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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多识广解疑难 综合诊疗一站治
——记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老年病及全科医学科副主任李崇

《内科学》《老年医学》

《神经病学》……7 月 11 日，

走进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

院（以下简称总医院）老年病

及全科医学科副主任李崇祎

的办公室，首先看到的是案

头一摞摞被翻得卷页、写满

注释的医学书籍。

“入住我们科室的病人

大多数年龄在 60岁以上，身

体或多或少合并两种及以上

疾患，这就要求我们掌握多

方面的医学知识，进行综合

施治。”李崇祎说，她从医 21

年，兢兢业业、不断学习，竭

力以丰富的医学知识和诊疗

经验为病人解除烦恼。

2018 年，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进修回来的李崇祎接到朋友求助：

正在上大学的 20岁侄女小律（化名）突

然出现视力模糊及双下肢麻木的情况，

被学校所在地的省级医院诊断为视神

经脊髓炎并给予相应药物治疗。

“用药后情况缓解，小律的父母把

她接回平顶山休养。谁知不久后，小律

上述症状再次出现且加重，双下肢不仅

无力而且开始疼痛。”李崇祎回忆说，她

根据症状，怀疑小律患了中枢神经系统

脱髓鞘疾病。“通过腰穿、磁共振检查，

确诊为 MS（多发性硬化）。”

MS 是一种罕见疾病，属于中枢神

经系统脱髓鞘疾病，存在病灶的空间多

发性和时间多发性。此病急性期以往

都是使用大剂量的激素类药物或免疫

球蛋白进行冲击治疗，前者用药周期

长，还可能出现骨质疏松、消化道出血、

继发感染、“满月脸”、“水牛背”等副作

用；后者费用极高，一般家庭难以承

受。李崇祎在进修时学习到复发缓解

型、继发进展型 MS可以选用美罗华给

予免疫修饰治疗。小律属于继发进展

型 MS，于是选择了免疫修饰治疗。第

一次治疗后，小律肢体无力疼痛、视力

下降情况很快得到缓解。

“没花多少钱和时间就控制住了病

情，还用了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这些

都多亏了李崇祎大夫。”提起几年来的

治疗，小律感叹自己遇到了好医生，现

在她没有不适症状，但需要每半年过来

治疗一次。当天住院、输液，输液前后

抽血检查，没有问题当天出院，整个治

疗过程方便、快捷，对工作和生活影响

也较小。

81岁的潘老先生因为脑梗住进一

家医院的神经内科，但检查发现老人身

上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压、肺部感染、心

功能不全等疾病，需要综合施治，他们

慕名找到了李崇祎，转入总医院老年病

及全科医学科。

“患者过来的时候发热、气喘，语言

功能障碍说不了话，吞咽功能障碍时有

呛咳，一侧肢体偏瘫无法起床。”李崇祎

说，检查发现潘老先生患有肺炎，肺部

有大量痰液堵塞气道，从而影响其呼

吸，进而加重心脏功能。考虑到患者时

有喘憋症状，所以要以肺炎治疗为主，

同时兼顾护脑、调压、控糖、保护心脏等

治疗。“高龄老人身体机能逐步退化，往

往合并多系统疾患，用药种类繁多，且

用药量需要格外精准，所以选择合适的

药物及合适的剂量治疗显得尤为重

要。”

