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洛阳市宜阳县锦屏镇流水
沟村卫生所坐诊，每日需要从家到卫
生所骑行数公里往返，十几年来从不
敢耽搁。2023年，我65岁，到了乡村
医生退休的年龄。从我准备退休到
正式退休，再到暂时继续负责卫生室
的工作，感慨颇深。

2023年国庆假期后，我开始整理
个人资料交给领导。2023年12月下
旬，我开始陆续往家里搬生活用品，
整理卫生所。在这期间，流水沟村的
乡亲们知道我即将退休，不舍之意溢
于言表，伤感之情难以名状。周围村
庄的乡亲们也是如此。乡亲们担心
以后生病不知道去哪里就诊，令我顿
感忧伤。

直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下午，我
在流水沟村的微信群里发了自己要
退休的消息，乡亲们的回复很感人，
字字情深。“感谢李医生这些年的辛
苦付出！百姓难留，心感难受。我们
很无奈，只能说一声，流水沟村的乡
亲们永远忘不了李医生在咱们村十
几年的点点滴滴。”“流水沟村永远
是李医生的第二个家，啥时候想回来
看看，我们都欢迎。”17时50分，一位
村干部打电话给我说：“乡亲们都不
想让你走。听说你明天就不来了，心
里难受啊，太难受了！”通话持续了9
分钟，情真意切。还有一位村民说：

“看见你陆续往车上搬东西，心里觉
得非常失落。从医德、为人到技术、
服务态度，全村没一个人说你不好，
没有一个人不想让你留下来，你早已
融进了流水沟村。”我听得出他声音
有些颤抖，语气甚为悲伤。我感叹时
光不能倒流，恨自己无力回天，使我
深受感动，是乡亲们待我太好了。我
无以回报，只是以真心换真心。

按照程序，村里的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到了 2024 年 1 月 1 日应该进行随访。虽然我已
退休，但是无人来接班，我想我有义务再为他们随访
一次。2024 年 1 月 1 日，我给 7 位患者进行了上门随
访，并拍照打印。1月2日上午，我去锦屏镇卫生院录
入系统，卫生院的领导通知我，仍由我暂时负责流水
沟村卫生所的工作。下午，我做了一些准备，20 时
许，我在群里发了一条通知：“接卫生院通知，因暂时
无合适人选接班，暂时仍由本人在流水沟村卫生所
上班。明天照常上班。”谁知一石激起千层浪，群里
掀起欢迎热潮。不知乡亲们是不是太高兴了，大家
把最主要的“暂时”二字忽略掉了，尽情地发“鼓掌”
的表情，以及“欢迎回家”“李医生是我们流水沟村父
老乡亲的健康守护者”诸如此类的话，使我感动得半
夜不能入眠。

1月3日上午，我刚到卫生所，几位患者就到卫生
所说要看看我来了没有，又说了一些暖心的话。村
民老李说：“我不会在手机上点赞，来给你当面点一
个大赞！”村民老金在输液时，跟另一个输液的患者
说：“看见了李医生又回来工作的通知，我感动地落
泪。”还有村民说，她昨天去姐姐家，跟姐姐说李医生
已经退休了，姊妹俩竟双双落泪。特别是村里的老
年人，都说李医生退休了，心里不得劲。叹我何德何
能，获此殊荣！

其实，我只是凭良心，做了应该做的事；用平常
心，给乡亲们举手之劳般的照护，乡亲们却给了我这
样高的评价！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锦屏镇流水
沟村卫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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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乡村振兴助

甲状腺是人体一个小而重要的腺体，
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对维持人体健康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
关键元素，如果缺乏，就会导致碘缺乏病。
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碘的科
学补充。

