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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验交流

每周一练每周一练
（（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

卫生监督协管卫生监督协管））

一、下列不属于肺结
核的可疑症状是

A.脓痰
B.咯血、血痰
C.不明原因消瘦
D.盗汗
E.慢性咳嗽、咳痰≥2

周
二、关于结核病健康

管理，以下说法不正确的
是

A.肺结核健康管理服
务对象是辖区内确诊的肺
结核患者

B.管理期间如发现患
者从本辖区居住地迁出，
要及时向上级专业机构报
告

C.督导 人 员 优 先 为
医务人员，也可为患者家
属

D. 出 现 药 物 不 良 反
应、并发症的患者，要立即
转诊，1周内随访

E.接到上级专业机构
管理肺结核患者的通知
单后，要在 72 小时内第一
次入户访视患者

三、室内空气污染物
的来源，不包括

A.装饰材料

B.人的活动
C.交通噪音
D.建筑材料
E.燃料燃烧
四、下列关于某食物

中毒的发病特点叙述正确
的是

A.发病曲线呈缓慢上
升趋势

B.潜伏期较长
C.临床症状完全不同
D.发病与某种食物有

关
E.人与人之间有传染

性
五、下列有关水源保

护说法错误的是
A.取水点上游1000米

以外的一定范围河段划为
水源保护区

B.地面水源取水点周
围半径 100 米的水域内禁
止游泳

C.为方便居民可在井
台上洗衣服和洗菜

D.水井选用浅层地下
水源

E.水井方圆 20~30 米
的范围内，不得设置渗水
厕所

（答案见下期本版）

上期答案（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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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是最常见的外感疾病，
由外感风邪引起。在临床上，感
冒以发热恶寒、头身疼痛、鼻塞、
流涕、打喷嚏、咳嗽为主要症状。
秋季忽冷忽热，容易发病，体弱年
幼的小儿容易感冒，比起吃药打
针，外治法也具有显著效果。

药物治疗
方一：葱豉汤。香豉3克，葱

白头3根。
用法：将香豉研末，葱白头捣

烂如泥，然后混合在一起，加入白
开水少许调和，贴敷于劳宫穴（中
指及无名指往下延伸凹陷处，即
在手掌心第2、第3掌骨之间，偏于
第3掌骨，握拳屈指时，中指点于
掌心的位置）。

此方来源于《肘后备急方》，系
内服之方，后世改为贴敷剂，同样能
疏风散寒，治疗风寒感冒。

方二：中药贴敷疗法。薄荷
32克，大黄、当归、赤芍、甘草各15
克，炒僵蚕10克。

用法：麻油煎药收膏，贴敷于
胸口。

此方具有疏风散寒、清泄内
火之功效，用于治疗风热感冒。

方三：中药煎汤熏足。紫苏
叶、防风、荆芥、薄荷各25克，柴胡
20克，板蓝根、菊花、桑叶各30克，
七叶一枝花40克。

用法：将以上药物煎汤，熏
足，每天1次，每次2~3小时。

此方具有疏风、清热解毒之

功效，风寒风热感冒皆可用。
非药物外治

方一：耳穴压豆法（耳尖放
血、肺、内鼻、咽、喉）。

用法：耳尖处放血，然后用
王不留行籽贴压穴位，每次一
侧，每天按压数次，2~3 天换另一
侧。

古代称耳针为“小针”“微针”
“耳底神针”，其适用范围广，对呼
吸系统压其穴位可以消炎、清热
解毒等；能起到治疗、改善、缓解
症状，提高机体免疫力，减少服药
数量的作用。

方二：悬灸（大椎穴，即低头
时最高起的骨头是第七颈椎棘
突，其下方的凹陷处）。

用法：患者取俯卧位或端坐
低头，然后用艾条在其大椎穴
温和灸，每次 20 分钟，每天 2~3
次。

大椎穴属于督脉，为阳脉之
海，主一身之表。大椎穴是治表
证之要穴，温灸大椎穴有通督解
表之功效，其操作简单，穴位易
定。

方三：拔罐（大椎穴）。
用法：用三棱针点刺大椎穴

2~3 下后，在其穴位上拔罐，以溢
血为度，留罐5~10分钟。

大椎穴为疏风解表、温灸通
阳之要穴，主治一切外感疾病。

食疗方
方药：菊花桔梗雪梨汤。甘

菊5朵，桔梗10克，雪梨1个，黄冰
糖5克。

做法：将甘菊、桔梗洗净，加
水 1000 毫升，煮开，转小火煮 10
分钟，去渣留汁，加黄冰糖搅匀，
盛出，放凉；雪梨洗净削皮，切
丁；在甘菊水中加入梨丁，吃梨
饮汤。

