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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感染
引起的儿童常见传染病，好发年龄为
5岁及以下婴幼儿，1-2岁组发病率最
高；每年自 3月下旬始，手足口病疫情
将逐渐上升，4-6 月份进入春夏季高
发季节。中国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应做
好手足口病防控。

手足口病有哪些临床表现？
手足口病潜伏期为 2-10天，平均

3-5 天。通常病情较轻，呈自限性，预
后良好，7-10 天病程后可完全康复。
多数患儿以发热，口腔粘膜出现散在
疱疹，手、足和臀部出现斑丘疹、疱疹
为主要临床表现，可伴有咳嗽、流涕、
食欲不振等症状。

只有少数患者的病情会快
速恶化，累及脑部、肺部和心
脏 出 现 严 重 的 并 发 症 ， 如 脑
炎、脑干脑炎、急性弛缓性麻
痹、肺水肿、肺出血、心肺功能衰
竭等。

日常如何预防手足口病？
（1）良好的手卫生是预防手

足口病的有效措施。儿童在接触
摸公共物品后、接触唾液及呼吸
道分泌物后、如厕后、进食前、以
及家长及看护人在加工食品前、
更换尿布或处理被粪便污染的
物品后，应用清水和洗手液或肥
皂正确洗手，至少洗 20秒。

（2）保持家庭环境卫生，居室
要经常通风，勤晒衣被。对日常接
触 频 繁 的 物 品 表 面（台 面 、门 把
手）、孩子的玩具进行定期清洁和
消毒。

（3）婴幼儿使用的奶瓶、奶嘴
及儿童使用的餐具使用前后应充
分清洗、消毒；婴幼儿的尿布要及
时清洗、曝晒或消毒。不要让儿童
喝生水、吃生冷食物。

（4）接种 EV71 疫苗可有效预
防 EV-A71 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
和其他相关疾病，也会显著减少手
足口病重症和死亡的发生，鼓励儿
童在 12月龄前完成全程接种。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尚雷雷、程雪
梅）近日，市中心医院成功开展首例心脏
迷走神经节消融术，标志着我市心血管
疾病诊治技术再上新台阶。

今年 60 岁的盛女士长期以来在疲
劳、疼痛诱因下会感到胸闷心慌不适，继
而出现晕厥，发作时全身大汗淋漓，面色
苍白，全身乏力，遂来到市中心医院心血
管内科住院治疗。

该院心血管内科专家带领心内科电
生理团队对患者病情反复研讨后，经与
患者家属沟通决定为该患者实施“心脏
迷走神经节消融术”。手术用时 1小时，
顺利完成手术，术后第二天患者无不适
反应，正常下床活动。

迷走神经节消融术，主要是在局麻
下用微创的方法，用消融导管对心脏迷
走神经活性高的区域进行消融，有效阻
断反射通路，进而防止血管迷走性晕厥
发作。心脏迷走神经节消融术就似“松
一松汽车刹车”，让心脏交感神经类似于

“发动机的油门”占相对优势，给心脏“加
加油”。该手术创伤小、恢复快，射频消
融有效率达到 80%—90%。

此次手术的顺利完成，标志着市中
心医院心血管内科电生理团队实现了新
突破、新发展，为医院心脏电生理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力。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王松、通讯员张长城）今年
以来，市中心医院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的重要部署，全面提升医院内涵建设水
平，全院职工立足本职岗位为创卫工作奉献力量，努力
在彰显公立医院公益性的行动中造福于人民群众。

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利用医院宣传专栏、健康教
育处方、电子显示屏、各科室健康教育专栏、医院网站、
公众号、视频号等多种形式开展创卫活动宣传。结合
卫生宣传日开展有关科学就医、合理用药、慢病防治、
职业病防治、疾病预防、生殖保健、中医养生等方面健
康教育和健康讲座活动。

明确责任，强化督导。让全体职工知晓并参与，建
立分工具体、职责明确的工作制度。按照国家卫生城
市创建标准，将新时期爱国卫生组织管理、健康教育和
健康促进、重点场所卫生、生活饮用水整治、医疗废物

（水）处置、疾病防控与医疗卫生服务、突发公共事件应
急处置等迎检项目细化分解，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

对照标准，落实任务。提升疾病控制综合能力，强
化重大传染病防控措施，建立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按照相关要求制定传染病预防控制
预案，设置公共卫生科和感染性疾病科，实行传染病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确保报告及时，处理规
范。强化医疗废物管理，严格按照流程和规范集中处
理，医疗废物与生活垃圾无混放，医疗废物容器标识清
晰，暂存的每天至少 3 次紫外线灯照射消毒。持续强
化精神卫生服务职能，全面提升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
疗工作水平，紧密围绕“323”攻坚行动精神卫生防治工
作，积极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市、县、镇、村四
级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网络管理全覆盖，提升服务管理
质量。

