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7 日，在确山县一家幼儿园内，
小朋友在确山县人民医院口腔内科医务人
员的带领，学习如何正确刷牙等口腔卫生保
健知识，以增强自我口腔保健意识，降低龋
病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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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纳米材料或可
用于真菌性角膜炎治疗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通讯

员张晓华）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
眼科药物研究室研究团队开发设
计了一种新型纳米材料抗真菌滴
眼液，能有效克服给药屏障和杀灭
病原真菌，为真菌性角膜炎的治疗
和新型抗真菌药物的开发提供了
新思路。相关研究论文《正电碳点
滴眼液发挥抗真菌性能和克服角
膜屏障作用高效干预真菌性角膜
炎》在国际知名期刊《纳微快报》上

发表。
作为一种高致盲性感染性眼

病，由于抗真菌药物开发长期的滞
后性和眼部给药的固有屏障作用，
使得真菌性角膜炎临床可用药物
少，治疗棘手。因此，开发新型的
眼部用抗真菌药物和药物剂型对
于改善真菌性角膜炎疗效具有重
要意义。

在真菌性角膜炎领域长期研
究的基础上，研究人员构建了一

种碳点基纳米材料抗真菌滴眼
液。该碳点纳米材料具有较小的
粒径（5纳米）和适中的表面电位，
赋予抗真菌滴眼液在延长眼表滞
留的同时，兼具打开眼表细胞间
紧密连接、克服眼表给药屏障、提
高真菌性角膜炎疗效的作用。该
抗真菌滴眼液具有良好的生物安
全性、优越的体外和体内抗真菌
性能，有助于减少药物毒副作用，
降低治疗成本。

河南省2023肿瘤登记年报发布

全省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约28.8万例

促进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中医科室全覆盖

足不出县看上好中医足不出县看上好中医
□冯金灿 乔晓娜 侯林峰

“不痛了，真是太神奇了……”4
月10日，在许昌市妇幼保健院中医
科，李女士激动地说。

李女士怀孕37周了，本来全家
人都在高兴地等待新生命的到来，
没想到李女士突发脚部剧痛，腰部
也有放射性疼痛，被紧急送到许昌
市妇幼保健院后确诊为肾结石引发
的疼痛。

“因为李女士快足月了，很多常
规的治疗方法无法使用。我们了解
病情后，沿着肾经施针，2分钟后患
者的疼痛症状缓解。”该院中医科医
生李梦阳说。

据李梦阳介绍，许昌市妇幼保
健院所有临床科室都有中医师，都
能开展特色中医适宜技术；院内还
设有中医科，可以开展针灸、贴敷、
小针刀等中医特色疗法。

其实不仅是李女士，在全省范
围内，群众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和

妇幼保健机构都能享受中医药服
务。

近日，记者就二级以上综合医
院、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服务建设
情况进行了走访调查。

健全服务体系
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好中医

走进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
针灸科，映入眼帘的是挂满走廊一
面墙的锦旗。治疗室内，该院中医
针灸科主任朱青霞正准备为一位腰
痛患者针灸。只见她一边轻声与患
者对话，一边选穴、着力、捻转、提插
……

为了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中医药服务，近年来，河南持续
加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2021
年，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的《关于
推进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药科
室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2年年底，全省二级以上综合医
院均要设置符合标准的中医临床科
室、中药房、煎药室和治疗室。2022
年，省政府印发的《河南省“十四五”
中医药发展规划》提出，推动综合医
院、专科医院和妇幼保健机构以满
足人民群众多元化中医药服务需求
为导向，持续完善综合服务功能，设
置符合标准的中医临床科室、中药
房、煎药室和治疗室，配备中医药服
务设施设备和人员。

有了政策支持，全省二级以上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妇幼保健机
构积极行动，不断增加中医药服务
设施设备，配备中医药相关人员，规
范开展重大疾病中西医协同机制和
会诊机制，中医药服务能力迅速提
高，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好
中医。

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医药发展，
襄城县人民医院拟定了促进中医药
发展规划，成立国医堂并设立 8 个
诊室，鼓励临床科室开展中医特色
治疗；引进中医药硕士研究生2名，
成立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组建中医
药制剂研发小组和推广小组，持续
扩大中医药影响力。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邓州市妇
幼保健院。2018年，该院按照《邓州
市“仲景国医堂”工程建设实施方

