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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5岁的王先生家
住鲁山县，两个月前，他于家
中烧炭取暖时不慎一氧化碳
中毒，经抢救后终于脱离危
险。以为自己症状消除后，王
先生没有再持续治疗，没想到
半个月后，他出现大小便失
禁、记忆力减退等症状。

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
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就诊
后，王先生才知道原来自己竟
然得的是“一氧化碳中毒迟发

性脑病”。在总医院坚持高压
氧治疗后，王先生现在的病情
终于有所好转。

总医院高压氧科负责人
冀博介绍，一氧化碳中毒迟发
性脑病，是指急性一氧化碳中
毒后，症状消失，经过一段所
谓“假愈期”后，又出现一系列
以痴呆、精神症状和锥体外系
表现为主的神经系统疾病。
一般发生在急性一氧化碳中
毒后的 2 天至 2 个月。因此，

若患者确诊为急性一氧化碳
中毒，要去正规医院进行检查
及治疗，特别是要进行足够疗
程的高压氧治疗，否则，一旦
引发迟发性脑病这个“定时炸
弹”，不光治疗难度增大，生活
也不能自理。

冀博提醒，一氧化碳对脑
血管有继发损害，如治疗不彻
底，会造成不可逆损害。据研
究，一氧化碳中毒迟发性脑病
各年龄段均可发生。年龄在

40岁以上；昏迷时间长；患有
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
基础病；在“假愈期”中受到重
大精神刺激；急性中毒时有并
发症，如感染、脑梗死等；中重
度患者在急性中毒后过早不
按医嘱停止治疗或急性期治
疗不当等均容易引起。昏迷4
小时以上的人约有 50%会出
现“假愈期”，尤其是有昏迷史
的老人，一氧化碳中毒后患迟
发性脑病的可能性更大。因

此，一旦发生一氧化碳中毒导
致昏迷的情况，应及时到附近
医院就诊，并进行系统的药
物、高压氧等治疗。“苏醒后也
不要被假象所迷惑，应按医生
建议坚持足够疗程的治疗，以
促进脑细胞功能的恢复，减少
迟发性脑病的发生。如果中
间耽误了治疗，不仅会延长治
疗时间，而且治疗效果也不如
按疗程规范治疗那么好。”冀
博说。 （李莹）

一氧化碳中毒“假愈”

迟发性脑病竟然来袭

本报讯 1月27日，平煤神
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以下简称
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一区副主
任王轶被患者家属坚持“强
塞”5000元红包后，转眼间她
就把这钱“花光”，但她的举动
在同事和患者家属之间收获
了点赞。

据了解，家住卫东区的患
者孙可（化名）今年77岁，于1
月 17日因发作性胸闷在总医
院心血管内科一区住院治
疗。入院后，病区副主任王轶
立即为患者安排各项检查及
相关科室会诊，患者症状逐渐
趋向稳定。1月27日下午，孙
老先生突发胸闷、气喘，血气
分析结果显示患者代谢性酸
中毒、高钾血症、高血糖。王
轶得知患者病情反复后，立即
放弃休息赶往医院组织抢救，
并联系内分泌科及ICU医师进
行会诊，经积极救治后，病人
病情稳定转 ICU 二区继续治
疗。

转科前，家属为了表达谢
意，塞了一个红包到王轶手
里，王轶当场拒绝后，家属却
坚持“强塞”红包。为顾及患
者家属情绪，王轶暂时收下了

红包，但她过后将红包里的
5000元悉数给患者缴纳为住
院费。

当王轶把缴费条递到患
者家属手里时，她耐心向患者
解释道：“你们生病住院本就
很难，钱更应该花在刀刃上，
我们医生不是因为红包才给
你们好好治疗，救死扶伤是医
生的天职，无论给不给红包，
治疗护理上我们都会尽心尽
力的，钱缴住院费里了，你们
出院时用不完还可以退还
的。”患者家属数度哽咽，拿着
缴费条反复对着王轶说谢谢。

“做医生要有最基本的底
线，对我们医生来说，患者和
家属的一声谢谢是对我们最
大的肯定。”王轶说，做这件事
时没有任何犹豫，作为医生，
既然患者来找你看病，那是信
任你，是把生命都托付于你，
如果收了患者的红包，就是破
坏了自己的底线，也是对医生
职业的侮辱。

心内一区护士长王慧敏
也为王轶点赞：“对待患者要
将心比心，多站在病人角度，
去顾及病人的感受，这样医患
关系才能越来越好。”（李莹）

本报讯 美国爱荷华州
立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等机
构的科研人员近日发现，人
们所吃的食物直接影响晚年
的认知敏锐度。这项发表在
《阿尔茨海默病杂志》上的研
究，首次通过大规模分析来
揭示特定食物与晚年认知敏
锐度之间的关系。

研究团队从“英国生物
银行”中收集并分析1787名
46-77岁之间的老年人群数
据。研究初期，这些参与者
完成了一项流体智力测试
（一种以生理为基础的认知
能力，包括知觉、记忆、运算
速度、推理能力等；流体智力
随年龄的老化而减退），测试
内容为问卷一部分。后续又
进行了两次。研究初期和两
次随访时也回答了食物和饮
用酒精方面的问题。食物摄
取频率调查问卷包含参与者

