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健康中国2025 年 3月 4日  星期二
责编：熊  建　　　　邮箱：bearjian@126.com

节 气 与 健 康
本报北京电 （记者熊建） 日前，

由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指导，中
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健康传播分会、
央视网联合主办的“预防带状疱疹，
健康中国家”公益科普行动在北京启
动。作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带状
疱疹：不止是痛”主题故事光影展依
托八达岭长城举办。

带状疱疹俗称“蛇缠腰”，是由水
痘-带状疱疹病毒引发的常见皮肤病。

“90% 以上成人体内潜伏着水痘-带状
疱疹病毒，约 1/3 的人在一生中会罹患
带状疱疹。”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皮肤
科主任崔勇教授表示，“50 岁以后感染
带状疱疹的风险会显著增加。而且，年
龄越大风险越高，病情也更严重。因此，
中老年人群更要警惕带状疱疹。”

目前对于没有特效治疗药物的带
状疱疹，最有效的预防措施是接种带
状疱疹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余文周说：“通过
持续推进‘健康教育’与‘健康处方’
相结合的综合防控手段，提高老年人
预防接种服务可及性，发挥疫苗全生
命周期健康护航作用，可以让更多家
庭远离带状疱疹，共筑健康中国家。”

“中老年朋友们更应重视带状疱
疹、流感、肺炎等疾病的侵袭，了解
疾病风险和预防知识，把观念从以前
的‘被动治病’转为‘主动健康’，建

议中老年人及高风险人群可向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或其他专业医生咨询，并
重点关注疫苗的适用年龄、保护效力、
禁忌证三大‘关键词’。通过接种适合
的疫苗预防常见感染性疾病，守护自
己也守护家人的健康。”北京市朝阳区
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
科长陈秋萍说。

上图：“带状疱疹：不止是痛”主题
故事光影展在长城举行。 举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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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陈得） 日前，福建中医
药大学校长李灿东教授率专家团一行 7
人，访问了菲律宾宿务省和马尼拉市，
参加亚洲传统医学健康峰会，并举行
了多场义诊活动等。

福建中医药大学专家团首先出席
了 亚 洲 传 统 医 学 健 康 峰 会 ， 围 绕 中
医 诊 断 、 针 刺 法 治 疗 脑 血 管 病 、 基
于清宫医案之膝骨关节炎系列研究、
中 西 医 结 合 康 复 等 多 个 领 域 ， 向 国
际 学 者 展 示 了 中 医 药 的 深 厚 底 蕴 与
独 特 魅 力 ， 促 进 亚 洲 传 统 医 学 的 交
流互鉴。

亚洲传统医学健康峰会为期 3 天，
涵盖了学术讲座、病例研讨、义诊活

动等内容。病例研讨于宿务师范大学
—维森特·索托纪念医疗中心举行。
来自菲律宾的中西医代表，纷纷上台
分享临床上遇到的病例及诊疗方法，
并向福建中医药大学专家团咨询在遇
到相同案例时的诊疗策略。

在菲律宾宿务省政府，李灿东与
宿务师范大学校长、宿务维森特·索

托纪念医疗中心主任、菲律宾卫生部
传统与替代医学研究中心总干事等代
表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中医药
在菲律宾宿务省的落地与发展。

在马尼拉市的中国—菲律宾中医
药中心，专家团举行了 2 场专题讲座并
开展义诊，为当地医生和岐黄中医学院
学生答疑解惑；而义诊则面向菲律宾当

地居民、华侨华人开展。
李灿东表示，此次赴菲律宾参访，

进一步加深了福建中医药大学与菲律
宾宿务省、马尼拉市之间的友好关系、
进一步促进了中医药文化在菲律宾的
传播与发展，同时也为未来创新中医
药 文 化 海 外 传 播 的 渠 道 提 供 了 新 的
思路。