功效：菊花桔梗雪梨汤具有
开宣肺气、清热解毒、润燥止咳之
功效，可以辅助治疗秋燥咳嗽、咽
喉肿痛、眼睛干涩等。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

迎难而上，大胆探索，不断创
新实施“互联网+健康扶贫”平舆
模式，仅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就
出色地完成了“互联网+健康扶
贫”服务中心平台初建任务，为全
县“互联网+健康扶贫”工作的全
面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
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舍小家、顾
大家，在基层温暖人心、赢得民
心，他多次带领医院党员志愿者，
深入分包村开展义诊慰问，免费
为贫困户送医送药，解决贫困户
看病难的问题。

他，就是平舆县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院长，2019年度河南省脱
贫攻坚奖创新奖获得者王铁珍。

平舆县地处豫皖两省交界
处，是大别山革命老区、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截至 2018 年
底，全县尚有贫困户 8981 户，其
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占比达
55%以上，成为脱贫攻坚最难拔
掉的“穷根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康扶
贫是脱贫攻坚战中的一场重要战
役，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是扶贫硬
骨头的主攻方向。”为了破解这一
难题，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指示要
求，王铁珍带领平舆县人民医院

全体医务人员积极实践，大胆创
新，从 2016 年开始，与上海华和
得易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合
作，探索建立“互联网+健康扶
贫”模式，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
以加强健康扶贫规范化、标准化、
制度化、信息化建设为抓手，实现
互联网与医疗服务深度融合，推
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有效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蹚出
了一条破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难题的新路子。

平舆县人民医院是平舆县域
内脱贫攻坚、健康扶贫的一支主
力军，身为院长的王铁珍，在脱贫
攻坚健康扶贫的战场上，深感任
务艰巨、责任重大。健康扶贫工
作任务能否完成？如何充分发挥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如何有
力激发党员干部职工敢担当作
为，推动健康扶贫工作提质增
效？肩负重任，王铁珍义无反顾，
多次组织召开院党委会、各支部
书记会，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结
合医疗行业特点，提出以党建为
引领，坚决打赢健康扶贫攻坚战
的具体思路。

打铁还需自身硬。“有多大
责，就要负多重的任；有多大能，
就要使多大的劲。”王铁珍向全院
党员干部发出号召。

作为单位一把手，王铁珍的
一言一行都被大家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下乡、进村、入户、巡诊，
他多次带领医院10个党支部，组
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深入分包村
组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义诊慰问、
捐赠衣物等。因工作业绩突出，
2019 年5 月23 日，在河南省健康
扶贫工作电视电话推进会上，他
作了《党建引领 助推健康扶贫上
台阶》的典型发言，在全省推介了
平舆县健康扶贫的具体做法。

创新走出新天地。为了有效
实施“互联网+健康扶贫”，切实
服务于贫困群体，王铁珍带领全
院干部职工迎难而上、大胆探索，
打造了健康扶贫的平舆模式。
2016 年 10 月，县委、县政府决定
在全县建立平舆县“互联网+分
级诊疗健康扶贫服务中心”三级
诊疗平台。面对基础设施、人员

调配、网络铺设、县乡村三级平台
衔接畅通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
题，作为“互联网+健康扶贫”的
主力军，平舆县人民医院深感责
任重大、任务繁重、使命光荣。面
对县委、县政府的殷殷重托和全
县老百姓的殷切期望，王铁珍暗
下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
立即召集医院各分管院长、职能
部门主任、业务骨干，成立工作小
组，制定目标任务，责任到人，分
头实施，合力攻坚。

那是一段艰苦但幸福的日
子。“渴了，一口水，不管冷热；饿
了，一盒饭，不顾咸淡。”王铁珍这
样描述“互联网+健康扶贫”中心
筹建时同志们不分昼夜、加班加
点工作的场景。在上级领导和相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全院
干部职工通力协作、奋力拼搏，仅
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出色完成
了工作任务。如今，以平舆县人
民医院为辐射点，其他 3 家县级
医院和19家乡镇卫生院为支点，
224个村级卫生室为网底的全县

“互联网+健康扶贫”三级诊疗平
台功能完善、运行畅通；在此基础
上，县、乡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又建
立了会诊、心电、影像等三大中
心，检查检验同质同步，结果互通
共享。通过三级互联网诊疗平台
开展远程会诊、双向转诊、康复指
导及教育培训，贫困群众在乡镇
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就可以享受到
专家服务。

