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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春霞）参观康

复训练室、听康复专家的科普讲

座、做脊柱保健操……8 月 2 日下

午，平顶山东健骨伤医院脊柱健康

暑期夏令营开营，一群小朋友在医

院康复师的引导下度过了一个快

乐而有意义的下午。

青少年脊柱侧弯是危害我国

青少年儿童的常见病、多发病。随

着今年我市脊柱侧弯异常筛查工

作的开展，更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孩

子的脊柱健康。在筛查行动中，

平顶山东健骨伤医院承担了卫东

区、高新区 19 所学校的脊柱侧弯

异常筛查工作，共计筛查 15000 多

人次，发现脊柱弯曲异常 250 人、

脊柱侧弯三级 8 人。为了让孩子

们拥有健康的身姿体态，该院在

康复科的基础上专门开设脊柱侧

弯矫正训练室，为孩子们提供精

准、科学、无辐射的脊柱侧弯筛查

和系统规范的干预治疗方案，通过

一体化的筛查及系统治疗，帮助孩

子“挺直脊梁”。

当天下午，孩子在家长陪同下

来到该院，参观脊柱侧弯矫正训练

室并学习脊柱健康相关知识。该

院康复科主任段树萍围绕脊柱侧

弯开展科普讲座，从脊柱侧弯的危

害、检查治疗到预防和误区进行了

深入浅出的讲解。康复治疗师带

领孩子们做脊柱保健操，孩子们跟

随着屏幕上的示范和老师的讲解

认真做着每一个动作。最后，医护

人员将准备好的包含文具和玩具

的礼物盒送到孩子们手中。

在该院脊柱侧弯矫正训练室

里 ，记 者 见 到 了 高 中 生 欣 欣（化

名），她正在物理治疗师的指导下

利用三维呼吸及核心功能稳定训

练 的 方 法 改 善 体 态 问 题 。 不 久

前，身材高挑的欣欣被筛查出脊

柱侧弯异常，妈妈开始陪她一起

来该院做矫正训练。“连续做了半

个月的矫正训练，她的脊柱侧弯

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该院李园

园医师说。

段树萍提醒说，家长也可以在

家为孩子做脊柱侧弯自我筛查，若

发现孩子具有下列任何一项异常：

两侧肩胛骨不等高、一侧肩胛骨隆

起、背部有明显曲线、腰部两侧弧

度不对称、向前弯背部不等高，应

尽 快 带 孩 子 到 医 院 进 行 专 科 检

查。一旦确诊脊柱侧弯，应该及

时、系统地接受康复治疗。

平顶山东健骨伤医院
脊柱健康暑期夏令营开营

本报讯 （记者杨岸萌 通讯员张文
霞）近日，由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以下简称总医院）承办的平顶山市

