇产科临床经验，擅长治疗

肿瘤综合治疗后继发性淋巴水肿，对妇

科常见病、不孕症、多囊卵巢综合征、反

复胚胎停育、妇科肿瘤、妊娠并发症等

治疗有独到经验；对难产的处理、高危

剖宫产手术、女性私密整形、宫腹腔镜

下进行妇科微创等手术尤其擅长。她

目前担任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生育保

健专业委员会委员、平顶山市妇科肿瘤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在国家

级杂志上发表论文 10余篇，获评平顶山

市十佳优秀医生，获得国际淋巴水肿治

疗师证书。

“淋巴水肿不可以自愈，一旦确诊，

患者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寻求专业医疗人员的帮助。”魏庆军提

醒，对患者来说，早发现、早治疗非常

重要。在发病早期，通过规范治疗，患

者肢体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尺寸，中

晚期则能缓解症状，控制进展，不再加

重。今年以来，已有近50位淋巴水肿患

者在该科得到良好诊疗。

今年以来已诊疗近50位患者

市五院在我市率先开展淋巴水肿治疗

心 系 患 者 不 负 重 托
——记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区主任吴亚男

吴亚男为患者听诊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摄

医疗团队成员在认真学习淋巴水肿治疗技术 市五院供图

夏季警惕“中毒杀手”——硫化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