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二院实施国家级项目
慢阻肺高危人群早筛与干预项目正式启动

淮安区强化
医疗卫生综合监管

涟水县人民医院做好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与管理工作

“肾”情相伴 亲密一家
市中医院肾病科举办“迎新春 送健康”肾友联欢会

2岁女童腹藏4颗磁力珠
市妇幼保健院医生巧手取出

2021年，在市、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指导下，涟水县人民医院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通过全

院上下的共同努力，取得比较显

著的成绩。2021年，该院共上

报 250 例药品不良反应，其中

109例为新的药品不良反应、65

例为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新的

及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占比为

69.6%，未发生一起漏报、瞒报、

迟报现象，做到了准确、科学、及

时。

为使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

作落到实处，该院多举措做好药

品不良反应监测与管理工作：一

是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管理

小组充分发挥职能，经常组织全

院医务人员学习《药品不良反应

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并指定

专职临床药师负责药品不良反

应的收集及上报工作。二是不

断完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与监

测制度，完善ADR上报流程，建

立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由各临

床科室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

为本科室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联

络员组成监测网，各监测员做到

反馈灵敏、报告及时，形成层层

有人管、层层有人抓的良好局

面。三是不断完善奖惩制度，加

强监管力度，根据科室重视程

度、上报质量进行考核；将每季

度药品不良反应上报汇总情况

通过《药讯》进行公示，从而减少

临床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

（周兰兰 王国扬）

为更好地普及肾脏疾病相关知

识，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1月9

日下午，市中医院肾病科举办“迎新

春 送健康”肾友联欢会，50余名肾病

患者和其家属共赴这场“家庭”聚会。

活动中，市中医院副院长王素芹

致开幕词，感谢肾友们的到来。她表

示，市中医院举办肾友会的宗旨是：

“你把生命托付给我，我把健康奉还给

你，让我们的生活有质量有尊严。”她

希望通过肾友会为患者提供一个相互

交流、相互鼓励的平台，提高大家积极

治疗疾病的信心，增进对慢性肾脏病

及透析知识的全面了解，提高生活质

量，享受美好人生。

该院肾病科副主任、副主任中医

师高先楼写福送福，让肾友们提前感

受新年气息，把福气带回家。肾病科

主治中医师王苏伟作《血液透析患者

的饮食指导》专题讲座，指导患者们科

学合理饮食。肾友和其家属们对讲座

内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认真听讲、仔

细记录，表示受益匪浅。

讲座结束后，肾病科还在有奖抢

答环节，将肾友们需要注意的日常用

药、护理、饮食要点变成一道道抢答

题，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加深

对这些知识的印象。肾友们积极参与

抢答，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护理部副主任莫淑红、血液净化

室护士长孙荣等还带领肾友们一起练

起了八段锦。高兴之余，肾友代表乔

女士、王大爷等进行了交流发言，讲述

自己患病后的治疗过程和心路历程，

并分享治疗中饮食控制、自我管理的

宝贵经验，鼓励病友们勇敢面对，积极

治疗，与病魔作斗争，坚持不懈，科学

管理自我。

最后的抽奖环节将整个活动推向

高潮，现场一片欢声笑语，让大家感受

到来自医院的关爱与温暖。高先楼表

示，今后，他们将不断创新肾友会的举

办形式，进一步丰富肾脏疾病的防治

内容，维护好微信群，提高肾友的自我

防治意识和战胜疾病、快乐生活的信

心，使大家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该院肾病科目前拥有医生11人，