那么，碘与甲状腺之间是什么关系？
甲状腺激素的作用是什么？合理的碘摄入
量是多少？不同人群应该怎么补碘？使用
加碘盐又应该注意什么呢？

碘与甲状腺的关系
甲状腺具有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功能，

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原料，而甲状腺激
素是体内的一种重要激素。

甲状腺激素参与大脑发育，对机体几
乎所有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能够使
发育期儿童长高、增重，促进骨骼和肌肉的
生长，促使性发育；能够维持机体新陈代
谢，保持人体体温正常。

如果把甲状腺比作“工厂”，将碘比作
合成的“原料”，将甲状腺激素比作“工厂”
生产的“产品”。“原料”不足时，“产品”达不
到机体需要的量，一方面会影响人体新陈
代谢，影响生长、发育及神经系统的功能；

另一方面，“产品”生产不够（甲状腺功能减
退），人体会进行各种方式的调节，增加生
产能力，包括扩大“工厂”（甲状腺肿大）。
因此，不同的人群，会出现不同的表现。

严重缺碘会对患者的健康产生严重影
响。如果孕妇严重缺碘，会导致胎儿个头
小，大脑不发育，还可能出现流产、死胎等
情况；即使孩子生出来，也可能又小又呆，
这就是克汀病。如果是青少年，会出现精
神功能受损，体格发育迟缓。任何年龄阶
段的人群严重缺碘时，都可能出现甲状腺
肿大、甲状腺功能减退、对核辐射的敏感性
增加等。

合理的碘摄入量
在2023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

摄入量》中，推荐了碘的摄入量：18岁以上
的人群，无论男女，每天推荐的碘摄入量为
120 微克；孕早期女性推荐的碘摄入量为
230微克，孕中期、孕晚期女性以及哺乳期
妇女的推荐的碘摄入量为240微克，是普通
人推荐的碘摄入量的2倍。

不同人群如何科学补碘
成年人 食用适量的加碘盐即可，我们

可以具体计算。
1.饮水：除个别高碘地区外，成年人每

天从饮水中摄入的碘约为10微克。
2. 食物：成年人每天从食物中摄入的

碘为25微克~50微克。
3.碘盐：食盐强化碘的含量为25微克/

克~30微克/克。如果按照推荐每日摄入5
克加碘食盐，碘的烹调损失率20％计算，成
年人每天摄入的碘约为100微克。

成年人每天从饮水、食物、碘盐中摄入
的碘达到 135 微克，即可达到推荐量的要
求。

不同孕期女性和哺乳期妇女 对于不
同孕期的女性和哺乳期妇女可采取下列措
施。

1.选用含量高的加碘盐（30微克/克）。
2. 每周摄入 1 次~2 次富含碘的海产

品，如海带、紫菜、裙带菜等。
3.对于孕早期女性每天可以从食物中

摄入的碘至少110微克，碘含量高的常见食
物如裙带菜（干品，0.7克）、紫菜（干品，2.5
克）、海带（鲜品或水发品，100克），可参考
选用。

4. 对于孕中期、孕晚期女性和哺乳期
妇女每天可以从食物中摄入的碘140微克，
碘含量高的常见食物如海带（鲜品或水浸，
120 克）、紫菜（3 克）、贻贝（40 克），可参考
选用。

5. 必要时，无论哪种人群都应遵照医
务人员的指导，服用含碘制剂。

婴幼儿 对于婴幼儿，不必采取补碘措
施，但建议辅食中有海产鱼虾类等含碘量
高的海产品。

儿童和青少年 儿童和青少年人群处
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对碘的需求量增
加，应食用合格的碘盐。

食用碘盐的注意事项
碘在潮湿、高温和酸性环境下容易挥发

损失，人们应科学食用碘盐。在购买碘盐时，
应购买小包装的碘盐，以免存放时间过长；认
清印有指定标识的加碘食盐，并将碘盐存放
在阴凉、干燥、远离炉火的地方，避光保存；菜
品出锅时，再放碘盐，以降低碘的烹调损失
率；大家应饮食清淡，合理控制盐的摄入量。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洛阳市中心医院，系
河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文由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宣传处指导）

