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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换季期是很多疾病的高发
时期。这个时期应该注意哪些健康
风险？该如何做好防护？近日，中日
友好医院多位专家对此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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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传染病患者切勿
滥用抗生素

近期降水增多，有的地方出现
暴雨洪涝灾害，当地群众应注意哪
些疾病流行？

“肠道传染病是洪涝灾害后最常
见的疾病。”感染疾病科主任马安林
介绍，肠道传染病最大的特点是

“病从口入”，不洁的水源和受污染
或变质的食物都会导致肠道传染病
的发生。

“感染肠道传染病，通常会出现
腹痛、腹泻等症状，也就是老百姓常
说的‘拉肚子’。”马安林提醒，老年
人和儿童是肠道传染病的易感人
群，感染后可能出现重度痢疾，导致
休克和脏器衰竭，因此一定要引起高
度重视。

专家提醒，对肠道传染病要以
预防为主。夏秋之际气温多变，既
要避免中暑，也不宜过度吹空调，
长时间吹空调会影响人的免疫力，
进而削弱人体抵抗细菌的能力。

“洪涝灾害后，也要注意预防霍
乱。”马安林表示，虽然现在霍乱越
来越少，但是仍有个别散发，尤其
在洪灾以后容易发生。在发生剧烈
腹泻或剧烈腹痛时，要意识到可能
是霍乱，到肠道门诊及时就医。

洪涝灾害后如何避免传染病？
“要管理好水源，管理好粪便。”马安
林说，洪涝灾害后进行消毒非常重
要，要及时清理灾后垃圾，改善环
境卫生，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环境消
毒和灭蝇、灭蚊虫等工作；及时清
理积水，清除粪便；保护水源，做
好饮用水的消毒管理，不喝生水；
饭前便后要洗手，少吃生冷食物，
注意食物卫生清洁，不吃过期食
品，不吃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等，
防止“病从口入”。

“儿童发生腹痛或腹泻，有些家
长不清楚病因，就给孩子大量使用
抗生素，这是错误的。”马安林说，
如果是由化学毒素或诺如病毒引起
的腹泻，抗生素并无疗效。因此，
在治疗时，一定要分清楚儿童的腹

痛、腹泻到底是消化不良、细菌感
染、病毒感染，还是其他原因导致
的，要对症治疗。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运
动有讲究

秋燥将至，早晚变凉，不少人
感觉颈肩腰腿不舒服。康复医学科
主任江山介绍，夏秋季节转换之际
是腰颈痛高发时期，门诊中不仅有
老年人，也有不少年轻人前来就诊。

江山提醒，有腰颈痛问题的患
者不要维持同一个姿势太长时间，
无论是坐着还是站着，每隔 40 分钟
就要变换一次姿势、起来活动一
下；如果出现腰颈疼痛，不要想当
然地认为是肌肉或骨骼出了问题，
而要去医院请医生帮助诊断，排除
其他可能、确定是肌肉或骨骼的问
题后，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做物理因
子治疗。医生还会根据患者的个人
情况，开具运动处方，给出适合患
者的运动方式、运动频次和运动量
建议。

专家表示，要选择在早上或傍
晚天气凉爽的时候进行运动，按处
方锻炼身体，才能达到良好效果。

“秋季来临，心脑血管疾病也进
入高发季。”江山说，心脑血管疾病
患者如果经常在寒冷的环境中运
动，容易导致血管痉挛，引起心脑
血管病发生，因此这类患者运动时
一定要注意保暖。与此同时，心脑
血管患者以老年人为主，多数合并
有糖尿病、肺部疾病等基础病，因
此建议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选择
合适的运动方式，一般推荐游泳、
快走等方式。

在运动时长方面，江山建议，
一般一周保持3次有氧运动或2次肌
肉力量训练，肌肉力量训练应包括
10—15 分钟的热身环节，20 分钟训
练，再加10分钟平复环节。