其中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工作指导老师、江苏省名中医1人，江

苏省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指导老师、淮安市名中医1人，江苏省

“333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2人，淮

安市“533英才工程”人才2人；正高5

人，副高2人，硕士6人，博士1人。该

科坚持中西医并重，突出中医特色，擅

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慢性肾衰、慢性

肾炎、肾病综合征、尿路感染、糖尿病

肾病、狼疮性肾炎、紫癜性肾炎等疾

病。学科秉承全国中医肾病名家邹云

翔教授、国医大师邹燕勤教授治疗肾

病的学术宗旨，并对学术带头人严冰

主任、吴良侠主任治疗肾病的经验及

效方进行挖掘、整理、继承、创新。

科室下设血液净化室，常规开展

血液透析、血液透析滤过、血液滤过、

可调钠序贯透析、血液灌流、连续性肾

脏替代治疗、深静脉穿刺置管术、动静

脉内瘘成形术等治疗，可随时为各种

急慢性肾衰竭、高钾血症、急性肺水

肿、代谢性酸中毒及药物中毒等病员

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同时采用中药

内服、穴位贴敷、中药熏蒸等中医药特

色疗法改善血透患者的并发症，如营

养不良、钙磷代谢紊乱、顽固性便秘、

皮肤瘙痒等。 （张丽 申琳琳）

15岁，本该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

的花季年龄，但曹某却在这个年纪栽

了个跟头，差一点在灰暗的路上越走

越远……

曹某，高一学生，父亲是某知名中

学的校长，母亲全职在家。曹某在中

考时发挥失利，进入高中后难以适应

高中的学习和生活。她原想得到父母

的安慰，最后却是指责和埋怨。种种

原因，使她日渐消沉，成绩一落千丈。

老师和父母误认为是她懈怠，并对她

不断指责。渐渐地，曹某对生活失去

了希望，开始沉溺于各种自伤，用利器

划伤自己、偷偷饮酒吞药等。被家人

发现时，曹某的左侧手臂上已布满密

密麻麻的伤痕。

市三院心身疾病科专家团队给予

抗抑郁、抗焦虑药物，并联合言语暗

示、松弛治疗、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及系

统心理治疗后，曹某病情逐渐好转。

经过为期3周的治疗，曹某心情放松，

恢复健康。

据该院心身疾病科副主任张福池

介绍，近年来，像曹某这样因抑郁走入

心理科诊室及病房的青少年患者逐渐

增多，有的有明显的创伤史，如被欺

凌、遗弃、虐待等；有的是长期家庭关

系差、留守等；有的是像曹某这样表面

看没有明显逆境，一路走来很顺畅。

但他们有一些共性，即在情感上获得

的支持较少，身边缺乏对他们不良情

绪的包容、接纳；当他们出现精力下

降、注意力不集中等抑郁症早期症状

时，通常会被家人或老师理解为惰性、

懈怠等，导致不能及时就诊，疾病越拖

越重。

张福池建议家长和老师，首先要

增加对孩子情绪的敏感度以及对孩子

不良情绪的包容度。当孩子倾诉自己

的困境、不好情绪时，不急于否定、不

急于转移话题、不急于给孩子“打鸡

血”，而是静下心来倾听，适时表达对

孩子感受的理解；处理完孩子情绪后，

再引导孩子寻找可行的方法。其次，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要只教会孩子

知识、品行，还要教会孩子面对不良情

绪及应对不良生活事件的处理方法

等，从平时着手关注孩子的心理健

康。此外，应尽可能避免对孩子的伤

害，如总要求孩子尽善尽美，总否定孩

子，总拿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比较

等。当发现孩子出现明显消沉、自卑、

精力下降、兴趣减退等症状时，及时带

孩子到专业权威机构就诊。（刘西芹）

花季少女情绪“忧伤”
市三院帮助解忧愁

近日，国家级慢阻肺高危人群早

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正式在市第

二人民医院相关医疗成员单位开展

现场筛查工作。作为全国首个开展

项目现场筛查的项目点，在国家项目

办老师的指导下，首日完成59人次的

现场筛查，筛查出高危人群和慢阻肺

人员4名。

市二院作为市级项目管理办公

室，在市卫健委和市疾控中心的指导

下，对该项目进行统筹管理和技术支

持，在项目开始前已经对各筛查点开

展了项目技术培训、现场指导、项目质

控指导等工作。

市二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是江

苏省临床重点专科，是国家PCCM规

范化建设三级医院优秀单位、国家

PCCM专科医师规范化进修（专修）基

地，是淮安地区规模大、设备全的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拥有丰富的慢病筛

查项目工作经验，有信心有能力保障

此项目在淮安的顺利实施。

我国慢阻肺患者人数约1亿，该病

已成为与高血压、糖尿病“等量齐观”