“汪医生，俺的孙子牙疼好几
天了，疼起来连饭都吃不成，麻烦
您给他检查一下，看到底是咋回事
儿？”“汪医生，俺在外面镶了一口
假牙，这一说话，嘴里面会发出嘎
达嘎达的声音，吃饭时很容易被热
馒头粘下来，戴到嘴里很不方便，
请您帮俺看看吧……”

近日，记者在平顶山市郏县堂
街镇中心卫生院口腔科采访时发
现，该院门诊楼二楼口腔诊室外面，
不足 1 小时，就有十几位牙病患者
来这里排队候诊。“俺嘴里面的这 2
颗大牙已经治疗了 3 次，这次来是
做巩固治疗的，治疗效果让俺很满
意。”患者张文（化名）说，他家距离
郏县县城将近 20 公里，以前坐公交
车去县城看一次病需要大半天的时
间，还要跑好几趟才能治好病；现在
在堂街镇中心卫生院看病真方便，
骑上三轮车一会儿就到卫生院了，
再说这里医生的技术真不错、费用
也不高。其实，到这里看病的群众
都是冲着方便才来就医的。

“现在，每天来治疗牙病的患
者逐渐增多，究其原因，还是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带来的变
化。”该院口腔科医生汪莉晓说。
2020 年 5 月，郏县妇幼保健院与堂
街镇中心卫生院成为科室共建单
位，并选派口腔科主任秦可贞到堂
街镇中心卫生院坐诊，进行技术带
教。“以前，俺在平顶山市口腔医院
进修学习，重点学习牙病治疗、拔
牙、镶牙、牙齿矫正等技术。现在，
专家又在身边做技术指导，很多口
腔疾病治疗业务都能开展。”汪莉
晓说，去年 2 月，小昝庄村 70 岁的
李女士患牙疼一个多星期，用传统
的治疗办法均无济于事，后来在家

人陪伴下来到堂街镇中心卫生院
就诊。经过检查，李女士患的是急
性牙髓炎。汪莉晓先后做了 4 次治
疗，李女士的牙疼基本消失。在镇
中学就读的学生陈某，晚饭后牙齿
突然疼痛起来，随即来到堂街镇中
心卫生院就诊。经检查，陈某患的
是急性牙髓炎，经过 5 次治疗，陈某
的牙疼完全治好了。像这样治疗
效果好的患者还有许多。

在堂街镇中心卫生院中医科，
治疗疼痛以及康复的患者依然很
多。古香古色的中医馆装饰得很
有中医药文化味儿，各种治疗设备
以及康复器材较为齐全；能够开展
40 多项中医药适宜技术，基本满足
了患者的医疗需求。“当初我来到
镇卫生院坐诊带教时，镇卫生院的
情景至今让我记忆犹新。”郏县第
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派驻专
家王帅说：“过去，堂街镇中心卫生
院有 10 个门诊科室、17 名医生，但
科室与科室之间互不来往，医生们
也是‘单打独斗’，各看各的病从不
交流，没有形成团队协作。”为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王帅将临
床医生进行技术“整合”，形成紧密
型技术协作团队，利用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走村入户进行深入宣传，让
老百姓了解镇卫生院有什么样的
科室、能够治疗什么样的疾病。事
实证明，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使群
众对卫生院有了深入了解。

在医生王帅的诊室里，一面写
有“妙灸神针医百病 温暖关爱如
亲人”的锦旗悬挂在墙壁上方，格
外引人注目。王帅说，送锦旗的患
者名叫孔凡（化名），家住安良镇孔
村，由于长期做水产生意，导致他
手脚四肢冰凉和麻木，已经严重影

响他的正常生活。为了治病，孔凡
四处求医治疗，但是效果不佳。孔
凡听说有县级医院的专家在堂街
镇中心卫生院坐诊，可以用中医方
法治疗这样的疾病。于是，孔凡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王帅求治。
根据患者情况，王帅采用调气针
法、艾灸、中药溻渍等中医药适宜
技术，经过 20 多天的精心治疗，孔

