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单 青
本报通讯员 窦士俊 报道

喘憋性肺炎住院患儿高达七成

12月4日上午，在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
院，一名2个月大的喘憋性肺炎患儿脸色苍
白、呼吸微弱，病情危重且恶化迅速，该院
将其收治到儿童重症监护室（P ICU）治
疗。“病情危、急、重的患儿优先住院，轻
一点的只能在门诊打吊瓶，排队多日住不上
院。”该院急诊科主任叶冰介绍，在该院喘
憋性肺炎住院患儿高达七成，明显多于去年
同期，儿科病房“一床难求”。

小儿肺炎与小儿贫血、小儿腹泻、佝偻
病并称为“小儿四病”，其中尤以肺炎危害
最重。叶冰介绍，2岁以下婴幼儿冬、春季
多发喘憋性肺炎，由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最

为常见。轻症肺炎一般7—10天可以康复，
但越小的婴幼儿越容易发展为重症肺炎。如
治疗不彻底，易反复发作，引发呼吸衰竭、
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

“病毒性肺炎没有特效药，只能对症治
疗，因而治疗过程较慢。尤其是危重的喘憋
性肺炎恢复较慢，一旦产生并发症，病床周
转率也会随之降低。”叶冰表示，这加剧了
儿科病床的紧缺。

儿科人才培养滞后

在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下，儿科病房陷
入超负荷运转之中。记者了解到，该院儿童重
症监护室原有10张抢救床位，实际接收患儿
多达30余名；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原有40张床
位，实际床位已达80多张。该院儿科病房极度
饱和，平均床位使用率一直保持在120%以上。

目前，扩充病房成为医院的权宜之计。

据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该院压缩
医疗用房、休息室等行政用房，累计增加100
张床位，但一周时间病人就住满了。该院将建
综合内科病房楼，预计在2年后试运行，实
际开放床位将从700余张增加到1200张。

解决儿科住院难问题并不容易。“一些
肺炎患儿必须使用呼吸机防止喘憋，维持正
常呼吸。即便临时加了床位，却不一定能及时
配上呼吸机设备。医生时常要到处借设备，这
是致命的问题。”拥挤的住院环境也会对患儿
造成不利，这让叶冰既心急又无奈。

“一年能盖起一座病房楼，能扩充几百
张床位，却无法培养出一名出色的儿科医
生。”在叶冰看来，住院难表面上是医院的
硬件设施不足、床位不够的问题，归根结底
还是映射出儿科医师短缺、人才培养滞后。
她表示，除了医学院学习和5年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儿科医师至少还需要5—7年临床
经验的积累，才能真正做到得心应手。“医
生队伍跟不上，难以支撑迅速扩张的病房，
将间接加剧住院难问题。”

基层儿科医生匮乏

目前，该院60%住院患儿来自外地，

“双向转诊”关系的建立，使下级医院向上
转诊率有所提高。“下级医院不敢治，只能
往大医院送。”叶冰无奈地说，在紧张的医
患关系中，当地医院不敢“冒险”救治，使
各地患儿争相涌入省城大医院。“事实上，
单从门诊上说，就有将近一半患儿可以留在
下级医院看病。”叶冰感慨道。

基层儿科医生匮乏，也使儿科疾病的防
控环节相对薄弱。记者调查了解到，大多数乡
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多由全科医
生兼诊儿科。一旦对儿科疾病判定不及时、
不专业，将很可能增加病情恶化的风险，逐
步发展为危重病情，抬高婴幼儿住院成本。

防病大于治病，加强基层社区卫生服务
能力迫在眉睫。“很多家长对咳嗽不重视，
孩子咳嗽一个月了才来看病，一听诊就是肺
炎。”叶冰说，基层医生的健康教育工作和
儿科疾病防控做得好，一些重症住院患儿就
可以避免。叶冰建议，注意经常开窗通风，
少去室内人员密集区，要与感冒、发烧的孩
子保持距离；孩子患呼吸道疾病后，建议先
到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确认是病
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后对症治疗，如果仍未
退烧，再去综合性或专科医院就诊。这些预
防环节，都需要基层医生的提醒与参与。

□记 者 单青
通讯员 高晖 报道

本报临沂讯 日前，“妇幼健康中国
行”走进山东活动启动仪式在临沂市妇幼保
健院举行。

我省活动主题为“关爱妇幼、健康启
航”。活动期间，全省17市及137个县将相继
开展“百场巡诊、百场巡讲、百场义诊”系
列活动，普及妇幼健康教育知识，积极创树
妇幼健康服务新品牌。同时，推进参与服务
百姓健康行动，提高技术人员基本素质和业
务能力，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妇幼健康服
务。