控制感染、营养心脏、降糖调压、肢

体功能锻炼指导、吞咽功能及语言功能

训练、褥疮防护、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

等，面对如此繁杂而交错的问题，李崇

祎翻阅资料、请多学科会诊，想方设法

给予其综合性治疗。经过数月施治，潘

老先生肺部炎症达到临床治愈，能和家

人做一些简单的语言交流，呛咳情况也

大为好转。

李崇祎说，他们科室大部分患者都

像潘老先生一样，整个诊治过程漫长又

繁杂，所以一定要心细且有耐心，同时

给予患者心理疏导，给予其及家属生的

希望。

三分治，七分护。多年的老年患

者诊治，让李崇祎非常重视患者的日

常照护。

老人输液滴速要比正常的慢一些；

下胃管的患者家属要如何打碎食物、如

何将食物注入胃部、注入食物后的注意

事项是什么？卧床不起的患者要如何

翻身避免出现褥疮？肺部感染呛咳的

患者要如何叩背？肢体障碍的患者要

如何把不良肢体置于功能位……治疗

之余，李崇祎需要将这些护理要点一

遍遍教给每位患者家属。

“耿耿丹心解伤痛，妙手回春医德

高”，90岁的马老先生患有多种疾病，

在李崇祎的诊治和关怀下，治疗非常

成功。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他在重

新拿起毛笔的第一时间写下这幅书法

作品送给李崇祎。

李崇祎说，人老病痛多，作为一名

老年病及全科医学科的医生，如何为

老人解除病痛、如何给予家属帮助、让

老年患者舒适度过晚年，是她和同事

们一直在做的事。未来，他们会继续

努力，为我市老年患者提供更优质的

诊疗服务，为老年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杨岸萌）

罕见病诊治省去患者麻烦

综合诊治高龄多疾病患者

传授护理知识缓解身体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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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是挽救器官功能衰

竭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器官捐献

是人间大爱，也是医学发展和社会

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现实生活

中，有些人明确表达了捐献遗体器

官的意愿，但其家人不支持，那么

可以撤销意愿吗？如果有人意外

身亡或病故，生前并不反对捐献遗

体器官，其家人是否可以决定捐献

其遗体器官？对于这些问题，我国

新实施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有明确规

定。

根据《条例》规定，我国人体器

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

则。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

人体器官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

献人体器官。

其中第二章第九条规定：“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有权

依法自主决定捐献其人体器官。

公民表示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意愿，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订立遗