对新鲜水果、干果、生蔬菜、
做熟了的蔬菜、鱼肉、牛肉、
谷物、红酒等食物的摄入量。

研究有4项重要发现：1.
到目前为止，奶酪被证明是
能预防认知衰退的最具保护
性的食物；2.每日饮用红酒
与认知功能改善相关；3.每

周食用羊肉而非其他红肉，
或能改善长期认知能力；4.
过量摄入盐对健康有害，存
在阿尔茨海默病风险的人需
要注意盐分摄入量。

该研究成果认为，选择正
确的食物，有助于预防疾病和
防止认知功能下降。（生命）

本报讯 1月 29日，笔者
从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以下简称市一院）骨外一科
了解到，科室团队采用新型
弯角椎体成形术（PVCP）为一
位67岁的老年患者快速解除
病痛，让患者恢复正常行走
活动。

“1个月前在家弯腰捡东
西时，我突然腰痛得受不了，
贴膏药、吃止痛药都不行，想
不到竟然是椎体压缩性骨
折。在市一院做了微创手术
后，腰也不疼了，又能下床走
路了。”手术后的张国林（化
名）说起这次在市一院治疗的
事儿，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

数天前，家住叶县的张
国林腰疼得实在受不了，在
家人的陪同下，他找到市一
院骨外一科问诊，被诊断为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
骨外一科副主任医师王林杰
经过仔细查体、阅片后评估
病情，决定采用新型弯角椎
体成形术进行微创手术，让

患者少受罪，解决椎体压缩
骨折带来的病痛。

手术当日，王林杰在C型
臂引导下对患者伤椎精准定
位，经皮穿刺后置入弯角椎
体成形装置，定向多点低压
注入骨水泥，均匀分布于责
任椎体内。这种新技术无需
手术切口，只需要置入穿刺针
即可，手术时间仅用了30分
钟，术后患者腰痛立刻缓解。
术后，患者一家连连感叹现代
医学技术的先进，在腰上扎个
针就做完了手术，止疼效果立
竿见影。随后，老人通过抗
骨质疏松药物巩固治疗，一
周后顺利康复出院。

据骨外一科主任林岿然
介绍，骨质疏松症是中老年
人最常见的骨骼疾病。脊椎
椎体的骨质疏松就会导致椎
体骨量低下，椎体微结构损
坏，一次摔伤或者弯腰活动
就极其容易发生椎体压缩性
骨折，这种骨折引发剧烈腰
背疼痛，造成患者弯腰驼背、

行动困难，进而引发其他全
身性疾病，是老年患者致残
和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过去，椎体压缩性骨折
常采用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术
（PVP），通过微创切口为患者
进行治疗。而此次最新研发
的弯角椎体成形术，进一步
降低传统PVP椎体强化手术
的风险，通过单侧穿刺达到
双侧穿刺的手术效果，精准
实施骨折的椎体成形治疗，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该技术
一体成形，有效降低骨水泥
渗漏率，实现骨水泥在椎体
内无缝弥散填充，有效缓解
疼痛，降低再骨折发生率。

市一院骨外一科自2020
年 12月首次开展该项新技术
以来，已累计完成该型手术
近20例。作为全国较早一批
实施此项微创技术的专家之
一，王林杰由此应邀参加全
国第一期椎体成形弯角技术
云上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

（李莹）

本报讯 连日来，随着国家
集中采购医用耗材政策在我市
落地，越来越多的患者节省了
费用，从国家集采政策中获
益。近日，90岁的李老太在平
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以下
简称总医院）眼科顺利接受左
眼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人工
晶体植入术，她选择的是国家
集采的预装非球晶体，过去，这
种人工晶体的价格为4680元，
现在价格为1778元，仅人工晶
体这一项材料费，就节省了近
3000元。

术后第一天，李老太摘去
蒙在眼睛上的纱布后，视力恢
复良好，她格外激动地说：“总
医院眼科医生水平高，又赶上
国家的好政策，我太有福气
了。”

总医院眼科主任朱文魁介
绍，自1月10日起，医用耗材集

采新政在河南省落地实施。除
了备受关注的冠脉支架，常用
于治疗白内障的人工晶体也在
此次降价范围。作为白内障手
术中常用的高值耗材，此次人
工晶体平均降幅为 56.3%，最
高降幅达85.69%。例如，原价
超过 6000元的散光矫正型人
工晶体降至3190元。

“人工晶体的带量采购是
河南省首次组织高值医疗耗材
的集中带量采购，旨在以量换
价，由政府组织各级医院填报
需求量，并作为买单方与企业
换取巨幅降价。”朱文魁说，人
工晶体虽然大幅降价，但质量
和原来的一模一样，患者完全
可以放心使用。总医院眼科正
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患者来
院行白内障手术不需要额外申
请、额外交费，自动根据国家标
准收费。 （李莹）

喝红酒吃羊肉保护智力

市一院开展弯角椎体成形术
为重度骨质疏松患者解除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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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家属“强塞”红包

这位医生的做法引来点赞

节省近3000元
白内障患者用上国家集采人工晶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