案》要求，设置了仲景国医堂，开展
了中医妇科、中医儿科门诊等中医
药业务，在产科病区、儿科病区、门
诊设置了中医药特色服务治疗室，
满足了为患者提供便利、优质、高效
的中医药服务的需求。2021年，该
院申请建设标准化“妇孺国医堂”，
派出多批次医务人员外出培训学习
中医适宜技术、加大中医药人才引
进力度，仅 2023 年就引进 9 名中医
药院校毕业生，开展了49项中医适
宜技术。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7万多人参加“西学中”培训

2014 年 7 月，谭操杰大学毕业
后入职襄城县人民医院，被分到内
分泌肾病科工作。入职以来，谭操
杰先后跟诊多位名老中医，学习利
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内分泌疾病
和肾病。后来，谭操杰先后到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
中医院、山东省中医院学习中西医
结合治疗糖尿病、甲状腺疾病、风湿
免疫病、肥胖病等技术。

“经过学习，我平均每天接诊的
患者从五六十人增长到一百余人。”
谭操杰说。

和谭操杰类似，近年来，在全省
范围内积极学习中医药知识和适宜

技术的临床医生不在少数。
从2020年至今，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积极鼓励西医学习中医，旨在
培养一批掌握中医辨证论治、理法
方药，能熟练运用中医、西医两种诊
疗方法的中西医结合人才。截至目
前，全省共有 7 万多名非中医类别
医师参加“西学中”培训。学员通过
结业考核后，根据不同培训年限可
开具中成药及中药饮片处方、参加
中西医结合职称评聘等。

同时，河南还持续加强基层中
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县级中医
医院骨干医师和专科带头人培养等
项目；通过开展中医全科医生转岗
培训、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为基层
培养 2000 名以上中医类别全科医
生；开展基层中医适宜技术培训，鼓
励名老中医药专家在基层设立专家
传承工作室，扩大师带徒范围和数
量，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养骨干
人才；创新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选
拔、流动和职称晋升机制，以中医经
典理论、临床能力、学术水平和工作
实绩为重点，完善中医药人才职称
评价标准，构建符合中医规律的绩
效评价标准体系；建立高年资中医
医师带徒制度，与职称评聘、薪酬分
配、评比表彰等挂钩。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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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冯
金灿 许冬冬 通讯员
侯金斤）4 月 18 日，记
者从河南省四河流域
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
及相关风险评估启动
会暨技术培训班上获
悉，河南今年要利用
专项经费首次启动四
河流域环境与健康综
合监测及相关风险评
估工作，探索建立我
省环境因素与人体健
康监测及风险评估体
系 ，完 善 评 估 机 制 。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副
主任、省疾控局局长、
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
郭万申参会并讲话。

近年来，我省环境
健康危害因素监测工
作稳中求进，不断创
新，2014 年以来，城乡
水质监测体系日臻完
善，饮用水质量显著提
升。全省空气污染对
人群健康影响监测工
作自 2013 年在郑州启
动以来，已逐渐覆盖 5
个城市、10 个县（区）。
在省疾控中心的带领
下，全省疾控系统与生
态环境、气象、公安、教
育等部门建立了密切
协作机制，在疾控系统
内部建成了“直达一
线、全程质控”的管理
模式。2019年，河南省
疾控中心被评为首批

“国家环境健康风险评
估试点”。

郭万申说，河南因
独特的地理位置，是全
国唯一横跨长江、黄
河、淮河、海河四河流
域的省份，也是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起点，肩负
着保障首都等北方地
区水资源安全的重要
使命。四河流域环境
与健康综合监测及相
关风险评估是河南利用中央转移支付项目资金
创立的地方特色项目。全系统要建立健全工作
协同机制、强化全流程质量控制、推动工作成果
加速转化，确保四河流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及
风险评估工作取得实绩实效。

郭万申强调，各级疾控局作为牵头部门，要
切实担当作为，狠抓工作落实，积极建立常态化
数据共享机制，推进本地化方案制订、督导检查、
考核评估、项目总结等全流程工作。各级疾控中
心要成立专门工作组织，由领导小组抓好统筹，
由专业工作组负责各专项工作。省疾控局和省
疾控中心要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严格按照时间节
点推动项目开展。各项目市县参训人员要切实
掌握采样、监测、资料收集、数据分析等关键技
术，把监测项目各项要求落实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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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通讯
员王晓凡 陈 琼）近日，河南省癌
症中心发布河南省 2023 肿瘤登记
年报。数据显示，河南省总体癌症
发病率为 279.74/10 万，即每 10 万
人中有 279.74 人患癌，估计全省恶
性肿瘤新发病例约 28.8 万例。男
性总体发病率高于女性，城市地区
发病率高于农村地区。

