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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养老
机构申请内设医疗部门，取消
行政审批，实行备案管理；新举
办医养结合机构实行备案制管
理……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等五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医
养结合机构审批登记备案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县（市、区）卫生
健康部门、民政部门根据医养结
合机构申办人的需要和条件，在
审批备案事项及流程、受理条
件、材料清单、办理时限等方面，
为其提供准确、详细的政策解释
和业务指导，优化医养结合机构
准入流程和环境，促进医养结合
机构健康发展。

养老机构想在内部设立诊
所、卫生所（室）、医务室、护理站
的，郑州取消对养老机构申请的
行政审批，实行备案管理；养老机
构申请举办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
的，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
一”；养老机构申请设立三级医疗
机构的，经市卫生健康委初审后，
向省卫生健康委提交申请，申办
人收到《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后，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并提
交相关材料，审核合格后发放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对医疗机构想申请设立养

老机构的，郑州不再实施养老机
构设立许可；具备法人资格的医
疗机构申请设立养老机构，可不
另行设立新的法人，可不另行法
人登记；社会力量举办的医疗机
构申请设立养老机构的，依法办
理章程核准、修改业务范围，并根
据修改后的章程在登记证书的业
务范围内增加“养老服务”等职能
表述后，依法向县级以上民政部
门备案；公立医疗机构申请设立
养老机构的，应当依法向编办提
出主要职责调整和变更登记申

请，在事业单位主要职责及法人证书“宗旨和业务范围”中增加“养
老服务、培训”等职能后，依法向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备案。

对于申办人提出申请新举办医养结合机构，即同时提出申
请举办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的，只需要根据医疗机构和养老机
构的类型、性质、规模向卫生健康部门、民政部门或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提交申请；对于举办符合医疗机构备案条件的新建医养
结合机构，市卫生健康委同市民政局制定统一的设置医养结合
机构备案书、备案承诺书等样本，并制定备案工作流程图，供医
养结合机构申办人参考使用。

郑州还要求，医疗保障部门要根据医养结合机构和内设医
疗机构特点，将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纳入医保协议管理范围，完善协
议管理规定，依法严格监管，提升医养结合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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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17 日下午，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家通过中
国移动5G网络远程指导鄢陵县
中医院手术室医务人员为一名患
者进行介入手术。

当天下午3点，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介入科副主任医师胡小
波快步走入应急指挥与救治实验
室，此时屏幕上已呈现出鄢陵县中
医院介入手术室的场景，患者的生
命体征数据和病灶影像也通过5G

远程传输清晰地呈现在面前。“声
音清晰、画面清楚，手术可以开始
了。”胡小波与大屏幕另一端手术
现场的鄢陵县中医院院长助理李
宏雨、介入科主任高世杰确定信
号，随后便开始了远程手术指导。

据了解，这是我省首次基于
5G网络开展的远程手术指导，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家通过中
国移动5G网络远程指导鄢陵县
中医院手术室医务人员为一名患

者进行介入手术。5G 远程手术
指导是基于5G网络，通过视讯、
图文等方式实现手术医生与远程
专家之间的交流互动，具有实时
性强、不受地域和时间限制等优
势。依托中国移动5G网络和云
视讯系统，胡小波坐在实验室细
心地观看着手术现场画面、手术
影像和生化指标信息，不时插话，
矫正手术动作。近 1 个小时后，
手术顺利完成，效果良好。李宏

雨在术后感叹：“这也是第一次感
受5G网络下的远程手术指导，图
像实时传输非常清楚，场景零延
时，专家仿佛就在现场指导。在
远程指导下，手术更加精细，有效
提高了手术成功率。”

自2018年以来，中国移动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启动了国
家发改委首批5G医疗示范项目，
双方基于5G网络开展了院内、院
外、院间的一系列5G医疗应用探

索，并积极推动5G医疗在全省的
应用。今年6月份，鄢陵县委、县
政府在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
中，同河南移动签署5G战略合作
协议，推动了5G医疗在县域的应
用推广。6 月 27 日，在上海世界
移动通信大会上，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国家实验室远程医学中
心成功连线鄢陵县中医院5G网
络远程会诊分中心、5G远程救护
车等。（王正勋 侯林峰 朱 炎）

全省首例5G网络远程指导介入术
在鄢陵县中医院开展

本报讯（记者史 尧 通讯
员邢永田）近日，华中阜外医院
专家为一名出生 20 天、体重仅
1.2公斤的早产男婴成功实施“室
间隔缺损修补+房间隔缺损修
补+动脉导管缝扎术”，使孩子重
获新生。