“如果有基础疾病，建议在医生
的监测下进行肌肉力量训练，监测
一次之后，如无异常，患者方可自
行在家中训练，同时要保持定期复
诊。”江山说。

慢性气道疾病患者警
惕病情加重

“夏秋换季之时，要注意预防喘
病加重，喘病是呼吸系统中最常见
的慢性气道疾病。”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侯刚提醒，虽然喘病在秋
季和冬季更容易发生，但在夏秋换
季时预防喘病急性加重尤为重要，
因为夏末秋初时的过敏原并不比秋
冬季少，例如大雨过后，墙面会发
霉，霉菌孢子就是很强的过敏原；
夏末秋初天气依然炎热，患有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合并冠心病的老年
人，在闷热的天气下，一旦出现心
功能不全，就会加重呼吸困难，表
现为慢阻肺病加重。

此外，喘病患者在夏天往往会因
为喘气变得顺畅而忽视药物的规律
使用，当药物使用不规律时，慢性气
道疾病就容易出现急性加重的情况。

如何预防慢性气道疾病加重？
“要远离相关危险因素，其中非

常重要的就是远离烟雾，不吸烟、
避免二手烟侵扰。”侯刚提醒，秋冬
季来临，即将进入供暖季，空气质
量可能会发生变化，慢性气道疾病
患者在空气污染天气外出时一定要
戴好口罩，可使吸入的气体更加湿
润，同时也能将有毒、有害颗粒排
除在体外。

与此同时，还要注意远离过敏
原，像一些潮湿、发霉的地方，或
者容易引起花粉过敏的植物。“如果
有朋友、亲戚明确得了流感等呼吸系
统传染疾病，尽量不去探望，如果探
望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侯刚说。

“在秋季，入冬之前可以接种流
感疫苗，也可以接种肺炎球菌疫苗预
防感染。”侯刚提醒，慢性气道疾病患
者要继续巩固气道疾病的治疗，吸入
的药物要规律使用、规范使用。同
时，这类患者要积极治疗共患病，
例如合并糖尿病患者，如果血糖控
制得不好，很容易导致呼吸道感染
并发，从而引起慢性气道疾病的加
重。此外，还要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
方式，坚持合理饮食、适当锻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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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记者王美华） 为进一步完

善出生缺陷防治网络，提升出生缺陷防治能
力，改善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国家卫生健康
委日前发布 《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

（2023—2027年）》（以下简称《提升计划》）。
《提升计划》要求，坚持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围绕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和儿
童各阶段，聚焦提升出生缺陷防治服务能
力，促进出生缺陷防治工作高质量发展，预
防和控制严重出生缺陷发生，减少出生缺陷
所致婴幼儿死亡及先天残疾，更好满足群众
健康孕育的需求。

《提升计划》通过健全服务网络、加强人
才培养、深化防治服务、聚焦重点疾病、提
升质量管理、强化支撑保障等6方面措施，推
进落实 18项工作任务，补短板，强弱项，推
动全面提升防治能力。

在健全服务网络方面，《提升计划》要
求，布局建设区域产前诊断中心，每个省（区、
市）均应设置省级产前诊断中心，原则上每个
地市均设置产前诊断机构，每个县 （市、区）
至少有1个独立开展生化免疫实验室检测的产
前筛查机构。省级和地市级均至少建设1个新
生儿遗传代谢病诊治机构、1个新生儿听力障
碍诊治机构、1个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诊治机
构。推动具有专科优势的国家级、省级医疗
机构牵头组建出生缺陷疾病防治专科联盟或
协作网，促进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
复一体化防治服务。

在加强人才培养方面，《提升计划》明确，
严格出生缺陷防治专项技术培训和考核，规
范从事产前筛查、产前诊断技术人员持证上
岗，按照机构设置标准和服务需求合理配置
专业技术人员。同时，持续实施出生缺陷防
治人才培训项目，到2027年，完成1.5万名紧
缺人才培养。

根据《提升计划》，到 2027 年，实现以下
主要目标：

——机构建设明显加强，专业人员技术
水平进一步提高，基层宣教、县级筛查、地
市诊治、省级指导管理、区域技术辐射的能
力全面提升，逐步构建分工明确、服务联动
的出生缺陷防治网络。

