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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春霞）2023年 11月

14 日，鹰城 11 岁女孩妞妞因病医治无

效，捐献器官用于救治 4名器官衰竭的

患者。《平顶山日报》及平顶山微报对此

事报道后，感动了众多鹰城人，器官捐

献一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其实，妞妞只是众多捐献器官的大

爱之人中的一位。当时，市红十字会副

会长李元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平

顶山市已有近两万人在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管理中心志愿登记，申报身故后捐

献器官。截至当时，我市已完成 180 多

例器官捐献，捐献器官 400 多个，挽救

了 400多名患者的生命。

当时带队前来获取和接收器官的

郑州第七人民医院肾移植肾脏病诊疗

中心副主任杨青彦教授介绍，器官移植

是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生命的重要

治疗手段，器官捐献是人间大爱，也是

我国医学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

标志。然而，公众对人体器官捐献和移

植方面的知识及政策法规却了解甚少。

据央视报道，目前，我国人体器官

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 670万人，但

是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和群众对移植服务的需求之间的

矛盾仍然突出，推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健康发展十分迫切。

移植器官来源不足是目前世界各

国都面临的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的数据，每年全球器官移植总数不及总

体需求的 10%，器官移植等待者远远多

于可供移植的器官。我国已累计完成

公民逝世后遗体器官捐献 5万多例，捐

献器官已突破 15.3万个。

2023年，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国务院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进行了修

订，颁布《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并

于今年5月 1日起开始施行，为加强器官

捐献与移植管理提供了法治保障。

近日，国家卫健委、发改委等 14 个

部委又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人体器官

捐献工作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

要健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机制，加大人

体器官捐献科普和宣传力度，加强和规

范人员队伍管理，提升器官捐献信息化

建设水平。

那 么 ，人 体 的 哪 些 器 官 可 以 捐

献？捐献的器官可用于哪些患者？要

想实现身故后捐献器官救人的愿望，

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对爱心人士捐献

的器官，应该如何分配……在我国新

修订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中

均能找到答案。

为提升公众对人体器官捐献和移

植的关注度和知晓率，本报健康版将

与市红十字会、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联合推出系列栏目“人体器官捐献和

移植——以大爱之名 让生命延续”，宣

传普及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方面的政

策法规及科学知识，弘扬社会正能量，

传播大爱奉献精神。敬请关注。

如果您有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方

面的问题，可向记者反映，记者将采访

市红十字会及郑州市七院的专家为您

答疑释惑。

本报推出系列栏目：“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以大爱之名 让生命延续”

你了解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吗？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和《“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有关要

求，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了国

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和培育单位

名单。市中医医院外科（周围血管科）

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国家中医优势专

科建设单位，荣膺“国字号”。这标志

着该院的重点专科建设迈上新台阶，

为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再添动力。6

月 17 日，记者采访了市中医医院周围

血管科主任、主任医师马立人教授。

专科建设成绩斐然

市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是河南省

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河南省中医重

点专科、河南省中医药防治（糖尿病足）

重点实验室、河南省博士后实践创新基

地以及平顶山市糖尿病足及创面诊治

中心、平顶山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同

时，科室也是中国微循环学会糖尿病足

专家委员会主委单位、国家卫健委创面

修复“百千万项目”河南省组长单位。

在学科带头人马立人的带领下，科室近

年来得到了长足发展，在临床、教学、科

研等方面取得了不菲成绩。

“此次入选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

单位，是医院推进专科建设的又一项重

要成果。”马立人表示，该中心医疗团队

将以此为契机，继续以重点专科建设为

抓手，立足临床，守正创新，为百姓提供

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市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于 2020

年获批河南省中医重点专科，并升级

为平顶山市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病医

院；2020 年成为河南省区域中医周围

血管诊疗中心培育单位，培养了宝丰

县中医院等 4个区域中心分中心。科

室通过建设，目前拥有 4 个亚专业方

向，糖尿病足专科、创面修复专科、静

脉曲张与血栓专科、介入中心均成为

有影响力的亚专科。近年来，科室在

治疗糖尿病足中采用抗感染、改善微

循环、营养神经以及中医药内服外用、

中西医结合一站式治疗，获得了很好

的治疗效果，被全国同行誉为“平顶山

模式”。

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科室

的良好发展离不开一个优秀的带头

人。马立人从医 38年，师承国家级名

老中医崔公让教授。2010 年，他率团

队成立了周围血管科，开展中西医结

合周围血管病诊疗。在多年的临床工

作中，他运用传统中医药优势与现代

医学技术相结合，创立益气通脉活血

汤、马氏生肌玉红膏，运用经典的金黄

膏、解毒洗剂、溃疡洗剂以及中药联合

灌洗负压、富含血小板凝胶联合生肌

玉红膏、腔内介入联合中药内服等手

段治疗周围血管疾病，惠及无数患

者。在马立人的带领下，科室蓬勃发

展，获评河南省中医重点专科，成为河

南省中医专科诊疗中心，诊疗水平省

内领先，全国有影响。

为了更好宣传普及周围血管病知

识，马立人带领医疗团队多年来持续

开展糖尿病足筛查走基层活动，筛查

诊疗数以万计的基层患者，普及周围

血管病诊疗技术。他还牵头成立了中

原糖尿病足与创面联盟，打造立足鹰

城、辐射全省、联系国内外的有规模、

有影响的学科联盟。

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名中医……

从医多年来，马立人在用心守护百姓

健康的同时，也获得了诸多称号。他

还担任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糖尿病足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康复医

