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5 月 15 日是第 29
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
防治碘缺乏病日的主题是：“智
慧人生健康路，科学补碘第一
步。”市疾控中心地病科专家表
示：我市属于外环境普遍缺碘
地区，仍需长期坚持科学补碘。

据市疾控中心地病科姬晓
娟科长介绍，碘是人体新陈代
谢和生长发育必需的微量元
素，人体每天都在进行碘代谢，
当碘摄入不足或缺乏时会引起
碘缺乏病。

有市民担心，食盐补碘这
么多年，会不会补过量？对此，

姬晓娟说，多年来，市疾控中心
持续进行碘缺乏病的监测，结
果表明，在食用加碘盐的情况
下，我市居民碘营养总体处于
适宜状态。

2021年，市疾控中心组织
开展了全市地方病相关危害因
素监测，覆盖全市所有行政村，
全面摸清了平顶山市地方病
危害因素分布情况，为科学补
碘提供了基础数据。本次调
查覆盖 125 个乡镇（街道办事
处）2196个行政村。调查结果
显示，2191 个行政村（占调查
总量的约99.8%）水碘含量在0
至 40μg/L 之间，5 个行政村
（占调查总量的约 0.2%）水碘

含量在 40 至 100μg/L 之间。
根据国家碘缺乏地区和适碘地
区 划 分 标 准 ，水 碘 含 量 在
40μg/L 以下为碘缺乏地区。
平顶山市外环境普遍处于缺碘
状态，是全省最低的地区之一。

姬晓娟说，要预防碘缺乏
病，最佳方法就是科学补碘，而
食用碘盐是防治碘缺乏病的最
好方法。食用加碘食盐不仅安
全、有效、经济和容易推广，还
是符合微量、长期、生活化的补
碘方法。在碘缺乏地区推行食
盐加碘措施不是权宜之计，需
要长期坚持。但是，对于甲状
腺疾病患者是否需要补碘，应
遵循医生的建议。

市疾控专家：

我市居民仍需长期坚持科学补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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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医生，在疫情面
前要勇担重任、冲锋在前，时时
刻刻守护百姓的生命健康。”近
日，在发热门诊一线坚守了
860多个日夜的宝丰县医疗健
康集团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主任杨增彦如是说。

自我国首轮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杨增彦积极带领感
染性疾病科39名工作人员全心
投入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和留观
病区一线，进行防疫、抗疫，并负
责组织、协调、管理和治疗。

今年 49 岁的杨增彦说：
“发热门诊是疫情防控的关键
‘哨点’，疫情初期，大家对新冠
病毒的认识不够全面，作为发
热门诊的负责人，其中一项重
要任务就是医护人员的培训。”
为了保证疫情筛查不漏诊，医
务人员安全不感染，他在日常

诊疗的同时，每天利用早交班
时间对医护人员进行新冠肺炎
知识培训，进行疫情相关知识
考核，并定期安排“实战演习”。

面对危险，杨增彦总是冲
到最前沿指挥排查、隔离、防护
和转运工作。他每天提前1个
小时上班，从发热门诊、预检分
诊点检查前一天登记情况开
始，然后到医疗废物处理、个人
防护细节末梢，每天紧盯、细
查，常常忘记了吃饭；防护服一
穿就是几个小时；为了少上厕
所，不喝水，导致声带水肿，不
能发声；时常忙到深夜，直接住
在科室。

由于长时间劳累，杨增彦
患上了阑尾炎，术后边输液边
坚守岗位。他说：“发热门诊不
仅是院内感染最高发的区域之
一，也是传染性疾病交叉感染

的重点区域，专业性强，我不放
心啊。”从诊疗、检查、研判、采
样、收集标本、填表、上报等一
系列工作到晚上汇总、分析，每
一项他都详细把关。在杨增彦
的带领下，2022年前5个月发
热门诊共分诊6975例患者、黄
码 1388人次、红码 10人次，核
酸检测 1703063 人次、留院观
察4586人次，牢牢地守住了宝
丰 疫 情 防 控 第 一 道 屏 障 。
2020年 8月，由他带领的团队
被评为平顶山市优秀医师团
队；2021年 9月他被评为宝丰
县抗疫先进个人。

“作为一名传染科医生，我
将勇挑重担，用实际行动守护
宝丰一方百姓的健康，尽己所
能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自己的力量。”杨增彦说。

（魏应钦 吴菲）

抗疫先锋杨增彦：发热门诊“守护者”