凡的手脚凉麻消失。另外一位患
者李某，3 年前患了抖动症，双手抖
动得连饭碗都端不成，平衡感还不
好，站立时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经
过一个多月的针灸、按摩等治疗，
李某的身体恢复了健康。

据堂街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吕战
杰介绍，2023 年，随着“优质服务基
层行”活动的有力推进，依托“大手

牵小手”的科室共建方式，专家下
沉基层开展技术帮扶，实施“传、
帮、带”，为乡镇卫生院的整体服务
能力提升注入了活力。目前，该院
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已经辐射到
周边的长桥镇、李口镇、姚庄乡、王
集乡等乡镇，正以二级医院的医疗
标准为群众提供优质的卫生健康
服务。

张女士今年61岁，是一位退休
的私立学校校长，丈夫今年去世，子
女也都不在身边。最近，张女士出
现胸闷、胃胀、腿疼、肩膀疼、头疼等
症状，经常去医院，做了各种检查，
却没有明确的诊断。张女士不断地
质疑医生的医术，频繁更换医院。
张女士的子女对此很担心，并带着
张女士到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咨
询。据张女士的子女回忆，张女士
自从丈夫去世后，像是变了一个人
一样，整天闷在家里，做什么都提不
起兴致，脾气也变得很怪，甚至会自
言自语说自己是子女的累赘，要去
找已故的丈夫。经详细检查，张女
士是患了老年人抑郁症。

老年人抑郁症的现状
众所周知，抑郁症是现今社会

关注度较高的心理疾病之一，抑郁
症患者占世界人口的3％~5％。但
是，各个年龄段相比，老年人抑郁
症发生率尤高。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统计，老年人抑郁症患者占老年
人口的7％~10％，其发病率高于抑
郁症的总发病率，我国也有不少老
年人抑郁症患者。而老年人抑郁
症在社会上的关注热度远远没有
青少年抑郁症高。由于多数老年
人抑郁症患者表现出的症状和人
体自然老化现象几乎重叠，许多人
会认为这是人体自然老化的过程，
容易忽略可能存在的老年人抑郁

症。因此，老年人抑郁症不容小
觑。

老年人抑郁症的特点
老年人抑郁症主要表现可以用

“疑、难、杂、正”4个字来总结。
“疑”是指多疑 患者有心悸、胸

闷，就怀疑患有冠心病；有胃脘堵闷，
吃饭不香，就怀疑有胃癌；有头疼头
晕，就怀疑有脑梗死……经过各种
检查，排除了这些器质性疾病，还怀
疑自己是否得了什么绝症，现有的仪
器都还不能检查出来，总是感觉到惶
恐不安，就像张女士一样。

“难”是指难治 如果按照“头疼
医头，脚疼医脚”的治标模式治疗疾
病，患者的症状就像按下葫芦起了

瓢一样，症状此起彼伏，缠绵难愈。
另外，老年人因各种身体机能下降，
对药物的敏感度降低，药少了控制
不住症状，药多了会产生不良反应。

“杂”是指症状比较复杂 患者
往往出现情感脆弱，悲伤、激惹、健
忘、失眠、乏力、慢性疼痛、头疼、头
晕、心慌、胸闷等多系统症状；另一
个是指疾病复杂，往往是多种慢性
病并存。

“正”是指正确诊治 老年人抑
郁症临床表现多不典型，容易漏诊、
误诊，如不及时诊治，会加快慢性病
的进程，甚至出现肿瘤、痴呆等后
果，造成老年人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如果能正确诊治，往往预后良好。