小患者然然（化名）是孕 28
周的早产儿，全身血容量仅有80
毫升，患有巨大型室间隔缺损、
房间隔缺损、粗大的动脉导管未
闭等先天性疾病；出生时呼吸困
难、血氧饱和度低，被诊断为新
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经过两
周多的全面治疗，然然仍无法脱
离机械辅助通气。同时，专家们
还发现然然患有多种先天性心
脏病，并且已经出现腹胀、肺部
感染、心力衰竭等症状。

为了拯救然然宝贵的生命，
华中阜外医院儿童心脏中心、麻
醉科、超声科、体外循环科等多
学科专家会诊后，决定紧急为然
然修补心脏。

“因为孩子身体血管比静脉
输液针还细，实施手术的每一步，
甚至连最基本的静脉穿刺都变成
了挑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小儿体外循环科主任、华中阜

外医院首席顾问专家刘晋萍说。
鉴于孩子体外循环管理风险

大的问题，刘晋萍专程赶到郑州，
全力为手术提供保障。在手术中，
体外循环机上使用的管道为“小新
生儿专用”，循环管道又细又短，极
大降低预充液量，这样就可以把对
患儿血容量的影响降到最低。

无影灯下，儿童心脏中心二病
区主任彭帮田教授主刀，副主任医
师艾峰和郑家永担任助手。由于
然然的心脏只有“鸽子蛋”那么大，
脆弱得像豆腐一样，彭帮田就在放
大镜的辅助视野下，小心翼翼地划
开心包，用时100分钟缝扎了动脉
导管、修复了心内两个缺损。

“为这样的孩子做精细的心
脏直视手术，无论是对手术团
队，还是对麻醉、体外循环、儿童
重症团队来说，都是技术和心理
上的终极考验。”据彭帮田介绍，
此次手术的主要难度在于孩子
早产、体重太轻、组织太嫩、各个
器官发育不成熟、已经长时间机
械辅助通气等，接受体外循环和
心脏停搏是巨大的挑战。

术后，患儿心脏自动复跳，
各项生命指征平稳，顺利撤掉体
外循环机。

如何减盐、减油、减糖？科普
专家推荐的小窍门就是：坚持使
用控油限盐壶；烹饪时少放盐与
酱油，尝试用辣椒、大蒜、醋和胡
椒等为食物提味；不喝或少喝含
糖饮料，少吃或不吃榨菜、咸菜，
以及腊肉香肠等酱制食物；多用
蒸、煮、炖、焖、拌等健康烹饪方
式。9 月 18 日，在河南省驻马店
市上蔡县庙王村，2019年河南省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月暨“915”（谐
音“就要 5 克”的减盐理念）减盐
周活动正式启动。

成人每天用盐量不超过5克
老人和孩子还要酌量减少
在活动现场，健康科普专家

利用限盐勺等工具进行现场演
示，将健康饮食方式传授给当地
村民——成年人每天食用5克盐

就够了，用盐量相当于一啤酒瓶
盖儿的含量，老人和孩子的还要
酌量减少。

村民王阿姨说：“我没注意过
用盐量，买回来都倒进盐罐了，用
的时候也是凭感觉。”但她同时坦
言，患有高血压病的丈夫“盐味”
最重，总感觉饭菜不够咸。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
任郭万申说，伴随着饮食结构和
生活方式的变化，糖尿病、高血压
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已成
为影响百姓健康的重要疾病；不
久 前 印 发 的《健 康 中 国 行 动
（2019~2030 年）》指出，合理膳食
以及减少每日的食用油、盐、糖摄
入量，有助于降低肥胖、糖尿病、
高血压病、脑卒中、冠心病等疾病
的患病风险。他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让大家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
学到有用的健康知识，保护自己
和家人的健康，为健康中国、健康
中原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统计显示，现在我们国家每
人每天平均盐摄入量是 10.5 克，
远远高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健康
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每人
每天不超过 5 克’的推荐量。”河
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
与慢性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何
景阳说，盐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调味品，也是人体内钠元素
的主要来源，但凡事都有度，“盐
值”过高会给健康带来一系列不
利因素，最直接的就是会使人患
高血压病，而高血压病又是引发
脑卒中、心脏病及肾脏疾病最主
要的危险因素；另外，吃盐过多

还会增加胃病、骨质疏松、肥胖
等的患病风险。

那么，怎样才能准确掌握每
天的食盐量呢？“5克盐大约为一
啤酒瓶盖儿的含量。”何景阳说。
他建议大家在家中备一个定量盐
勺，做饭时根据吃饭人数和菜量
来调整用盐量。