2024 年放射影像质控工作会议暨河南

省放射影像质控交流会在总医院召开。

河南省放射影像质控中心主任、郑

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执行院长、博士

生导师高剑波教授一行受邀参会，全市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相关专业专家参会。

会上，各位专家教授分别以“肿瘤

医院影像科质控体会”“采用 PDCA循环

降低 CT 增强检查中对比剂渗漏发生

率”“医技护一体化质控管理模式在放

射科的应用”为题作了分享。市放射影

像质控中心主任、总医院放射科主任陈

新晖代表平顶山市放射影像质控中心

对 2023 年工作进行总结，对 2024 年度

工作计划进行安排部署，并就持续加强

和推进全市放射影像的规范化和标准

化建设提出了要求。

高剑波对河南省放射影像质量控

制中心的发展历程及相关政策变化进

行了详细讲解。他表示，自国家放射影

像质控中心发布专业质控指标以来，应

用质控指标进行质量管理、评价医疗质

量的理念逐渐形成，通过网络上报，运

用数据驱动的科学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已经被广泛接受。未来应进一步完善

质控组织架构，继续加强质控体系建

设，提升质控技术水平，提高质控工作

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建立健全考核机

制，加强人员培训和考核，确保质控工

作有效实施。同时，加强与其他地区、

医院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

放射影像质控工作的发展。

总医院副院长屈跃军说，为进一步

完善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加强医疗质量

控制，保障医疗安全，确保高质量发展

要求，各位医疗同仁要以实现区域影像

同质化管理和影像检查互认为目标，

按照国家卫健委下发的《放射影像专

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2024年版）》，树

规范、立标准、优质控，不断提升放射

影像质量控制，加强学习培训，开拓视

野，积极创新，在行业领域内更上一层

楼，为全市医疗卫生事业作出更多、更

大的贡献。

全市放射影像质控工作会议暨河南省放射影像质控交流会在总医院举行

完善管理体系 提升技术水平

本报讯 （记者王亚楠）“暑赦

如闻降德音，一凉欢喜万人心。”8

月 7日，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

的第 13个节气——立秋，它是秋天

的一个重要节点。“四立”为四季交

替的起点，“立”是开始之意，“秋”