前行无止境，任重而道远。
如何更充分利用当今大数据时代

“互联网+”，精细管理，惠及于
民，把平舆县“互联网+健康扶
贫”模式进一步深化，形成可复
制、可推行的创新成果，是王铁珍
下一步思索的问题。在兼任平舆
县卫生计生委员会（现为平舆县
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副主任期
间，王铁珍根据工作实际，总结经
验，集思广益，大力倡导推进县域
内群众医疗和健康管理“一卡
通”，组织开发了巡诊手机 APP
（手机应用程序）软件，为每位贫
困患者发放健康扶贫电子卡。电
子卡记录了贫困户的基本信息，
方便群众就医和对医生巡诊进行

实时定位管理,从而解决了贫困
患者有病该找谁、就医该问谁的
实际问题，有效缓解了基层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王铁珍通
过调查研究，不断加强医院药品
管理工作，建立长效机制，切实做
到“三合理一规范”，减少了县域
内贫困患者的药品费用负担，实
现了医改提出的药占比力争控制
在 30%以内的标准、基本药物使
用率在 50%以上的要求。目前，
平舆县的贫困患者在医院住院就
诊平均报销比例达90%左右。同
时，进一步落实医保政策支付方
式改革，困难、贫困、低保、困境儿
童、低收入重度残疾人患者均享
受先诊疗后付费及一站式结算模
式。推行双向转诊机制，让贫困
患者享受 120 免费接诊，并利用

“互联网+健康扶贫”平台技术支
持乡镇卫生院进行管理，真正实
现“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
治、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今年4
月，平舆县被确定为全国“强直性
脊柱炎健康扶贫工程”四个试点地
区之一。平舆县人民医院作为定
点救治医院，在国家试点组的指导
下，依托“互联网+健康扶贫”服务
平台，为全县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提供筛查、救治、会诊、康复一体化
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截至目
前，平舆县人民医院已免费筛查
救治 37 名贫困
强直性脊柱炎患
者，患者病情均
得到不同程度好
转，有 7 人已经
走上新的就业岗
位。

心怀大爱报
乡梓。1985 年，
王铁珍毕业于新
乡 医 学 院 医 疗
系。几十年的从
业经历，他深知
群众所需所求。
尽职尽责，一心
一意干工作，为
广大患者服务，
一直是他不懈的
追求，对健康扶
贫工作他更是一

刻也没有放下。有一次，医务人
员下乡集中巡诊路过他老家村口
时，同行的一位人员提醒他说：

“王院长，到你家门口了，回去看
看二老吧？”王铁珍透过车窗往家
门口望了望，继续马不停蹄地赶
往下一个目的地。王铁珍那年近
八旬、患有帕金森病、生活不能自
理的老父亲，年复一年日夜照料
老伴儿而不愿意为儿女增添麻烦
的老母亲，虽然每次电话都报平
安，他们又何尝不想多看看儿子，
尽享天伦之乐呢？但他们知道，
儿子忙，有更多的人需要他们的
儿子。这，又何尝不是二老的骄
傲！父母亲人的理解与支持，成
为王铁珍加倍努力工作的源泉和
力量。王铁珍是一个工作狂，熟
悉他的人都这么说。在他的带领
下，目前医院259名医师同26436
名贫困户开展了家庭医师签约，
每半年对所签约贫困患者开展一
次巡诊工作；全院 123 名高年资
医师和 43 名护士组成 43 个巡诊
工作组，每年 4 月和 10 月为集中
巡诊月、每周三为集中巡诊日，集
中开展下乡巡诊。在健康扶贫一
线，他带领巡诊团队走村串户，询
病问诊，把党的关怀送到千家万
户、送进贫困群众的心坎里。群
众见到他，总是动情地说：“当年
的白大褂又回来了！”

今年，平舆县人民医院通过
“互联网+健康扶贫”平台会诊1.8
万余病例，占全县会诊总数的
76%。平舆县“互联网+健康扶
贫”模式，得到了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
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扶贫办）
和省市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沈
跃跃，省委书记王国生，中央组织
部部务委员李小新，以及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务院扶贫办、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和省市有关领导亲临平
舆县调研指导此项工作。2018年
5月，国务院扶贫办、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民政部在驻马店市召开
全国贫困重度残疾人托养现场推
进会，平舆县人民医院是分会
场。与会人员观摩了健康扶贫工
作模式，充分肯定了平舆县人民
医院在健康扶贫工作中取得的宝
贵经验和优秀成绩。“互联网+健
康扶贫”模式及“强直性脊柱炎
健康扶贫工程”的开展和实施情
况先后被《中央电视台·朝闻天
下》《健康报》《河南电视台》《医
药卫生报》等多家媒体宣传报
道，王铁珍也因此荣立2018年平
舆县健康扶贫个人三等功，荣获
2019 年度河南省脱贫攻坚奖创
新奖。