老年人抑郁症的居家处理
老年人患了抑郁症，后期的恢

复状况与子女的态度有关。如果，
子女不愿意父母延长患病时间，笔
者来教大家一个方法。

1. 子女把父母当成公司的领
导，尊敬、关心。

2.子女把父母当成重要的大客
户，捧着、陪着。

3. 子女把父母当成自己的孩
子，宠着、惯着。

作为子女，应当认真倾听父母
想法，时刻关注父母的需求，并尊重
父母的意见。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郑州市第
八人民医院）

“大手牵小手”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杨 浩 文/图

甲状腺疾病患者如何科学补碘
□王朝霞

老年人抑郁症知多少
□宋延艳

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重要
原料，碘摄入量不足，可引发碘缺
乏病。除高水碘地区外，推荐居民
食用加碘盐；孕妇及哺乳期妇女每
周还应摄入 1 次~2 次富含碘的海
产品。碘容易挥发，碘盐应该避光
保存，人们应科学食用碘盐。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

结
核
病
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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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栋
梁

结核病是一种以呼吸道传
播为主的慢性传染病，具有病
程长、病情反复和传染性强等
特点，不仅影响患者的生存质
量，还会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
严重的威胁。

结核病患者人文关怀是指
医疗卫生工作者在患者诊疗和
管理过程中，为其提供优质的
医疗服务，主要包括结核病的
预防、诊断、治疗、心理支持及
营养支持等。优质的医疗服务
可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治疗
的成功率，让患者拥有更好的
治疗体验，提高生活质量。

人文关怀是指引导患者对
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对符合人
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的
尊严、自由、权利的维护，对人
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简而
言之，人文关怀就是关注人的
生存与发展，关心人、爱护人、
尊重人。人文关怀的目的是营
造一个充满关爱的环境，使人
与人在相互关怀中达到和谐相
处。人文关怀是患者基本且重
要的需求，也是优质护理服务
和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内涵，
是医疗护理的本质和核心。

结核病患者人文关怀主要
包括：结核病防治知识健康教
育，可以提高大众对结核病防
治知识的知晓率，有病早就诊，
预防结核病进一步传播；减少
及消除对结核病患者的歧视；
为患者提供生活救助关怀，提
高治疗依从性；通过对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规范化培
训，为有结核病可疑症状者提
供筛查及转介服务。

结核病患者、密切接触者
以及健康人群是结核病健康教
育的主要目标人群。需要通过
不同形式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
进活动，促使他们获得结核病
防治基本知识，了解国家结核
病防治政策，认识结核病对人
群的危害，营造人文关怀的氛
围等。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传播
途径、治疗原则、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预防方
法，以及治疗期间需要进行的检查，在治疗过
程中为什么要检查痰、如何留痰，如何合理休
息及适度锻炼、急救知识、感染控制方法、营养
指导和心理支持等。

建立全社会反歧视机制，加大结核病防治
公益宣传力度，向全社会普及结核病相关知
识，营造不歧视患者和康复者的社会氛围。通
过社区、单位和学校等开展反歧视活动，努力
形成人人享有平等公共卫生服务的理念，提升
社会的包容性，给患者以人格上的平等和就
医、就业、入学等合法权益，给予他们更多的人
文关怀。

患者的社会救助
医疗救助 对发生高额医疗费用，自付医疗

费用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
难的重症患者，发挥医疗救助和其他补助的制
度合力，切实降低患者自付比例，避免患者家
庭发生灾难性支出，从而导致因病致贫、返贫。

生活交通补助 为患者提供物质支持，避免
患者因疾病导致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经济损失，
能够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贫困患者救助 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共
同制定针对贫困结核病患者的优惠政策，加强
对贫困患者的关怀，将政府救助与社会照护相
结合。

规范结核病可疑症状者的推介和转诊行
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在发现结
核病或疑似结核病患者后，要及时进行结核病
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使患者了解及时诊治的
重要性，并转诊到结核病定点医疗卫生机构；
对病原学阳性结核病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要进
行症状筛查；对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和糖尿病患
者等结核病高危人群，要定期开展结核病筛查
和健康教育。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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