福建中医药大学专家团赴菲律宾参访
推动中医药在菲律宾加速发展

本报南宁电 （记者庞革平） 记者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获
悉：近日，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
健康委员会与越南广宁省卫生厅签署
了 《关于深化“1369 生命直通车”中
越跨境医疗救治机制及促进双方有关
医疗卫生机构直接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25-2026 年）》，就深化“1369 生命
直通车”中越跨境医疗救治机制及促
进双方有关医疗卫生机构直接合作达
成共识。

双 方 同 意 将 “1369 生 命 直 通 车 ”
中越跨境医疗救治机制提升为两省区
的合作机制，分别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东兴市人民医院和越南芒街市卫生中
心设立“1369 生命直通车”国际专线
电话，优化中越危急重症患者转诊机
制，实现“两国、两地和两院”间无
缝衔接，经常性开展联合演练，推动
双方跨境医疗合作常态化、规范化，
并逐步向广西与越南广宁省接壤的其

他口岸推广。双方指导有关医疗卫生
机构在医疗技术、妇幼健康、传统医
学、公共卫生等领域直接开展合作。

“1369 生命直通车”是中越首条跨
境医疗救助通道，自 2016 年启用以来，
在中国境外的中越危急重症患者都可
从广西东兴边检站快速通关，直达东
兴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截至 2025 年 1
月，“1369 生命直通车”及时抢救、治
疗患者 650 余例，在中越边境线上搭起
了一条跨越国界的生命通道。近 5 年
来，广西边境地区相关医疗卫生机构
门诊接诊越南籍患者 5.3 万人次、住院
超 6000 人次。

广西深化与越南跨境医疗合作
近 5年接诊越南患者 5.3万人次

本报北京 3 月 3 日电 （记者王美华） 今年 3 月 5 日是惊蛰节气，
这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始。此时，
大地回暖，人们能明显感受到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中医专家提醒，
此时养生的重点在于养肝护肝，保持心情舒畅，避免情绪波动过大，
以免伤肝。同时，适当滋阴，使自己的精神、情志、气血也像春天
一般舒展畅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肖潇介绍，起
居方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尽量不超过晚上 11 时睡觉，早上 6—8
时起床。同时，不要急于脱掉冬衣，要遵循“春捂”原则，尤其是
下肢和脚部的保暖，以防寒邪入侵。

“中医认为，春季属木，与肝脏相对应，惊蛰时肝气正旺。”肖
潇介绍，饮食方面，应遵循减酸增甘的原则，因为酸入肝、甘入脾，
减酸增甘才能达到补益脾胃的效果。此时，建议多吃一些大枣、山
药、南瓜等甜味食物以滋养脾胃，还可以多吃一些具有升发阳气作
用的食物，如韭菜、春笋、芽菜等。此外，还可适当多吃些清肝火
食物，如芹菜、荠菜、菊花茶、梨等，有生津润燥的作用；少吃辛
辣 （辣椒）、油腻 （烧烤）、过酸食物 （醋、柠檬），以防肝火过旺。

肖潇提醒，惊蛰时节，气
温变化大，人体容易受到风寒
侵袭，加上病毒和细菌活跃，
感冒、流感等呼吸道疾病高发。
此时，可以通过艾灸大椎、肺
俞等穴位来增强免疫力，预防
疾病。惊蛰期间，肝阳之气渐
升，阴血相对不足，人们容易
出现情绪波动，如急躁、易怒
等，甚至诱发情志方面的疾病，
建议多参加户外活动，尝试八
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
通过肢体的伸展和呼吸的配合，
畅通经络，培补元气，还可以
配合按摩太冲穴，疏肝理气，
调节情绪。

惊蛰时节
饮食宜“减酸增甘”

春节后的一天，我接到了一位
朋友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朋友的声音颤抖且焦
急：“马磊，我爸吃了好多药，正在
你 们 医 院 急 诊 抢 救 ， 这 可 如 何 是
好？”刹那间，我的心猛地一沉，朋
友的父亲长期饱受老年抑郁症的折
磨，没想到发展到这个程度。