嘱。公民对已经表示捐献其人体

器官的意愿，有权予以撤销。公民

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遗体器官

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捐献、

获取该公民的遗体器官；公民生前

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遗体器官的，

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

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李元

玉解释说，从上述规定来看，公民

即使进行了遗体器官捐献的登记，

如果本人意愿发生了改变，也是可

以撤销的。一个人过世后可以由

家属（包括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和

成年子女）通过书面形式表达器官

捐献意愿，但前提是当事人生前没

有反对。 （王春霞 整理）

我国遗体器官捐献的原则是什么？
捐 献 意 愿 可 以 撤 销 吗 ？

本报讯 （记者王春霞 通讯员

杨浩）“2022年，我们成功招录了 2

名口腔专业的大学生，并成立了口

腔科，购进专业治疗设备，从而解

决了基层儿童的牙齿矫正和治疗

以及老年人牙齿缺失修复等问题，

让基层群众的口腔健康不再‘边缘

化’。”郏县茨芭镇中心卫生院副院

长王晓介绍说。

近日，记者在郏县、叶县、鲁山

县、宝丰县等地的多个乡镇卫生院

采访时看到，不少乡镇卫生院开设

了口腔科，前来看牙病和镶牙的患

者络绎不绝。究其原因，就是群众

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口腔健康意

识不断增强，基层卫生院的医疗服

务范围不断拓展。

“过去，大部分群众的口腔卫

生保健意识相对较差，认为口腔疾

病不算啥病，不像癌症能够威胁到

人们的生命，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在群众眼中，牙疼就不是个病，能

用偏方治，就不去医院做治疗；牙

齿脱落了，能不镶牙就不给自己找

事儿，如果不是影响到吃饭，他们

是不会主动到医院镶牙的。”王晓

如是说。

“健康牙齿应从小做起。”王晓

说，今年 4 月，我市开展了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优化提升、重大慢性病

防治、青少年“明眸皓齿”、脊柱弯

曲异常筛查干预四个专项行动。

尤其是青少年“明眸皓齿”的检查

和 防 治 工 作 在 基 层 更 是 不 能 忽

视。为落实好四个专项行动，该院

组织医护人员深入辖区小学进行

筛查，在筛查中发现患有龋齿疾病

的儿童比例相当大。当然，针对筛

查出来的患龋齿疾病的儿童，该院

定期到学校为小朋友们讲解“早晚

要刷牙、饭后要漱口”的口腔卫生

健康知识以及如何掌握正确的刷

牙方法。

同时，为切实服务好群众的

口腔健康，茨芭镇中心卫生院安

排专用房屋，投入资金购买先进

的多功能牙科设备，并把招录的

大 学 生 分 别 送 到 市 第 一 人 民 医

院、市口腔医院、郏县人民医院等

地方进行专业技术培训。通过不

断的专业知识“充电”和外出“取

经”学习，目前，该院口腔科已开

展了拔牙、镶牙、补牙、矫正、牙体

种植以及口腔疾病的治疗等医疗

技术。

“ 牙 疼 不 是 病 ，疼 起 来 要 人

命。”刚做完牙病治疗的茨芭镇茨

芭村患者崔战仓说，一个月前，他

患上了慢性根尖炎，在牙疼期间，

他服用药物甚至采用偏方：把牙

膏和味精均匀涂抹在疼痛的牙齿

上面进行治疗，但牙疼没有丝毫

减轻，甚至病情更加严重。他强

忍到第二天早上来到镇卫生院做

治疗，经过医生的认真检查和精

心治疗，崔战仓的牙疼得到了缓

解，之后再经过几次巩固治疗，牙

疼以及肿胀的面颊完全消失。“别

小看那一颗小小的牙齿，疼起来

想让人撞墙。镇卫生院成立口腔

科，我举双手赞同。在家门口有

这 样 的 技 术 ，群 众 看 病 多 方 便

呀！”崔战仓开心地说。

据该院院长刘利民介绍，在

农村，群众的口腔卫生意识相对

薄 弱 ，从 而 导 致 了 口 腔 疾 病 高

发 、儿 童 龋 齿 疾 病 不 断 增 加 、老

年 人 牙 齿 脱 落 现 象 比 较 突 出 。

虽 然 说 口 腔 疾 病 算 不 上 什 么 大

病，但是一旦患上牙病那是非常

痛苦的，尤其是老年人牙齿脱落

后 ，会 直 接 影 响 到 咀 嚼 功 能 ，很

容 易 导 致 消 化 系 统 等 疾 病 的 发

生 。 口 腔 疾 病 的 防 治 工 作 在 基

层不能成为“盲区”，必须引起足

够重视。因此，该镇中心卫生院

在 完 善 内 科 、外 科 、中 医 科 门 诊

业务的基础上，把口腔科作为重

点 专 科 打 造 ，关 注 基 层 群 众“一

小 一 老 ”口 腔 健 康 。 目 前 ，该 院

口腔科已接诊 3700 多名口腔疾

病患者。

关注“一小一老”口腔健康

茨芭镇拓展基层医疗服务范围

本报讯 （记者杨岸萌）7 月 10 日，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举办门脉高

压性消化道出血多学科诊疗论坛，来自

该院急诊科、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

重症监护室（ICU）、消化内科、普通外

科、感染性疾病科及介入血管外科等科

室专家参会并作专题讲座和学术交流。

会上，结合专业实际，医院多个科

室专家们分别作了题为《食管胃底曲张

静脉的内镜下治疗》《门脉高压性消化

道出血的介入治疗》《门脉高压性消化

道出血的外科治疗》《组织胶的临床应

用技术细节》《门静脉测压（HVPG）的临

床应用及 TIPS病历分享》等主题讲座并

进行了交流讨论。

门脉高压性消化道出血患者多为

急诊入院，出血量大的患者入院时即

为病危状态，急需急诊手术，诊疗此类

疾病需要多个科室联合参与，开展多

学科诊疗模式（简称 MDT）。此次论坛

的举办旨在通过跨专业知识的碰撞，

多学科专家共同讨论探索，提高相关

科室对疾病及治疗的认识深度，掌握

疑难疾病的新疗法和诊断方法，优化

疑难疾病的诊疗流程，制定规范、适宜

且科学的诊疗方案，减少患者诊断、治

疗花费的时间和负担，进一步提升患

者满意度。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多学科论坛优化诊疗流程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7月 15日和