——出生缺陷防治服务更加普惠可及，
三级预防措施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婚前医学
检查率、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分别保持在70%和80%
以上；产前筛查率达到 90%，筛查高风险孕妇产前诊断服务逐步
落实；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等新生儿遗传代谢
病 2周内诊断率、2周内治疗率均达到 90%，新生儿听力障碍 3个月
内诊断率、6个月内干预率均达到90%。

——一批致死致残重大出生缺陷得到有效控制，聚焦严重先
天性心脏病、唐氏综合征、先天性听力障碍、重型地中海贫血、
苯丙酮尿症等重点出生缺陷防治取得新进展，全国出生缺陷导致
的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降至1.0‰、1.1‰以下。

本报北京电 （陈渡归） 近日，
国家卫健委发布《手术质量安全提升
行动方案（2023—2025 年）》（以下简
称《方案》），提出利用 3 年时间，进
一步完善手术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形成科学规范、责权清晰、运行顺
畅的管理机制。

《方案》要求，到2025年末，我国
住院患者围手术期死亡、手术并发
症、麻醉并发症等负性事件发生率进
一步下降，非计划重返手术室再手术
率不高于 1.8‰，住院患者手术后获
得性指标发生率不高于 7.5‰，手术
麻醉期间低体温发生率、I类切口手
术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率进一步降
低，日间手术占择期手术的比例进
一步提高，四级手术术前多学科讨
论制度得到全面落实。

《方案》从术前、术中、术后风
险管理和系统持续改进等针对全国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提出 4 个方面 15
条具体举措。在术前，医疗机构要
围绕手术风险、手术人员能力、患
者风险加强评估与管理，科学制定
手术方案并做好术前准备，尽可能
降低手术风险。对存在糖尿病、高
血压、凝血功能障碍等情况的患
者，严格核实术前药物应用情况，
防止出现意外。在术中，医疗机构
要围绕手术设备和设施、手术人员
及环节、患者与手术过程等核心要
素和环节加强核对核查，防止出现

差错，保障手术安全。避免出现计
划手术医师与实际手术医师不一致
的情况，保障手术过程中主要术者

（含第一助手） 和麻醉医师全程在
场。在术后，医疗机构要做好术后
转运衔接、即时评估、恢复管理、
出院指导等方面工作，尽可能消除
术后安全隐患，保障患者术后康
复。鼓励医疗机构采用临床营养、
早期康复、心理治疗、中医中药等
医疗措施，促进术后患者康复。

在优化手术服务机制方面，《方
案》要求，推动医疗机构采用信息化
手段实时监测手术室使用情况，及
时动态调整手术室排台，提高手术
室资源分配合理性，缩短患者手术
等待时间。同时，推动择期住院手
术向日间手术转换，并按照 《医疗
机构日间医疗质量管理暂行规定》
要求，建立符合本机构实际的日间
手术组织管理架构、工作制度和机
制，逐步扩大日间手术服务范围。

国家卫健委指出，随着医疗技
术进步和疾病谱变化，手术的种类
和方式也不断变化。持续监测显
示，近年来我国医疗机构开展的手
术种类和数量快速增长，手术方法
也不断改良，手术质量安全水平稳
步提升，但包括手术并发症、麻醉
并发症等在内的负性事件发生率在
少数医疗机构呈上升趋势，需要进
一步加强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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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印发

更
好
满
足
群
众
健
康
孕
育
需
求

出
生
缺
陷
防
治
能
力
提
升
计
划
发
布

近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大通路小学，一年级新生在参加袋鼠跳等趣味
游戏，快乐迎接新学期。 解 琛摄 （人民视觉）

近日，2023“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桨板项目主题健身活动 （四川成都站） 暨成都市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青少年帆船、桨板比赛在四川天
府中心兴隆湖水上运动中心举行。约80名青少年参与其中，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刘国兴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