自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全院各科室尤其是相关责
任科室高度重视，明确领导责任，细化工作任务，确保
认识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起、从小事做起”一项一项对照，一条一条落实，确保各
项创建工作任务如期完成，并对照标准自查，对存在的
问题迅速落实整改，不断推进创卫工作的深入开展。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崔楠楠）近日，湖北医药学院
第五临床学院普爱党员志愿服务队前往随州市季梁学
校开展“急救知识进校园，守护生命伴成长”志愿服务
活动。

主讲人从“为什么要学习急救技能”“常见意外伤
害急救技能”“心肺复苏具体操作方法”三个方面，用幽
默风趣、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互动的方式向小朋友们分
享了学习急救技能的意义以及常用意外伤害急救技
能。

紧接着，志愿者们上台进行心肺复苏操作演示。
操作者专业的操作过程配合讲解者详细的解说，博得
了场下听众的阵阵掌声，观看过程中学生们迫不及待
的举手跃跃欲试。最后环节，邀请了十几名小同学上
台进行体验，志愿者们对他们进行耐心指导，现场氛围
热烈而温馨，参加培训的小学生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宁泽洋）近日，一名 6 个月 26
天的婴幼儿因重症肺炎到市中心医院就诊，该院儿童
支气管镜团队利用支气管镜技术成功将其治愈出院。

患儿入院后给予抗感染等治疗 5 天后，重症肺炎
症状有所缓解，但由于患儿年幼，咳嗽反射功能欠佳，
喉中痰鸣明显，该院儿科专家查看患儿后，结合患儿肺
部感染重，且感染累及多肺叶，此时传统输液治疗效果
可能比较慢，并有可能导致肺不张影响患儿远期预后，
遂带领儿童支气管镜团队对患儿家长进行了详细的病
情沟通，制定了行支气管镜检查+肺泡灌洗的治疗方
案。

由于患儿属于 1 岁以内小年龄段儿童，风险相对
较高，该院医疗团队术前对患儿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评
估，术前麻醉及术中操作更加精细，以确保患儿检查治
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术后第二天，患儿喉中痰鸣音
明显减少，住院第 10天复查肺部 CT，肺部感染明显吸
收，无明显肺炎、肺不张表现。

支气管镜技术在儿科呼吸系统疾病中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其手术过程操作时间短、安全性高，效果显著
且创伤小，检查与治疗可同时进行，为广大患儿提供了
新的可靠治疗方案。

市中心医院儿科支气管镜团队成功利用支气管镜
技术协助治疗婴幼儿重症肺炎，将这项技术的应用向
儿科小年龄段患儿和重症患儿拓展，为今后市中心医
院儿科开展更高级的手术提供了有力支持。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郭建超）
早在几年前，王女士体检时就查出
过胆囊结石，但她并没有放在心
上，后因经常性腹痛，晚上睡不着，
白天干不了活，这才到当地医院就
医，行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术后
一直恢复比较好。2周前王女士再
次出现右上腹阵发性疼痛，并伴有
恶心呕吐，来市中心医院后行上腹
部增强 MRI+MRCP 提示胆总管
结石伴肝内胆管扩张，胰管轻度扩
张，胆囊未显示，肝内胆管和肝总

管积气。
原来，胆总管结石才是导致王

女士腹痛的“罪魁祸首”，再拖延下
去可能会出现感染性休克、化脓性
胆管炎等问题，但因之前已经做过
胆囊切除手术，患者及家属拒绝再
次行开腹手术取出胆总管结石。
为此，市中心医院消化疾病诊疗中
心决定对其进行 ERCP 治疗。近
日，该院医疗团队为王女士行 ER⁃
CP，仅历时 20 分钟，患者体内的胆
总管结石便被悉数清除干净，腹痛

等症状马上得到缓解。
ERCP全名叫经内镜逆行胰胆

管造影术，是将像胃镜一样的十二
指肠镜插入十二指肠，观察十二
指肠乳头、胆管、胰管，并进行
治疗的一种手段。ERCP是目前处
理胆总管结石最先进的微创治疗
方式，相比保守治疗的效果不佳，
外科手术的麻醉风险、创伤大、卧
床久等问题，ERCP优势明显，创伤
小、恢复快、费用低，不用开刀即可
完成。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陈德军）近日，直立倾斜试验
落户市中心医院，将为随州地区晕厥患者查明病因带
来新型检查方法。

直立倾斜试验是评价自主神经功能的一种常用方
法，是在有设备及医生保护的情况下，通过调整倾斜床
的角度迅速改变体位，使受试者被动处于头高位倾斜
状态，刺激神经和心脏、血管等，从而激发和诊断血管
迷走神经性晕厥等的一项检查技术，在晕厥的诊断和
鉴别诊断中有着重要意义，是诊断血管迷走神经性晕
厥的金标准。