意味着禾谷成熟，暑去凉来，故有

“落叶知秋”的成语。

俗话说“立秋三不做，一年病

不沾”。市第二人民医院营养科

主任温彩虹说，立秋意味着天气

逐渐转凉，此时，大家应由消暑清

热向滋阴养肺、防秋燥转变，以祛

湿驱寒为重，饮食则应以“燥则润

之”为主。

以下这些饮食方式和禁忌要

知道。

少吃西瓜。立秋后，天气转

凉，胃肠道对寒凉食物的适应能力

降低，西瓜属寒性，民间有“秋瓜坏

肚”的说法，吃过多西瓜会引起腹

泻、胃肠道不适，尤其是脾胃虚寒

的人，更应该少吃或不吃。大家可

以选择梨、苹果、葡萄等水果食用。

少吃姜。秋季干燥，生姜属于

热性、辛辣食物，多食易上火，加重

秋燥。古代医书曾写道，秋天忌食

姜，应多食蜂蜜，可养颜润肠。

忌贪凉。适当出汗有助于排

毒，因此大家不要把空调温度调得

过低，洗澡后尽量不要吹冷风，以

免湿气进入体内，引起头痛、手脚

冰凉等不适症状。

忌无病乱补。秋季养生，宜食

补不宜药补，无病乱补容易导致消

化器官功能紊乱。

那么，立秋有哪些习俗呢？市

民间文化保护协会副会长、市图

书馆副馆长王宝郑介绍，立秋节

气，斗指西南，太阳达黄经 135°，

一般在每年公历的 8 月 7 日、8 日

或 9日。

立秋标志着孟秋时节正式开

始，它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

热节气，中医将立秋至秋分前这时

段称为“长夏”，容易出现先转凉后

变热的“秋老虎”现象。立秋后天

气虽然依旧炎热，但在自然界中，

阴阳之气已开始转变，万物开始从

繁茂成长趋向萧瑟成熟。它对农

业也有重要意义，代表着丰收和新

的希望。

王宝郑介绍，中国古代将立秋

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

生；三候寒蝉鸣。”这时刮风，会让

人们会感觉到凉爽，大地上早晨会

有雾气产生，秋天感阴而鸣的寒蝉

也开始鸣叫。

立秋曾是中国的一个重要传统

节日，被称为“立秋节”，人们会举行

祭祀和一系列民俗活动。在农村，

大家将农作物置于房前屋后，自家

阳台，感受丰收的喜悦，慢慢演变成

了“晒秋”的传统农俗现象。

此外，多地都有“贴秋膘”的习

俗。大家在立秋日除了多吃肉类

之外，有些地方还会摊面饼吃，早

年间还尽量找比自己胖的人一起

进餐，以便为自己“贴膘”。

温彩虹提醒，立秋虽然有“贴

秋膘”的习俗，但大家切勿暴饮暴

食，一定要做好荤素搭配，吃七分

饱。吃得过多、过快，不利于消化，

还会引起肠胃不适。

暑去凉来立秋至

这些禁忌和习俗建议收藏

本报讯 （记者王春霞）近期，

受雨水和炎热天气影响，街头献血

人群减少，我市血源出现短缺，影

响医疗急救用血。为了保障全市

临床用血安全，让更多患者重获

希望，让更多家庭重拾欢笑，市总

工会日前发出无偿献血倡议，倡

议广大职工朋友在身体健康和条

件允许情况下，踊跃加入无偿献血

行列。

倡议书中说，血液可以再生，

而人的生命仅有一次。输血是抢

救危重病人的一种特殊医疗措施，

健康人一次献血 200—400毫升不

影响身体健康，大量科学研究证明

献血有益健康。无偿献血者自献

血之日起，5 年内可无偿享用献血

量 3倍的医疗用血；累计献血量满

1000毫升的，终身无偿享用无限量

医疗用血；无偿献血者的配偶、子

女、父母等直系亲属临床需要用血

时，其累计报销用血费用按献血者

献血量血费等量计算，可在医疗机

构出院时直接办理报销。

据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有关人

士介绍，献血需要符合以下条件：

年龄 18—55 周岁（既往无献血反

应、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

者，自愿献血的年龄可以延长至

60周岁）；体重，男≥50千克，女≥45

千克；血压、脉搏、转氨酶在正常范

围。献血者捐献全血每次可以选

择献 400毫升、200毫升血液，间隔

时间不少于 6个月；单采血小板献

血者每次可以献 1—2个治疗单位，

间隔时间不少于 2 周，不大于 24

次/年。我省无偿献血者及其家庭

成员省内用血（包括献血地和异地

用血），可在用血医疗机构直接减

免用血费用，按要求向用血医疗机

构提交材料后，由医疗机构在办理

出院结算时直接减免。

市总工会倡议广大职工朋友献血救急

“我儿子患化脓性扁桃体炎，高烧，

医生给他做了中医穴位点刺放血和穴

位贴敷治疗，不吃药、不打针，没啥副作

用，效果还好，今天是治疗的第三天，孩

子已基本康复。”8 月 5 日，记者在市妇

幼保健院采访时，一位在中医儿科门诊

就诊的患儿家长告诉记者。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妇幼保

健领域有着独特的优势和深厚的底

蕴。为实施中医药与妇幼健康的深度

融合发展，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和水

平，满足广大妇女儿童多元化的医疗保