我匆忙从家中赶往医院。来到
急诊室内，一眼望去，我便看到在
抢救室门口角落的朋友。年近五十
的他，面色惨白，汗珠不停从额头
滚落，眼神中满是焦虑与无助。

看到我，他冲了过来，带着哭
腔说：“都是我的错，求你一定要救
救我爸。”我走进抢救室，病床上的
老人面容憔悴，已经完成洗胃，嘴
里插着管子，连接着呼吸机。身为
曾经的急诊工作者，我清楚当下最
关键的是知晓患者服用了何种药物，
以便对症用药。很快，检测报告出
来了，“佐匹克隆”“艾司唑仑”的
服用量均远超正常剂量。二线医师
迅速理解并调整用药方案，随后将
患者转入急诊重症监护室。

看着朋友在重症监护室的走廊
里，来回踱步，不时自语：“都怪
我，怎么就没多留点心呢？”我心里
一阵酸涩，深切体会到他此刻的痛
苦与煎熬。

在之后的日子里，只要一有空，
我就会陪在朋友身边。他和我倾诉
着父亲患病后的点点滴滴。他说，
父亲自从患上抑郁症，整个人都变
得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
里发呆，可自己却因为工作的忙碌，忽略了父亲那些细微的变
化，没能及时给予他足够的关心和陪伴。他满脸懊悔，声音带
着哽咽：“我总以为给他提供好的物质生活就够了，却没想到他
心里藏着那么多的苦。”一遍一遍地诉说，仿佛想让所有人都能
理解他的无力。

我静静地听着，不时拍拍他的肩膀给予安慰，同时也在引
导他试着走进老年人的内心世界。抑郁症就像一片浓重的阴霾，
让老人的生活失去了色彩。那些被子女忽视的孤独、不被理解
的痛苦，在老人吞下过量药物的那一刻，如决堤的洪水一般彻
底爆发。我对朋友说：“叔叔其实一直都渴望着你的关心，渴望
你能坐下来，和他好好说说话。”朋友听后，重重地点点头，眼
中满是悔懊与决心。

这段时间，同事们日夜守护在老人身边，根据病情变化及
时调整治疗方案。有一次，朋友跟我讲，他在探视时，看到一
名年轻护士一边换药，一边轻声对老人说：“爷爷，您肯定会好
起来的，您瞧，家人都在陪着您呢。”那温柔的话语，恰似冬日
暖阳，给他带来了温暖与希望。

经过一周的全力救治，老人已经脱离危险，可以出院。朋
友脸上重新绽放出了笑容。他紧紧地握住医生的手，不停地说
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爸！”随后，他又转身紧紧地
抱住我，声音带着颤抖：“也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陪着我。”

这次经历，又把我带回在急诊工作的日子。在救治患者的
过程中，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患病的躯体，更是一颗颗
需要温暖和关爱的心灵。共情，不是简单的同情，而是站在患
者的角度，去感受他们的痛苦，理解他们的恐惧，给予他们最
需要的支持和帮助。

在这个逐渐步入老龄化的社会，每位老人都像是一本厚重
的书，他们的内心世界丰富而复杂，子女们应该放慢脚步，多
一些时间去陪伴他们，多一些耐心去倾听他们的心声，用爱与
理解，为老年人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
么比亲人的陪伴和理解更能治愈心灵的创伤。

（作者为北京同仁医院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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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蒋
协远、智能骨科研究型病房主任王军
强带领的智能骨科团队，运用骨科机
器人辅助经皮骨盆通道螺钉置入技术，
成功救治了一名 90 岁高龄的骨盆骨折
患者。

惊险一刻

“我就想过个马路，谁承想会这
样。”90 岁的王亮 （化名） 怎么也没想
到，一次日常遛弯儿竟遭遇飞来横祸。
被轿车撞倒后，王亮右侧身体重重着
地，当即痛得无法动弹。