警惕“藏起来”的盐
据 2015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

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居民钠元素
的主要来源是盐、酱油等调味
品。同时，速食制品、肉制品、烘
焙和膨化类食品中也含有较多的
钠元素。统计数据显示，在河南，
每人每天平均盐的摄入量是9.13
克，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另外，盐还可能隐藏在我们
感觉不到咸的食品当中，比如挂

面、坚果、冰激凌等。”何景阳说，
“大家日常在挑选食品的时候需
要注意查验营养成分表，选择那
些钠元素含量比较低的食品。‘隐
形’盐的大量存在，是居民在减盐
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就人均推荐食盐摄入量由6
克减少到 5 克的问题，有关人员
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
新标准，相关部门将推荐量做了
修改。

日常减盐有技巧
“减盐需要循序渐进，减少食

物中 15%以下的盐含量，往往不
会被人们察觉。”河南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健康教育与慢性病防治
研究所李莹说，我们的味蕾也是
有适应性的，一般一两个月就能
适应清淡的饮食口味。

“用辣椒、大蒜、醋、胡椒等代
替酱油、蚝油、豆瓣酱、鸡精、味
精、番茄酱等调味品为食物提味，
也可减少盐的摄入量。炒菜等快
起锅时再放盐，凉拌菜等吃时再
放盐，这样可以达到放较少的盐
量却又有明显咸味的目的。”李莹
说。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通
过放置海报、悬挂宣传条幅、发
放减盐减油支持工具，传授群众
减盐、减油、减糖和健康口腔、
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的相关知识
和生活技巧，引导大家远离慢性
病困扰，起到了较好的宣传效
果。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远离慢性病
本报记者 杨 须 通讯员 安伟锋 文/图

活动现场

“11号车厢一名乘客突发疾
病，急寻找医生。”9月11日16时
40分，在由北京西开往漯河的列
车上，广播声突然响起。

此时，正在接受查票的漯
河市第三人民医院乳腺外科医
师崔贺华立即起身直奔该趟列
车的 11 号车厢。崔贺华通过询
问，得知该乘客出现脐周腹痛、
半小时前腹泻，既往无冠心病、

糖尿病等慢性病史，同行人员
昨 日 有 人 进 食 海 鲜 后 出 现 腹
泻。崔贺华对该乘客查体后未
发现腹膜炎体征，麦氏点无明
显压痛，考虑其疑似急性胃肠
炎。

在了解病情后，崔贺华给予
该乘客诺氟沙星口服，叮嘱其使
用温水热敷腹部。随后，平煤集
团总医院的一位内科医生也加入

了急救，给予该乘客速效救心丸
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待患者好转
后，又叮嘱患者慢慢观察，下车后
到医院做一次检查。

该趟列车的列车长对两位
医生表示感谢时，他们说：“当
时没什么顾虑，完全是出于一
名医生的本能，只要有患者需
要帮助，医务人员就会上前帮
忙。”

本报讯 9月5日，平顶山市
湛河区第二季度住院病历集中会
审顺利结束。

在此次会审中，湛河区医疗
保障局、区纪委监委派驻医保局
纪检监察组和特邀医疗机构专
家，对 526 份住院病历进行了为
期两周的集中会审，共审核出不
符合医保报销政策的病历27份，
涉及金额8.6万元。区医保中心
将对所涉及的资金予以扣款，并
对涉事医疗机构下达整改意见
书，要求涉事医疗机构限期整改
到位。

为了规范定点医疗机构诊疗
行为，防止医疗机构过度检查、过

度用药、虚报费用等行为，湛河区
建立了住院报销病历“三方会审”
制度，每季度由区医疗保障局抽
调专业人员、区纪委监委派驻医
保局纪检监察组对住院报销病历
进行审核，并邀请本市医疗机构
权威专家参与会审，力促审核结
果公平公正，确保医保基金安全
运行。

据了解，湛河区住院报销病
历“三方会审”制度重点对合理住
院、合理诊疗、合理用药、合理报
销及执行相关医保政策情况进行
全面审核，同时在审核结束后及
时将审核结果反馈到各定点医疗
机构，作为扣减医院不合理费用

的依据和医院整改的方向。
截至目前，湛河区共对5169

份住院病历进行了集中会审，审
核出存在问题的住院报销病历
300 余份，其中涉及扣款及拒付
报销费12.8万余元。

据湛河区医疗保障局局长李
建国介绍，通过建立住院报销病
历“三方会审”制度，不仅有效规
避了医保基金安全风险，维护了
参保群众的切身利益，还对违反
医保政策、套取医保基金等违规
行为形成震慑，进一步筑牢了定
点医疗机构的法纪意识、底线意
识和红线意识。