肺癌、乳腺癌、胃癌、食管癌、
肝癌、结直肠癌、子宫颈癌、甲状腺
癌、子宫体癌、前列腺癌等依然是
我省发病率排前十的恶性肿瘤，约
占全部恶性肿瘤的 78.06%。在众
多癌症类型中，乳腺癌位居女性恶

性肿瘤发病率第一位，占女性全部
恶性肿瘤病例的17.44%；肺癌是男
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占男性全部
恶性肿瘤病例的25.36%。

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呈现一定
的年龄变化特征：发病率在29岁以
下人群中处于较低水平，在30岁以
上人群中明显升高，在85岁以上人
群中达到最高峰。从性别来看，在
55 岁之前，女性的发病率高于男
性，而 55 岁之后则反之，呈现男性
高于女性的特征。不同的癌种具
有不同的年龄变化特征，比如肺癌
在40岁之前发病率相对平稳，之后
则快速上升，在85岁年龄组人群中

达到峰值；前列腺癌发病率从60岁
开始快速上升，在85岁年龄组人群
中达到峰值；乳腺癌和甲状腺癌的
发病高峰则在50岁左右。

数据显示，河南总体癌症死亡
率为 163.02/10 万，男性死亡率高
于女性，城市地区死亡率低于农村
地区。与发病情况一致，随着年龄
的增加，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渐升
高 ，在 85 岁 以 上 人 群 中 达 到 峰
值。无论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
各年龄组的男性死亡率均高于女
性。

河南省肿瘤登记地区恶性肿
瘤死亡排前十位的是肺癌、胃癌、

肝癌、食管癌、结直肠癌、乳腺癌、
子宫颈癌、脑及中枢神经系统癌、
胰腺癌和前列腺癌，约占全部肿瘤
死亡病例的82.9%。不管男性还是
女性，肺癌均是导致恶性肿瘤患者
死亡的最主要原因，肺癌死亡病例
占全部死亡病例的24.99%。

据介绍，在过去十年里，河南
省恶性肿瘤的中标发病率总体保
持稳定，但不同部位恶性肿瘤的
流行趋势存在差异。在我省肿瘤
防控工作的持续推动下，原本高
发的消化系统肿瘤，如胃癌、食管
癌和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
下降；但随着居民生活方式的改

变，癌症相关危险因素也发生改
变，加之医疗诊断设备更先进及
技术水平提高，与此相关的肿瘤
如乳腺癌、结直肠癌、子宫颈癌、
甲状腺癌、前列腺癌等发病率呈
上升趋势，肺癌和子宫体癌的发
病率则趋于稳定。

与此同时，河南恶性肿瘤的中
标死亡率呈现下降趋势。在恶性
肿瘤死亡排前十位肿瘤中，脑及中
枢神经系统癌、胰腺癌和前列腺癌
的死亡率呈上升趋势，胃癌、食管
癌、肝癌的死亡率呈现小幅度下降
趋势，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宫
颈癌的死亡率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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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晓娟 许
冬冬）4月17日，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组织离退休干部赴郑州
市航空港区参观考察省医学
科学院、“两院一中心”、省中
医药科学院等。刘全喜、郑宗
秀等 40 余名离退休干部参加
活动，省卫生健康委及省医学
科学院有关领导陪同调研。

老同志先后参观了“两院
一中心”建设指挥部，省医学
科学院科技展厅、电生理研究
所、康复医学研究所、眼科研
究所，中原医学科学城沙盘等
地。每到一处，老同志都认真
听取情况介绍，与项目负责同
志、企业员工、科研人员深入
交流交谈，详细了解技术研
发、人才引进等项目进展情
况，积极体验先进检查设备及
康养项目，并对省医学科学院
的建设提出思路、建议。

面对医学科技取得的新
突破、新进展，老同志给予了
充分肯定，一致认为，近年来，
省委省政府系统谋划、高位推
进科技创新工作，省卫生健康
委以重建省医学科学院为牵
引，统筹整合全省医学领域科
技创新资源，构建完整的医学
科技创新体系，为建设国家创
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为建设
现代化河南增势赋能。老同
志纷纷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
经验优势，不忘初心，积极在
发展医药健康新质生产力方
面发挥作用，为河南省卫生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正能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