随后，120 急救车将王亮送至北京
积水潭医院。

检查显示：右髋部及右大腿内侧
明显肿胀，右髋关节活动受限，局部
触痛明显，骨盆分离挤压试验 （+）。
幸运的是，得益于日常锻炼，王亮的
身体基础条件好，生命体征平稳，暂
没有出现休克等症状。

这种“骨折之王”在年轻人身上
都凶险异常，更何况是年过九旬的老
人，骨盆骨折是不容忽视的急症。但
传统手术需要大开大合，老人身体根
本承受不住；保守治疗又会导致长期
卧床，引发致命并发症。

争分夺秒

当天，王亮被收入智能骨科研究型
病房，智能骨科团队立即启动多发创伤
的绿色通道抢救机制。创伤骨科、麻醉
科、放射科等医生迅速集结，建立静脉
通路，完成抽血及影像学等辅助检查，
评估并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

术前影像学显示，患者的左侧骶骨
骨折，右侧耻骨骨折、髂骨骨折，骨盆骨
折分型为 C 型，老年脆性骨盆骨折分型
为 IV 型，是极度不稳定型的前环骨折和
双侧后环骨折。所幸没有明显的骨盆出
血或内脏损伤的表现。

智能骨科团队经过仔细查体和阅
读影像资料，共同商讨该病例后认为，
王亮年龄较大，平时身体状态良好、
基础病不多，加之其手术意愿较为强
烈，决定为他尽快实施机器人辅助下
的微创骨盆骨折复位内固定术，加速
患者早日康复，避免老年骨折患者卧
床并发症的发生。

精准出击

无影灯下，智能骨科团队将患者

示踪器安放在左侧髂前上棘，使用术
中三维影像设备获取骨盆的三维图像，
扫描结果传输至机器人导航系统，完
成螺钉置入的位置和走形，并在机器
人的引导下分别置入 4 枚通道螺钉。置
入后再次进行 CT 扫描验证，证实导针
精确置入。

在骨科手术机器人毫米级精度的
引导下，这项原本高难度、高风险的
手术变得更加精准高效。手术共计耗
时 1 小时 30 分钟，术中出血不到 20 毫
升，每枚螺钉置入位置的切口长度约
1.5 厘米，完美达到了预期。术后，王
亮安全返回病房。

又能走了

术后第二天，医生团队复查 X 片
显示螺钉植入位置非常满意，骨折基
本达到稳定复位，同时，复查的全血
细胞计数中，血红蛋白指数为 102g/L。
术后第三天，在智能骨科病房护理团
队及康复师的指导和护理下，王亮可
以坐立在床上。术后第四天，王亮迎
来了出院日。“得亏有了这么先进的医
疗技术，让我还能下地行走，谢谢你
们。”他说。

为什么老年脆性骨盆骨折手术需

要机器人辅助？
老年脆性骨盆骨折 （FFP） 是指 60

周岁以上，低能量损伤或日常活动应
力导致的骨质疏松性骨盆骨折和机能
不全性骨盆骨折。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老龄化，FFP
的发病率也逐年升高。由于骨盆形态、
骨折类型及其周围解剖结构复杂，传
统的手术方式往往面临手术切口较大、
骨折暴露复位困难、植入物易损伤周
围组织结构等严重问题，手术难度和
风险均较高，尤其对于老年患者更为

“不友好”。
对于不稳定型骨折或伴有内脏损

伤甚至生命危险的患者，应考虑尽快
手术治疗，以确保骨盆结构的稳定性
并避免并发症的发生，而此时导航技
术、机器人辅助技术以及骨盆骨折微
创复位技术能够大大弥补徒手操作的
劣势。“这项机器人辅助技术可以极大
提高手术的精准性和稳定性，将原本
异常复杂的结构和较为困难的手术方
式变得可视化和直接化，能大大减少
术中透视次数、缩短手术时间、减少
手术的创伤，显著降低手术风险，尤
其对于老年患者来说是十分受益的。”
王军强介绍。

（作者单位：北京积水潭医院智能
骨科研究型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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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器人辅助 患者康复加速
杜浩源  王曦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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