省卫生计生委向17个市卫生计生委（卫
生局）捐赠了图书、早教卡等资料，全省
共计3 0 0余名妇幼健康技术骨干参加了活
动。

□记者 单青 通讯员 黄莎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5日，由山东省立医院举办的国家

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医务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研讨会
在济南召开，探讨医务社会工作在医院的发展。

会议邀请台湾医务社会工作专家蔡文玲、华东理工大
学副教授王瑞鸿进行专题讲座，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工作
组织及医院社工分享了各自开展社会工作的经验。专家在
会场对参会人员分两批开展了医护人员减压工作坊和医务
工作者的干预体验式辅导，为医务人员进行减压的同时，
深化了医务人员对社会工作的理解，推进医务社会工作的
发展。

省卫生计生委、省立医院、省慈善总会、省社会工作
协会等相关单位领导，及来自台湾和内地的100余位医务
社工学者和专家参加了会议。

□刘朝晖 报道
本报单县讯 近日，单县中心医院成功完成首例微

创后路经皮椎弓根钉内固定术。
一46岁男性患者，因摔伤腰背部疼痛1小时入院，确

诊为腰2椎体压缩性骨折，椎管无狭窄。该院采用微创技
术，通过小切口，经肌间隙进入，历时60分钟顺利完成手
术，术后第二天，病人就已可带腰围下床活动，并顺利
康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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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研讨会在济召开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6日上午，由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处与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信息研究所联
合举办的山东省卫生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高级研修
班在济南开班。

此次研修班培训历时一周，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
息研究所、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山东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大
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的专家，围绕《山东省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与运行》和《山东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
力提升》两个项目班级，重点培训交流了加强区域协同强
化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发展、新医改
背景下基层公共卫生机构建设与发展、弥合医防裂痕—构
建疾病预防控制新模式、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医院联合模式
探讨、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治、媒体危机管理等14个专题。

此次培训是根据《山东省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2013—2020年）实施意见》，全面贯彻落实《山东省中
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精神。来自全省
17市卫生局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或主管部门负责人
100余人参加了培训交流。

全省卫生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

工程高级研修班在济南举办

我省启动

“妇幼健康中国行”

走进山东活动

单县中心医院完成首例

微创后路经皮椎弓根钉内固定术

齐鲁儿童医院平均床位使用率一直保持在120%以上，60%住院患儿来自外地

儿科病房“一床难求”亟待解决

□实习生 禹亚宁 张琳
记 者 王 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骨关节外科副主任闫新峰介绍，髋关节骨关
节炎、撞击综合征等髋关节疾病的发病率越
来越高而且日趋年轻化，激素滥用、过量饮
酒、过度运动等原因也使股骨头坏死的发病
率在30-40岁的人群中显著增高。

闫新峰说，髋关节疾病包括股骨头坏
死、骨关节炎、髋臼发育不良、股骨颈股骨
折等疾病，髋关节是担负人们日常活动的重
要关节，一旦出现病变会即刻影响人们的日
常活动。健康的髋关节可以维持人的一生，
但有些因素如大量饮酒、过度使用激素、体
重过大、外伤、过度运动等均可以影响到髋
关节的结构变化，使软骨磨损，骨质变形塌
陷、疼痛及活动受限，影响日常生活。

造成髋关节疾病低龄化的原因很多，其

中激素滥用最值得注意。据闫新峰介绍，感
冒发烧39度，打几针地塞米松可迅速退热，
却可能罹患股骨头坏死；皮肤病、牛皮癣、
慢性湿疹、肾病综合征等疾病的治疗，很多
医生也常使用含激素的药物，虽然短期内效
果显著，但长期使用却会引起各种并发症，
特别容易诱发髋关节疾病。尤其对一些体质
敏感的患者，注射三次激素就可能造成股骨
头坏死。

中青年人喜好饮酒，也是髋关节疾病发
病的一大诱因。因长期嗜酒而导致股骨头坏
死的病例时有发生，患者多为中年男性。据
有关报道显示，一组12例因嗜酒引起股骨头
坏死的病人，平均年龄45岁，均为男性，每
日饮酒量200至400毫升5例，400至600毫升7
例，其中有9例饮酒时间2年到5年发生了股
骨头坏死，3例饮酒时间6年到20年发生了股
骨头坏死。过量饮酒等原因也使股骨头坏死
的发病率在30-40岁的人群中显著增高；髋
关节骨关节炎、撞击综合征等的发病率越来
越高，且日趋年轻化。