16 日，上海中医药大学平顶山医院（平

顶山市中医医院）冬病夏治进行了第一

次贴敷，该院中兴路院区和翠竹路院区

同时开展，现场预约和贴敷的市民络绎

不绝。据该院健康管理科科长黄巧婵

介绍，该院 1998 年开始开展冬病夏治，

至今已有 20 多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每年都有上万人次预约贴敷。

趁热打“贴”防治冬病

所谓冬病是指冬天易于发作、病情

加重的一类疾患，这类疾患往往病程较

长、不易根治。冬季易发病除去冬季寒

冷的外因之外，患者自身阳气不足是主

要内因。同时，此类疾患久治不愈，耗

伤人体的阳气，导致阳气更加亏损，从

而形成恶性循环，阳气不足是这类疾病

的核心病机。患有冬病的患者最好过

的就是夏天了，因为在炎热季节他们的

病情会相对缓解甚至消失。此时对这

些疾病给予治疗或预防，有利于减少冬

季发病，这正是中医“既发之时治其标，

未发之时治其本”的治疗原则。

《黄帝内经》认为，天人是合一的，

人体的阳气与自然界生物的阳气相应，

生于春，旺于夏，收于秋而藏于冬。由

于自然界夏季阳气最旺，人体的阳气在

此时也达到高峰。在此期间，人体腠理

疏松、经络气血流通，利用这一有利时

机顺势给人体补充适量阳气，为秋冬养

阴做准备，并储备更多阳气，令人体阳

气充足，冬季时则不易被严寒所伤，能

最大限度地祛风驱寒，祛除体内沉疴，

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预防旧病复发或

减轻其他症状。

这些病可以冬病夏治

冬病夏治的主要适应证有以下几

种：1.呼吸系统疾病：哮喘、慢性支气管

炎、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咽炎、体虚

易感冒。2.消化系统疾病：虚寒性胃

病。3.妇产科疾病：痛经、月经不调等虚

寒性疾病。4.痹症：风湿、阳虚受凉引起

的各种颈肩腰腿痛等。5.儿科疾病：小

儿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过敏性鼻

炎。6.虚弱体质人群的亚健康症状：如

四肢寒凉怕冷、畏寒喜暖、免疫力低下、

食欲不振、乏力等。

今年冬病夏治预约和贴敷在该院

中兴路院区、翠竹路院区同时进行。第

二次贴敷时间为（中伏）7 月 25 日和 26

日；第三次（中伏加强）8月 4日和 5日；

第四次（末伏）8月 14日和 15日。

冬病夏治有讲究

冬病夏治的治疗时间为夏季三伏，

每隔 10天贴药 1次，共贴 4次，一般要求

连续治疗 3 年为一个疗程。由于冬病

夏治三伏贴属中医外治疗法，为巩固疗

效，最好坚持治疗一个疗程以上。每次

贴敷时间：成人 2—3小时，儿童 1—2小

时。贴敷后局部有轻微灼热、痒感为正

常反应。如感到局部疼痛难忍，应立即

去掉药膏。本疗法属于发泡疗法，如出

现小水疱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最好让

其自然吸收；如水疱已破，可涂吉尔碘

等药物；如水疱较大，应到医院处理。

治疗期间忌食生冷、辛辣、油腻，忌

食海鲜；应避免电扇直吹或在温度过低

的空调房间久待。忌过量运动，以免汗

出过多导致气阴两虚。所用药物具有

一定的刺激性，贴药后，部分患者可能

出现麻木、温、热、痒、针刺样疼痛等感

觉，还有的患者局部可能出现色素沉着

及可能出现水疱等，均属于药物吸收的

正常反应，请患者及家长斟酌是否参与

贴敷。

需要提醒的是，以下人群不宜进行

治疗：1.孕妇及 1岁以下儿童。2.有严重

心肺疾患者。3.皮肤对药物高度过敏

者。4.皮肤长有疱、疖以及有破损者。

5.疾病发作期（如发烧、正在咳喘者）。

6.糖尿病患者。

两个院区同时贴敷，时间为7月25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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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该院中兴路院区门诊大厅排队预约 本报记者 魏应钦 摄

▲李崇祎在查房中

▶李崇祎在工作之余持续学习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摄

近日，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

院康复医学科治疗师长闫俊棚在

给脊柱弯曲异常患者做康复训练。

该科室自本月起开展青少年

脊柱弯曲异常免费筛查，且每周一

至周五下午开展脊柱弯曲异常治

疗、指导训练。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摄

脊柱弯曲异常康复训练

祎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