（弘 扬 王世欣）

平顶山市湛河区

“三方会审”制度共护医保基金安全运行

2019年9月17日是第一届“世界患者安全日”。当天，漯河市源汇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辖区内医
疗机构，以“人人参与患者安全”为口号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旨在动员医院各个岗位上的
工作人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关注患者安全，共同编织一个紧密的安全网，提升医院安全水平，保障患
者健康权益。图为优质查房评比活动现场。 王明杰 纪雨辰/摄

华中阜外医院成功为
“袖珍宝宝”修补心脏

乘客突然发病 医生伸出援手
本报记者 王明杰 通讯员 纪雨辰 荆 明

“我肚子疼……”“多喝水。”“我上火了，牙龈
肿痛。”“多喝水。”“我感冒发烧了。”“多喝
水。”……

既然喝水有这么多好处，是不是可以没事就
喝点儿，有病治病，没病防病？

其实，短期内喝很多水，很有可能会中毒。
这不，50岁的王女士，就因为两小时内饮下6000
多毫升水，险些丢掉性命。

今年50岁的王女士，因为身体不适，想着多
喝水排毒，就在两小时内喝下了6000多毫升白开
水。其间，王女士越喝越感觉身体难受，头晕、反
胃，身体越来越沉，最后竟然开始四肢抽搐，随即
发生昏迷，被送往医院后还被下达了病危通知
书。

“这可能是‘水中毒’了。”河南省人民医院急诊
重症监护室主任王龙安和主治医师史晓朋接诊后，
对王女士进行了紧急血浆渗透压和电解质检查，结
果显示王女士体内的电解质已经紊乱，出现了低
钾、低钠，渗透压也低于正常水平。“如果救治不及
时，王女士的神经系统将永久性损伤，严重时将导
致死亡。”王龙安说。

医务人员对王女士补充电解质后，患者情况
逐渐好转，一天后便出院了。

多喝水，这句我们平时再熟悉不过的话，竟
然险些要了王女士的命。那么，“水中毒”是怎么
一回事呢？普通人究竟喝多少水才健康？

王龙安说，“中毒”不单指有毒物质，所有化
学物质超出一定量，到达体内后对肌体造成损害
的现象，都叫中毒。

“水中毒”就是指长期喝水过量或短时间内
大量喝水，随着水分的排出，人体内以钠元素为
主的电解质会被稀释，血液中的盐分会越来越
少，吸水能力随之降低，一些水分就会很快被吸
收到组织细胞内，使细胞水肿；开始时会出现头昏眼花、虚弱无
力、心跳加快等症状，严重时甚至会出现痉挛、意识障碍、昏迷、脑
压上升、肺水肿、肾脏损害和肌肉伤害，甚至致死。

“普通人发生‘水中毒’的概率其实少之又少。只要不在短时
间内大量饮水，一般都没事。”

作为正常人来说，每人每天应该补充1500~3000毫升水，补水速度
不能过快，不能超过肾脏的排泄速度（0.7~1.0升/小时）。

切记，正常喝水的3条基本准则是：多次，少量，慢饮！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自己喝水够不够呢？
史晓朋提醒，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小便的颜色判断水

分补充是否充足。浅柠檬色代表水分处于最佳状态；清澈无色则
代表可以适当减少水分摄入；如果尿液呈黄色，则赶紧补水。

对于补水，史晓朋提醒，建议喝白开水、矿泉水、纯净水。纯
净水里面微量元素不足，并不适合长期饮用。烧开的自来水是最
接近人体矿物质含量的水，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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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加强医疗质量
安全管理与风险防范 近
日，开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组织召开全市医疗质量安
全管理与风险防范工作会
议。会议通报了该市上半
年医疗纠纷处理情况、医院
感染管理督导检查情况等
全市医疗质量安全管理现
状，宣读了《开封市医疗乱
象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就
医疗机构如何有效化解舆
情作了讲解，并对下一步做
好医疗质量管理与风险防
范工作做了部署。开封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人说，

各单位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高度重视，进一步提高医疗
质量，保障患者安全，有效
防止和减少医疗不良事件
和纠纷的发生；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要以专项行动为抓
手，扎实深入开展医疗乱象
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规范
该市医疗秩序；要加强医疗
质量管控，强化医护核心制
度落实，努力降低医疗纠纷
事件的发生率，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的健康权益；要组织
开展“回头看”督查工作，针
对存在的问题迅速开展整
改。 （李 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