在诊断血管迷走神经性晕厥之前，首先要排除心
脏和脑部疾病，通过心电图、超声心动图、24 小时动态
心电图等了解有无先天性心脏病、心律失常等心脏疾
病。通过脑电图、头部 CT 或核磁共振排除脑部疾病，
如癫痫、脑血管畸形、脑出血、脑血栓等。因为该类疾
病预后差，如不及时发现将会导致患者出现严重后
果。如果通过各种检查没排除上述疾病，但患者表现
与血管迷走神经性晕厥症状相似，就要高度考虑血管
迷走神经性晕厥。目前对血管迷走神经性晕厥最有诊
断意义的是直立倾斜试验。

市中心医院心功能科直立倾斜试验的开展，有助
于晕厥患者的规范化诊疗，将对提高晕厥患者病因的
确诊率和防治效果、降低心、脑血管等意外事件发挥重
要作用。

▲ 近日，随州市中心医院组织多学科医疗专家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为随州市民送健康、送
知识、送服务。 （随州日报通讯员 曾凯 李艳娥摄）

凝心聚力担使命 打好打赢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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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医院

提升内涵助力创卫工作

胆管结石嘴里取

ERCP技术让胆总管结石治疗不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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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临床学院
开展急救知识宣讲志愿服务

手足口病健康提示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王松、通讯员熊仕伟、曾凯）
“扎实开展‘三甲’复评，奋力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汇集
全院之志，凝聚全院之力，打好‘三甲’复评攻坚战”“距离
三甲复评数据评审还有 17天”……4月 13日，在随州市中
心医院，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和倒计时标识，一股浓厚的
迎评工作氛围扑面而来。

在年初召开的职代会上，市中心医院确定 2023 年为
“三甲复评决胜年”“优质服务提升年”，全面备战迎评工
作。百余天来，从院领导到职工、从职能部门到临床一
线，全院上下厉兵秣马，蓄势待发，为最后的冲刺作准
备。医院开启复评作息时间，工作日延迟 2 个小时下班，
中层干部会等各类行政会议一律改在晚间召开，各科室、
各部门按照评审标准，一次次地整改、完善，争分夺秒投
入到复评工作之中，形成了全院、全员、全方位迎战的“新
常态”。

医院加强统筹协调，实行院领导分片包干督导制度，
党政主要领导全院总督导，其他院领导每人包干 10 余个
科室，每周督查责任科室复评工作进展，对包干科室进行

量化评分考核，做到周有重点、月有分析，充分发挥了院
领导在“三甲”复评中的引领作用。同时开展职能科室干
部对口帮扶，建立对口帮扶责任清单，每名职能科室干部
负责包干一个临床或医技科室，每周到科室蹲点督导不
少于 2 次，每次不少于 1 小时，促进了临床一线科室对评
审标准的理解和掌握。

医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开展内审自评、多层面
座谈会、自查、督查等活动，多渠道、多途径收集了 26 期
需院级层面解决的问题 247 项，每期问题均在党政联席
会议上讨论，明确责任科室及牵头领导，复评办按照院领
导班子讨论意见进行任务分解，组织专班督促各科室制
定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实时追踪整改进度，使医院各类
质量与安全问题得以及时发现并有效解决。

随着复评进入倒计时，各项准备的节奏也越来越快，
工作重心由备战转为临战状态。走到院内的每一个角
落，到处都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复评办深夜灯火通
明，大家自觉加班加点，紧锣密鼓地对各项工作展开了有
序梳理；临床科室白天为患者服务，晚上开展培训、完善

资料、考试考核；从门诊到病房，从行政到临床、从领导到
员工，每一个人都在辛勤忙碌着；各部门、各科室对照标
准查漏补短补软补缺，整理台账资料、勤练应急操作、熟
记应知应会。标准再熟悉，硬件再补充，软件再强化，资
料再完善，力求在迎评中不出现“短板”，不出现遗漏和疏
忽，不遗留死角，不留盲区……全体干部职工以高度的责
任感、饱满的热情、坚定的信念、扎实的行动，积极投入到
最后的迎评冲刺工作中。

“三甲复评既是对医院本周期建设和发展的检验，也
是进一步加强医院功能定位、提升管理效能、提高技术
水平、保障医疗安全、促进服务质量的有效手段。市中
心医院将在市委、市政府、市卫健委的坚强领导下，以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责任感，以复评促工作，以复评
促内涵，以复评促发展，全力打赢三甲复评攻坚战，不
辜负各级领导的重托和全市人民的期望，为实现医院各
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汉襄肱骨、神韵随州’建设作出
更加积极的贡献。”市中心医院相关负责人语气坚定，信
心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