牢记使命勇向前 健康扶贫克难关
——记2019年度河南省脱贫攻坚奖创新奖获得者王铁珍

本报记者 丁宏伟 通讯员 夏广勇 文/图

偏头痛为一种常见的慢性神
经血管性疾病，多起病于儿童和
青春期，中青年期达发病高峰，女
性多见，男女患者比例约为 1∶2，
人群中患病率为5%~10%，常有遗
传背景，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原发
性头痛类型。

据有关数据显示，全球已有6
亿以上的人患偏头痛。谈到偏头
痛，很多人认为偏于一侧的头痛
即为偏头痛，觉得偏头痛应该是
偏侧头痛的简称，不偏则不是。
其实，偏侧头痛并不等于偏头痛，
偏头痛也不总是偏向一边的头
痛。

症状
儿童和青少年（小于18岁）患

者双侧头痛比成年人多见，青少
年后期或者成人早期往往转换成
为单侧头痛。偏头痛一般有以下
症状：

一、头痛多为中重度，呈搏动
样疼痛，而且会反复发作。

二、有明显的胃肠道症状，如
恶心、呕吐等。

三、患者畏光、怕声响，甚至
会被外界的声音、光线刺激致呕
吐，因此喜欢一个人静卧在暗室
内。

四、日常体力活动会加重头
痛，或因头痛而避免日常活动。

由于偏头痛患者每次头痛
持续的时间多为几小时至十几
个小时，少数人还会持续1~2天，
而且伴随有恶心、呕吐等症状，
所以会严重影响患者日常工作
和生活。

诊断
有些偏头痛患者认为，做头

部核磁共振等检查，就可以在
大脑中找到明确的病因。殊不
知，偏头痛不管程度有多严重，

还是属于良性的头痛，跟其他
器质性病变导致的继发性头痛
不一样，它是刺激性病变，而不
像颅内有肿瘤、有细菌或由其
他因素引起的头痛。因此，鉴
于目前的科学水平，还不能在
影像学上去“看见”病变，包括
头部核磁共振扫描在内的头部
影像学扫描，对于偏头痛而言，
是检测不到引发头痛的任何病
变的。

主要靠患者提供每次发作的
病史、头痛发作特点等，看是否符
合偏头痛的症状特点，医生再根
据头痛特点和对患者进行相应的
检查，排除其他的疾病，然后做出
诊断。因此，诊断偏头痛，病史很
重要。

治疗
目前，从国际上最权威的观

点来看，对于比较轻型的头痛患

者，用阿司匹林、芬必得就可以。
而一般偏头痛都是中度到重度，
目前特效的药是曲普坦类的药
物，这些药物可以在短时间内把
头痛抑制住，但是并非对于每个
患者都有效，大概有 80%以上的
患 者 是 有 效 的 ；那 么 ，剩 下 的
20%效果不佳，该怎么办呢？这
些患者就需要进行预防治疗、改
用其他非特效的药物治疗或者
肉毒素治疗，可能还有效果。另
外，有些特殊的偏头痛患者，比
如有冠心病、心肌梗死病史的患
者，由于偏头痛特效药可以引起
血管收缩，因此，这些特殊的偏
头痛患者不能用这些药；还有一
些特殊类型的偏头痛，比如家族
性偏瘫型偏头痛和有脑干先兆
偏头痛，也不能服用这种特效
药。

在临床上，有些偏头痛患者

会 担 心 药 物 副 作 用 ，宁 愿 忍
着剧痛也坚持不用药，其实这
种 做 法 不 可 取 。 患 者 无 须 忍
痛 ，当 头 痛 刚 开 始 的 时 候 ，就
服 用 止 痛 药 。 偏 头 痛 的 患 者
胃肠道症状很突出，会出现恶
心 、呕 吐 ，等 到 忍 受 不 了 的 时
候再吃药，胃对这个药物的吸
收 就 不 足 ，而 且 还 容 易 呕 吐 ，
这 时 候 再 吃 药 ，效 果 就 不 理
想。

此外，偏头 痛 是 周 期 性 发
作 ，尽 早 控 制 住 是 良 策 ，如 果
控制好，发作的次数也能逐渐
减少。如果能够及时用药，发
作次数减少，吃药的次数反而
少 ；如 果 频 繁 发 作 ，不 积 极 控
制 ，变 成 了 慢 性 偏 头 痛 ，服 用
的药物反而会更多，后果更严
重。

（作者供职于开封市人民医院）

感冒的外治方法
□李 倩

偏头痛的治疗方法
□王丽萍

平舆县人民医院

为患者检查身体

入户随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