此外，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喜爱运动
的人越来越多，不当的运动方式，也使得髋
关节骨关节炎、撞击综合征等疾病在中青年
人群中越来越常见。

再就是关节损伤症状的非典型性造成的
漏诊、误诊值得警惕。45岁的李女士前段时
间不小心摔了一跤，当时以为只要在家修养
一段时间就好了。最近，购物、逛街时间一
长，她就感到腹股沟部、膝头酸胀疼痛，慢
慢地开始影响她正常的行走和生活，到医院
检查后被诊断为髋臼发育不良并骨关节炎。
由于在休息之后，疼痛、不适往往缓解，常
常被患者忽略，误以为劳累或者关节扭伤。

呵护髋关节，早发现早治疗。闫新峰建
议，避免过量饮酒过度肥胖可以防止很大
一部分髋关节疾病的发生，如果出现持续的
髋、膝关节疼痛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关节外
科、骨科、或者相关专科就诊，及时明确诊
断，接受相应的治疗和指导，谨防髋关节疾
病的加重。目前，髋关节疾病的治疗方法主要
有药物治疗、物理治疗以及手术治疗。

疾病早期可接受手术减压、冲击波理疗
等保髋治疗，同时适当控制负重活动，如
跑、跳、拎重物等，以减轻关节负担，延缓
或阻止股骨头的塌陷或关节面的磨损，有疼
痛时可以口服消炎止疼药，改步行为骑车活
动。定期到医院检查，了解病变程度。早期发现
的股骨头坏死超过一半的可经过恰当的保髋
治疗后痊愈。

髋关节疾病呈现低龄化趋势

□记者 赵小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食药监局获悉，今年以来，

省局共暂停销售违法广告涉及产品43个，其中，全省范围
暂停销售产品15个，在青岛、烟台、菏泽等10市暂停销售
产品28个，涵盖药品、医疗器械和保健食品3类。

近日，省食药监局稽查局制定了《严重违法广告涉
及产品实施暂停销售措施工作规范》，对暂停销售产品
遴选遵循原则、暂停销售措施实施的前提条件和程序、
恢复产品销售程序等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进一步确
保该项行政措施客观、公正、规范执行，落实到位。

我省暂停销售

严重违法广告涉及产品43个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2月1日，泰安市中心医

院受理服务大厅正式启用。预约挂号、出生
医学证明办理、诊断证明盖章、办理医保在
内的30多项审批事项、9个职能科室将纳入
大厅统一开展窗口服务。首批进驻了9个部
门12个窗口。

为方便患者办理各种手续，减少临床科
室非医疗时间占用，深度提升医院服务质量
和管理水平，该院研究决定新建受理服务大
厅，将多项服务全部进行整合，让临床科室
人员和就医群众“足不出厅”便可办完相关
手续。

该大厅涵盖了医务部、护理部、门诊
部、人力资源部、工会、文化宣传中心、
医保办、后勤服务部等多个部门，容纳了
职能科室承担的30多项职能，病人看门诊、
办理住院所需的各种手续基本上都能在此
完成，避免了患者及其家属东奔西跑，同
时也能让临床科室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医
疗服务中。

患者看门诊、办理住院等手续一站式解决

泰安市中心医院

受理服务大厅启用

□董自青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推进文明单位创建，近日济南市妇幼

保健院接连推出六项措施：安排部署相关工作，进行创建

任务分解；各部门各负其责，共同推进；全院职工知标

准，见行动，主动做好工作；利用横幅标语、电子屏幕、

宣传栏等营造工作氛围；完善推进核心价值观宣传、投诉

处理机制、医院整体环境等相关工作；及时督导，及时整

改，实行问责制。

济南妇保院六措创文明单位

◆近日，在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病情危、急、重的患儿优先住院，轻一点

的只能在门诊打吊瓶，排队多日住不上院。在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下，儿科病房却

陷入超负荷运转之中。专家表示，儿科病房“一床难求”的问题亟待解决。

□王立红 报道
日前，广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了“减盐控压，社区先行”主题活动，通过张贴海报、发放标准化控盐用具(限盐勺和控油壶)、知

识讲座等多种形式，宣传减盐与高血压防治知识，提高居民对减盐控压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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