学会修复重建专业委员会创面治疗学

组组长、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

血管病分会糖尿病足治疗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等多个重要学术兼职。

不断推动专科建设发展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

设。”对此，马立人表示，国家对中医优

势专科建设的重视让他们备感振奋、

备受鼓舞，同时也为他们今后的努力

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5年来，市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

在科、教、研等专科建设方面硕果累累，

其中，科室主持地厅级科研项目 12项，

联合共建项目3项，其中获省中医药科

技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 1项；参与国

家级糖尿病足指南4部，主编论著2部，

参编7部，获得发明专利1项。

“今年，随着医院新院区的开诊，

宽敞明亮的就医环境、先进的医疗设

施以及高水平的专家团队将为国家中

医优势专科建设发展提供新引擎。”马

立人表示，他们将严格按照国家中医

优势专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立足临

床，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不断提升诊

疗水平，致力于为广大群众提供更高

质量的医疗服务，为健康鹰城建设贡

献中医力量。 （本报记者 魏应钦）

——访市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主任医师马立人

持续发挥中医优势 推进加强专科建设

本报讯 （记者王春霞）6 月 15

日上午，由市卫健委、市总工会、市

妇联、市计生协联合主办的 2024

年平顶山市“放心托育 方便可及”

提升托育服务质量宣传月活动启

动仪式在鹰城广场举行。

社区是婴幼儿的主要活动场

所。调查显示，群众希望获得质量

可靠、就近方便的托育服务。近年

来，国家卫健委会同相关部门积极

支持社区和用人单位建设托育服

务设施，通过公建民营等方式，为

群众提供“身边的托育”；积极支持

家庭托育点建设。根据上级通知

要求，我市决定 6月 15日至 7月 20

日在全市开展以“放心托育 方便

可及”为主题的提升托育服务质量

宣传月活动。此次宣传月活动旨

在扩大托育服务知晓度，倡导各地

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托育、用人单位

办托和家庭托育点，推动形成 5分

钟、10 分钟托育服务圈，逐步满足

群众的托育服务需求，用真实有效

的托位更好地实现“幼有所育”。

截至 2023 年底，我市拥有托育服

务 机 构 300 多 家 ，可 提 供 托 位

16061个。

仪式上，市育才幼儿园、新华

区目及托育机构的小朋友们表演

了童趣满满的节目；汝州蓝蝶国际

托育园、芳瑞璞良的老师演示并讲

解了海姆立克、心肺复苏急救方

法；新华区欧蔓贝贝早教托育中心

的老师代表全市备案托育机构宣

读了《托育从业人员职业行为准

则》。

活动现场，各县（市、区）卫健

委、新华区各街道和城区备案托育

机构等沿建设路边设置咨询展示

台，向群众介绍托育服务的相关政

策、科学育儿理念、托育机构的环

境与课程等，市区多家医院设立义

诊台，多学科医护人员为群众提供

义诊咨询服务。

在湛河区领创实验托幼一体

园的咨询台前，该园负责人说，他

们幼儿园从上个学期开始开展托

育服务，已接收 3岁以下幼儿 30名

左右。愿意送孩子进托育机构的

家长，主要是一些双职工家庭，工

作比较忙又没有老人帮忙照顾孩

子；有的家庭考虑托育机构的老师

经过系统专业的培训，照护孩子更

科学一些；有的则是因为担心老人

带孩子理念比较落后，而托育机构

的教育理念更先进，对孩子的成长

更有利。

根据宣传月活动安排，全市各

地将结合当地实际通过举办托育

知识讲座、家长课堂、发放托育体

验券、亲子游戏等多种活动形式，

邀请专家讲解托育服务的重要性、

科学育儿方法等内容，展示各托育

服务机构的优秀案例、创新实践、

特色服务、环境设施等，增强家长

的送托意识，帮助家长了解托育、

信任托育、参与托育。市卫健委还

将组织全市托育机构负责人及业

务骨干参加托育服务相关业务培

训，包括理论培训与实操技能培

训，推进托育机构专业化、规范化

建设。

我市启动提升托育服务质量宣传月活动

放心托育 方便可及

医疗团队在进行手术 本报记者 魏应钦 摄

医疗团队合影 本报记者 魏应钦 摄

本报讯 （记 者 魏 应 钦 通 讯 员 胡

帅）为贯彻落实国家项目办《2024 年度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工作

方案》的要求，进一步推进脑卒中防治

工作深入开展，落实脑卒中高危人群筛

查和干预项目，6 月 12 日上午，舞钢市

人民医院 2024 年度“国家脑卒中高危

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启动会暨培训会

在行政楼三楼会议室召开。平顶山市

第一人民医院医务处主任林磊、超声科

副主任卢璐、卒中中心秘书陈俊歌，舞