□记者 魏应钦

本报讯“糖尿病还能引
起不育症？”近日，鲁山县的张
先生因多年不育来到市计生
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咨
询，当被告知多年的不育可能
与患糖尿病有关时，他感到很
惊讶。

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
诊治中心医生席文举介绍，现
在糖尿病的发病人群逐渐年
轻化。“正是糖尿病妨碍了一
部分男性实现生儿育女的愿
望。有学者专门调查发现，
40 岁以下男性糖尿病患者
中，有25%至30%的人会发生
不育。”

糖尿病是如何损害男性
的生育能力呢？患糖尿病的
准爸爸们又该怎么面对自己
的生育问题呢？人们一提起
糖尿病，马上会想到的是体内
的胰岛细胞出问题了。同样，
糖尿病导致男性不育的途径
和机制也大都与此相关，在一
定意义上可以说胰岛素分泌

缺陷是导致男性糖尿病患者
不育的罪魁祸首。据悉，糖尿
病的糖代谢紊乱，使得男性睾
丸内的间质细胞（分泌雄性激
素）和垂体前叶细胞（分泌促
性腺激素）及其他激素的分泌
细胞对糖的利用过程发生障
碍，以致合成性腺激素和促性
腺激素的功能受损。血液中
相应的激素水平降低，造成生
殖内分泌激素功能障碍，还致
使精子活动需要的能量来源
不足，严重影响精子活动度。
因为具有良好活动能力的精
子才具有受孕能力，而精子的
活动能力来源于精子细胞内
的以糖代谢为主的一系列复
杂生化事件的有序进行。

“如果包括阴茎在内与性
活动完成相关的动脉、静脉
血管和神经已被糖尿病侵
蚀，就会出现糖尿病性勃起
功能障碍或是射精障碍。当
盆腔交感神经系统被损害，
则会发生逆行射精，不利于
精卵结合，造成不育。”席文
举解释道。

市计生科研所专家提醒：

当心糖尿病让男性不育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5 月 14 日，一名
44岁男子因突发胸痛被急送
市第一人民院新院区心内科
抢救，所幸手术及时，病人
躲过一劫。专家提醒：疫情期
间宅在家中，更要注意清淡饮
食、适量运动、规范服药，远离
心脑血管病诱发因素。

5月 14日晚7点左右，44
岁男子纪先生因突发胸痛由
外院急诊送至市一院新院区
心血管病中心。经检查，患者
被诊断为急性ST段抬高型心
肌梗死，医院迅速启动绿色通
道，为患者进行介入治疗。心
脏造影显示，患者三条心血管
中有两条血管完全闭塞，一条
血管已堵塞95%，病情十分危
急。

时间就是生命。为了争
分夺秒抢救生命，该院心血管
病中心立刻通过导管室做准
备，按照预案进行疫情期间急
诊手术。心内科五病区主任
谢鹏飞和助手乔堃两人按照
二级防护标准全副武装之后，
进入急诊手术室，快速做好术
前准备。

7点40分左右，急诊介入
手术开始。根据手术方案，谢
鹏飞决定立即开通患者前降
支血管，随着导丝送入的支架
将血管狭窄部位慢慢撑开，电
脑屏幕上可清晰看到，原先细
若游丝的血流影像慢慢变粗，
逐渐畅通，病人胸痛症状迅速
缓解。

“第一步先保命，随后再
对另外两条完全堵塞的血管
进行下一步手术。”谢鹏飞说，
目前患者转危为安，已转入过
度病房进行治疗。

据了解，患者纪先生患有
高血压，且体型肥胖，170 多
厘米的个头体重190斤，爱吸
烟喝酒，还不按时服用降压
药，加上疫情宅家期间，既管
不住嘴，又缺乏运动，这才诱
发了急性心肌梗死。

针对此病例，谢鹏飞提醒
说，40岁至55岁是心脑血管
病的高发年龄段，特别是肥胖
和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
病的群体，在这个年龄段要特
别警惕。疫情宅家期间，要注
意清淡饮食，适量做一些室内
运动，谨记且遵医嘱按时服
药，避免诱发心脑血管病。

一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在市一院手术获救
专家：疫情宅家要远离心脑血管病诱发因素

5月16日上午，市二院门诊大厅，市民正在有序排队缴费就诊。据介绍，5月6日至今，该
院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医疗运行，持续全力保障市民正常就医需求。5月16日我市有序
恢复主城五区正常生活秩序后，该院将继续严格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诊疗安排，为
市民提供充足、安全的高质量医疗服务。 闫一博 摄

有序开展各项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