的慢性疾病，40岁及以上人群慢阻肺

患病率13.6%。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我国慢阻肺知晓率及肺功能检

查率极低。据调查，在所有慢阻肺患

者中，近九成从未得到过明确诊断，这

一现状在基层更为突出。因此，提升

基层对慢阻肺的认知与诊治能力和水

平具有重要意义。（江汇浪 张璐珉）

体检中意外发现孩子腹中

有4颗小珠首尾相连，2岁女童

然然（化名）的父母惊出一身冷

汗。然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

适，这些小珠是什么时候被吞进

去的？

1月5日，然然的父母带孩

子在当地医院体检。拍片时，医

生告知孩子腹内有4颗紧密相连

的小珠。得知这一结果，然然的

父母蒙圈了。医生建议可以尝

试通过胃镜取出异物，但是实际

操作时发现这些小珠位于食道

和胃的交界处，已经嵌入胃壁

内，胃镜很难将其剥离，稍有不

慎就可能引发大出血。随后，医

生建议家长带孩子到上级医院

小儿外科处理。

“孩子来院后，距离首诊已

经过去几个小时，我们又给孩子

拍了片子，发现小珠的位置没有

发生变化，从片子上看，基本可

以确定这是磁力珠，这样的孩子

每年我们都会遇到多个。”淮安

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主治医

师杜永春说。

然然的情况必须手术处

理。虽然腹部立位片上，磁力珠

的位置显而易见，但是术中探查

却费了一番功夫。“磁力珠的位

置是在胃底和食管交界处，四颗

珠子彼此吸附，在胃前壁形成窦

道，就是说珠子已经长进胃壁里

了，被黏膜包裹住，所以找寻起

来比较困难。我们依靠磁力珠

对血管钳的吸引定位到磁力珠

的位置，随后剥开黏膜将磁力珠

取出。”杜永春说。

医生介绍，磁力珠小巧精

致、闪闪发光，但在其可爱的外

表下却藏着巨大的隐患。儿童

由于认知力不足，极易将其当作

糖果误吞，造成严重后果。希望

社会和家长重视，切勿让小小磁

力珠变成孩子的童年伤害。

（刘威）

近年来，淮安区卫健委始终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全面落

实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责任，

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

该区紧紧围绕综合监管要

求，着力强化“四项举措”：一是

深化“放管服”改革。该区落实

“不见面”审批要求，实现网络平

台和手机APP卫生许可申请服

务；积极推进综合监督“双随机

一公开”，完成国家、省、市495

余户双随机监督抽检任务，及时

公示卫生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

信息。去年以来，该区发放公共

场所卫生许可证381户、放射诊

疗许可证8户。二是强化卫生监

督执法。该区开展生活饮用水、

医疗废弃物、消毒餐饮具、环境

卫生等在线监测和监督工作，运

用信息技术，提升监管效能。一

年来，该区先后调查处理投诉举

报和上级交办事项46起，立案查

处违反卫生法律法规案件42起，

处罚金额54.75万余元；深入推

进非法医疗美容、“两非”等专项

整治行动，立案查处非法行医和

医疗机构违规执业24起，取缔非

法行医 12 个，没收药品、器械

300余件，罚没金额50.15万余

元。三是加强职业健康监管。

2021年，该区共检查用人单位

410余户次，发现各类问题350

条，要求按期整改，对拒不整改

单位实施行政处罚，本年度共立

案6起、行政处罚结案2起、当场

行政处罚4起。四是抓实督查培

训活动。该区开展公共场所创

卫复审、学校卫生、集中空调单

位管理人员及放射诊疗人员培

训6期，共计培训800余人次；扎

实开展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和卫

生城市创建活动，继续强化重点

场所疫情防控措施，对全区1480

余户公共场所实施网格化管理、

全覆盖检查，排查疫情隐患，提

高卫生管理水平。

（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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