健需求，市妇幼保健院全力推进中医进

妇幼工作，出方案、定制度、引人才、设

科室、开项目等，将中医药全面渗透到

妇女保健、儿童保健、围产保健、生殖健

康领域等，为妇幼健康带来全新的呵护

与关怀。

中医防病治病渐入人心

记者在该院走访了一圈，从妇产科

到儿童保健科，从儿童康复科到儿科，

随处可见与中医药相关的宣传展板与

标语；走廊里飘着浓浓的药草香，中医

治疗室里的针灸、艾灸、穴位贴敷等正

在火热地进行着……

在中医妇科门诊，记者看到医生正

在为一名孕妇进行穴位贴敷。据该孕

妇介绍，她怀孕两个多月，孕吐反应很

大，吃啥吐啥。医生对症给她穴位贴敷

后，孕吐反应明显好转，当天又来贴第

二贴了。该孕妇贴敷好刚出诊室，另一

位患者就进来了，想要医生开一些适合

她喝的美容、减肥中药茶饮。

中医诊室人气指数高涨

记者发现，不仅中医妇科门诊人气

指数高涨，其他中医诊室也是如此。在

儿童康复科中医馆，几名孩子躺在治疗

床上接受治疗师的推拿、按摩等治疗，

还有一些患儿在排队等待做针灸、艾

灸、穴位贴敷等治疗；在中医儿科门诊，

医生耐心地为患儿做着推拿、穴位贴敷

等治疗；在产科病区，很多产妇都在做

中药头疗、足浴、中药热奄包等中医康

复治疗。“做完中药头疗后，疲惫感一扫

而空，神清气爽，睡眠也好了。”在产科

二病区中药头疗室，一位产妇说道。

该院作为三级妇幼保健院，医疗服

务备受妇女儿童青睐，如今有了中医

的加持，慕名而来的孕产妇及患者越

来越多，树立了良好口碑，中医诊室人

气骤增。

配齐软硬件护航妇幼健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更好

地传承中医药文化，为妇幼保健事业注

入新活力，该院制定中医药建设实施方

案，成立由院党委书记、院长宋基中任

组长的中医药领导小组，积极调整资源

配置，设置中医科门诊、中医妇科门诊、

中西医结合妇科门诊、中医儿科门诊、

中医生殖门诊、中医外治中心等，配备

经验丰富的中医医师团队，开展了一系

列中医特色疗法，护航妇幼健康。

孕期，中医师会根据孕妇的体质和

孕期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调理方

案，运用耳针、耳穴压豆、穴位贴敷等中

医疗法，缓解孕吐、失眠、水肿等孕期不

适，同时促进胎儿的健康发育；产后，中

医师运用中医康复疗法，如中药头疗、

足浴、中药热奄包、中药封包、手法按摩

等，帮助产妇调理气血、促进子宫收缩、

改善乳汁分泌等。针对女性妇科疾病，

如月经不调、慢性盆腔炎、更年期综合

征以及不孕症等，中医师通过辨证论治

后都能给予很好的调理治疗。

针对儿童，该院开展的推拿、按摩、

点穴、针灸、艾灸、药浴等中医疗法，不

仅能治疗小儿感冒、咳嗽、消化不良等

常见疾病，而且在治疗小儿神经机能障

碍、脑损伤综合征、感统失调等方面也

有显著疗效。“我家宝宝四肢肌张力高，

在这里治疗了一个月，基本恢复正常。”

一位宝妈满意地说。

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医进妇幼

是医院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质量的

重要一步。该院将不断加强中医人才

培养，进一步完善中医服务设施，让更

多的妇女儿童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

的中医医疗保健服务。

（本报记者 魏应钦 通讯员 王春英）

市妇幼保健院出方案、定制度、引人才、设科室、开项目，全力推进中医进妇幼工作——

让更多妇女儿童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服务

聚焦关键技术聚焦关键技术 做智能精准治疗领跑者做智能精准治疗领跑者
——记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创伤骨科副主任医师李世清

“手部先天畸形会影响孩子的心

理和正常生活。”李世清介绍，先天拇

指多指、手指六指、并指及手指不能伸

屈（屈曲畸形）都属于手部先天畸形，

会影响孩子的抓、捏、握等手部功能。

亮亮先天左手多了一个拇指，被小

朋友们嘲笑为“多指怪”，渐渐地，他变

得很自卑，不愿意出门，也不想交朋友。

多方求医后，去年初，亮亮的父母

找到李世清。详细检查手指、精准临床

分型、优选方案后，李世清为亮亮进行

了拇指多指切除外展功能重建手术。

“术后手指偏斜畸形是难点，我在

进行多指切除的同时，又为亮亮做了

手指外展肌重建，为的是恢复手指功

能。”李世清说，手术非常成功，一个月

的时间亮亮就康复了，手指能进行功

能性活动。

保证患者手部外观美观和功能都

很重要，如果经验不丰富，方案不完

善，考虑不周全，很有可能会导致患者

手指偏斜畸形，甚至影响正常活动。

因此，李世清把关节囊、肌腱的重建作

为手术的重中之重，并且根据患者疾

病分型进行肌腱重建、肢骨截骨等。

因手术失败，来找李世清“补救”