钢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孟冰辉、健康管理

科主任屈香枝及该院健康管理院外筛

查团队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陈俊歌对院外筛查项目工作

方案及质控标准进行了解读和培训，确

保工作人员熟知筛查工作流程，熟练掌

握筛查技术。孟冰辉代表舞钢市人民

医院与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年

度项目签约。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

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惠民工程，接下来，

舞钢市人民医院将积极推进年度脑卒

中筛查和干预工作，践行脑卒中防治策

略，推广普及脑卒中高危人群防治适宜

技术，从而提高脑卒中知晓率、治疗率

和控制率，推动脑卒中防治工作由疾病

防治向健康管理转变。

舞钢市人民医院开展“国家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培训

推动脑卒中防治向健康管理转变

本报讯 （记者王春霞）近日，

市全民科学素质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布第三批全市首席科普专家名

单，卫东区友谊皮肤专科门诊部副

主任医师贾世钢榜上有名。

为加强科普人才队伍建设，提

升科普公共服务能力，提高我市全

民科学素质水平，按照《平顶山市

首席科普专家管理办法》规定，经

个人申请、各地各单位推荐、资格

审查、专家评审、公示等程序，市全

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决定聘任白刚锋等 100 人为第三

批平顶山市首席科普专家，聘期为

5年（2024—2028年）。

贾世钢出身中医世家，于 2001

年创办了卫东区友谊皮肤专科门

诊部。23 年来，贾世钢始终秉持

“立德结友谊 博学济世人”的院

训，将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与西医

先进技术相结合，精研皮肤专科领

域，用精湛的技术为众多皮肤病患

者解除了痛苦，用诚信服务赢得了

患者的信赖。

多年来，在中医治未病理念指

导下，贾世钢非常注重科普宣教。

他专门印制了各种皮肤病的防治

知识宣传页，放在每位医生的诊桌

上。患者前来就诊时，医生除了诊

断病情，还会向患者发放防治知识

宣传页，提醒他们注意日常预防。

同时，他利用全国皮肤病日等各种

健康日，带领门诊部医护人员走上

街头、走进社区，通过科普讲座、义

诊等形式向群众宣传科学防病知

识，受到群众好评。

卫东区友谊皮肤专科门诊部
贾世钢获聘市首席科普专家

褥疮是一种皮肤损伤，通常在

长时间不动或不能移动的部位发

生。对于长期卧床的病人，如果预

防不当常会发生褥疮，严重的还会

合并感染和脓毒败血症，治疗起来

十分棘手甚至威胁生命。

避免褥疮的发生，重在预防。

通过精心护理和预防，褥疮是可以

避免的，预防一般包括加强护理责

任心、定时给病人翻身或转换体

位、保持皮肤清洁干燥等。结合笔

者临床工作经验，给大家科普一下

如何预防褥疮。

1.调整体位：要定期调整身体

的位置，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

势。避免局部长期受压，是预防褥

疮最重要的方法。应鼓励和帮助

容易患褥疮的病人，至少每两个小

时翻身一次，骨头突出的部位，轮

流承受身体重量，对不能自身进行

翻身的病人应由护理人员或家属

帮助其翻身。

2.保持干燥：保持皮肤干燥清

洁，避免湿度过高。床铺应保持平

整勿折，清洁干燥，没有渣屑，被子

要松软。对大小便失禁的病人尤

其要注意保持皮肤和床褥的干燥。

3.使用特殊床垫：使用专门的

床垫，如空气床垫、泡沫床垫等，以

减少对皮肤的压力。

4.营 养 均 衡 ：保

持营养均衡，以增强

皮肤的健康和抵抗疾

病的能力。体质虚弱

者应进行全身营养支

持，治疗改善全身状

况，提高机体抵抗能力。

5.运动：适当运动有助于增强

身体的肌肉力量和柔韧性，减少身

体局部受压的时间。可以让陪护

人员定期主（被）动活动上肢和下

肢关节。

6.卧床患者使用的便盆应光滑

无痕，使用时应抬高患者臀部，或

垫上软纸、海绵，避免患者局部组

织受到损伤。

7.定期检查：定期检查皮肤是

否有压疮迹象，及时处理。对容易

发生褥疮的病人，每日早晚在每次

翻身后，要检查尾骶部、髋部、肩肘

部、外踝、足跟、枕部等骨突受压部

位，皮肤有无损伤。经常用温水擦

澡擦背，并在背部、尾骶部擦上爽

身粉，用热水进行局部按摩，并用

50%红花酒精按摩全背或受压处，

促进血液循环。

总之，预防褥疮需要综合考虑

多种因素，包括定期调整体位、保

持干燥清洁、使用特殊床垫、保持

营养均衡、适当运动等。如果经过

良好的预防措施还是发生了褥疮，

请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咨询和治

疗。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四

肢骨科 王珺琛）

长期卧床病人如何预防褥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