的患者也有很多。

今年初，8岁的豆豆在外地医院做

完手指切除术后，右手大拇指出现歪

斜，捏笔、拿东西用不上劲儿，愁坏了

豆豆的父母。

根据体格检查，李世清发现豆豆

指尖不稳定、松弛，指骨歪斜。李世清

多措并举，综合运用克氏针固定、截骨

矫正、紧缩关节囊等方法，完美修复了

豆豆手指的外观，恢复了手指功能。

仅仅两个月，豆豆的手指已经可以自

如地握笔、拿玩具。

“其实，90%以上的先天性结构畸

形都可以通过治疗得到改善，但很多

人治疗较晚，错失了机会。”李世清说，

希望家长们重视起来，早发现早治疗，

让每一个肢体先天畸形患儿都能拥有

正常的生活。

至精至微助患儿重绽笑容

运动、车祸、跌落都会造成肢体

开 放 创 伤 ，导 致 血 管 、肌 肉 、骨 骼 破

裂，严重的还会有肢体截肢的风险。

李世清孜孜不倦、认真钻研，探索构

建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创伤救治体

系，让众多患者得到了及时、精准的

治疗。

许多患者病情复杂，创伤面大，

不 仅 需 要 接 血 管 、修 复 肌 腱 神 经 ，

神 经 断 裂 的 后 期 还 需 要 做 神 经 松

解 手 术 。“ 手 术 中 ，是 否 可 以 接 活 患

者 的 血 管 很 重 要 ，这 决 定 着 是 否 可

以 保 肢 和 肢 体 功 能 的 成 功 恢 复 。”

李世清说。

33 岁的市民李先生因意外导致

右臂肱动脉、正中神经、肱二头肌断

裂，面临截肢风险。送往总医院时，

李先生意识模糊、血压低、心率过快，

由于右臂无法动弹、血管破裂、出血

过多，他随时面临生命危险。

时间紧急，总医院为李先生开放

绿色通道，李世清带领医护人员迅速

为其吻合血管、修复肌腱神经。“由于

在显微外科手术中，吻合血管难度极

大，所以很多患者被其他医院转至这

里。”李世清说。目前，总医院的该项

技术在全市处于领先水平。

吻合血管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接通

血管，保证肢体供血。术中，李世清发

现李先生血管断裂后长度不够，他紧

急从李先生大腿上取出一段大隐静

脉，通过移植进行血管吻合。

术后 8个月，复查显示李先生的神

经功能恢复不理想，李世清又为其做

了神经松解手术，恢复了他右臂的运

动功能。

刀尖舞者心手合一祛顽疾

“拇指肌腱断裂，弄不好就残了，幸亏遇见了李大夫，现在我基本已经

复原。”8月 2日一大早，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创伤

骨科科室副主任医师李世清诊室内的患者络绎不绝，市民赵先生找李世

清复查，临走时对李世清赞不绝口。

从医近 20 年，李世清为 5000 余名患者解除病痛，尤其擅长四肢骨

折、各种手部先天畸形矫形、关节脱位治疗及断肢（指）再植、手部创面修

复、手外伤后期功能重建、骨折后期矫形治疗等。

儿童好动，很容易发生骨折、脱

臼，传统外科手术往往采用为患儿上

钢板、开刀的方法，不仅愈合时间长，

还会有留疤的风险，如果孩子不能配

合治疗，更容易拖长康复时间。

手法 闭 合 复 位 术 通 过对骨 骼 的

手法复位，无外部创伤，且一个多月

即可痊愈。

8 岁患儿星星玩耍时右手手腕骨

折，因为累及到骨骼，会影响星星骨

头的正常发育，导致手腕功能出现障

碍，如果治疗不及时，甚至会导致发

育畸形。

李世清没有采用 传 统 的 治 疗 方

式 ，而 是 通 过 手 法 闭 合 复 位 术 ，牵

引、反折纠正星星的手腕畸形，仅需

石 膏 固 定 即 可 。 一 个 月 后 ，星 星 康

复如初。

李 世清凭借精湛的医术和丰富

的临床经验，成为科室创伤骨科手外

组负责人，他同时还是平顶山市医学

会手外科分会委员，经常去省内外医

院学习交流，受到国家著名手外科及

创伤骨科专家的一致好评。“我希望用

自己的医术，为推动我市骨科诊疗智

能化、微创化、精准化、标准化发展作

出贡献。”李世清说。

（本报记者 王亚楠 文/图）

手法闭合精准复位不留痕

李世清在为患儿诊断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