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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头痛是一种临床常见的、
反复发作的疾病，多伴随恶心和
呕吐，且受声光刺激和活动后都
可能加重，发病率高。今年5月
27 日为我国首个偏头痛关爱
日。当天上午，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以下简称郑大一附院）
联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中国
头痛防控联盟在河医院区举办
偏头痛义诊和科普宣讲活动，帮
助人们了解偏头痛的危害以及
如何正确诊治该疾病。

据郑大一附院神经内科头痛
中心教授连亚军介绍，偏头痛患
者在门诊头痛患者中约占2/3，我
国偏头痛患病率达 9.3%。偏头
痛发作时，患者常常疼痛难忍，
伴有难以名状的身心不适，无法
正常工作。偏头痛病程长、花费
高，在神经系统疾病治疗花费中
位居第二，而患者因头痛误工所

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计。
义诊现场，郑大一附院头痛

中心专家为来访群众普及头痛
防治知识、发放宣传手册、测量
血压。专家提醒，今年偏头痛关
爱日的主题是“别拿偏头痛不当
病”。多数患者对偏头痛的认识
存在误区，病发时总是强忍疼
痛，或者自行服用一些止痛药来
缓解疼痛，把偏头痛作为一种症
状而非疾病，未能及时接受规范
治疗。人们要树立正确的疾病
预防观念，积极到专业的头痛门
诊（中心）诊治。

郑大一附院是中国研究型
医院学会头痛与感觉障碍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单位、中国头痛防
控基地及体系建设项目专家委
员会单位（河南省唯一一家）、河
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头痛与发
作性疾病专委会主任委员单

位。郑大一附院神经内科头痛
中心于2024年被中国研究型医
院学会评为国家级头痛中心。
该中心拥有经过规范化培训的
专科团队，擅长通过药物和手术
等方式诊治原发性头痛、药物过
量性头痛、难治性头痛等，并在
A 型肉毒毒素治疗顽固性三叉
神经痛方面进行开创性研究。

头痛疾病类型较多、诊断较
难、治疗复杂，常常需要神经内
科、神经外科、精神医学科、影像
科和药学部等多学科专家参
与。除头痛门诊外，郑大一附院
神经内科头痛中心还牵头成立
了河南省首个头痛与眩晕疾病
多学科会诊团队，每周二下午在
郑大一附院东院区国际医学部
开展疑难病例多学科会诊，为广
大头痛患者提供专业化、精细化
和个体化的一站式诊疗服务。

专家：别拿偏头痛不当病
通讯员 冀 拓 陈 媛 文/图

本报讯 6 月 2 日，记者从由焦
作市卫生健康委和焦作市教育局联
合主办，焦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和焦作尖峰眼科医院承办的“6·6爱
眼日关注普遍眼健康”公益捐赠项
目启动仪式上了解到，焦作尖峰眼
科医院向全市捐赠近视眼镜 2000
副，近视防控检查项目名额1万个，
视功能训练名额 400 个，用于防控

青少年近视。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近视呈高

发、低龄化、重度化趋势，严重影响
孩子的身心健康，已成为社会关注
的热点。焦作市儿童青少年近视现
状同样不容乐观。近年来，焦作市、
县两级疾控部门联合辖区医疗机构
开展包括视力在内的儿童青少年慢
性病流行病学调查。监测范围包括

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等，累计监测
人数达 8.3 万余人。焦作市疾控机
构通过专家讲座、课堂教育、义诊等
形式积极开展学生常见病干预工
作，传播普及眼健康知识，帮助学生
养成良好的饮食、锻炼、学习的习惯
和理念，有效提升学生视力健康素
养。

据了解，焦作尖峰眼科医院已

连续5年作为河南省学生常见病和
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执行
单位，每年两次为幼儿园、小学生、
初中生、高中生进行体质健康教育
视力测试，目前共筛查学生 35.4 万
人次；为部分学生免费建立视光发
育档案，免费为家庭贫困、品学兼优
的学生赠送近视防控眼健康产品。
下一步，焦作尖峰眼科医院将配合

市教育部门针对全市中小学生及学
龄前儿童加大视力筛查力度，跟踪
监控学生视力发展情况，及时为学
生提供个体化干预措施。同时，为
学校和教育部门提供一手筛查数
据，并科学分析指导，有针对性地加
以干预，使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发生
率得到有效控制。

（王正勋 侯林峰）

焦作市将为1万名儿童青少年
进行免费近视防控检查

5 月中旬，来自河南
中医药大学人民医院（郑
州人民医院）疼痛医学中
心的援疆医生张宇，随
2024 年河南省骨干医师
对口援疆医疗队奔赴哈
密。作为这批医疗队的
总领队，张宇来到哈密市
中心医院疼痛科开始援
疆工作。

“援疆为什么？来疆
干什么？离疆留什么？”
这是这些天来，张宇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

不到两周的时间里，
张宇已将哈密市中心医
院当成了“家”。查房、带
教、讨论疑难病例、做手
术……院内疼痛科的工
作样样少不了他。穿着
几十千克重的铅衣，他常
常一天连续完成多台高
难度手术，每次结束工作
时手术衣已被浸湿。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重视慢性疼痛的治
疗，射频微创治疗技术在
河南等地已趋于成熟。
但是在哈密，这些技术还
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疼
痛科的治疗技术只有在
援疆专家在的时候才能
开展，那不行！我们要让
科室的人学会、掌握治疗
技术。援疆专家回去后，
这些技术依然能留下来，
这 才 是 我 们 援 疆 的 目
的。”张宇说。

一位腰椎间盘突出
伴坐骨神经痛的 34 岁哈
萨克族男性患者，长期被
病痛折磨。前两天，他因
腰痛伴右下肢疼痛难忍，
翻身、坐起时疼痛明显，
走路愈发困难，来哈密市
中心医院疼痛科就诊。

综合评估后，张宇建
议进行经皮穿刺脊神经
根射频镇痛术，为患者解
除病痛。张宇和哈密市
中心医院疼痛科主任徐
迅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
耐心讲解手术方案及注
意事项。随后，张宇带领
疼痛科团队为这位患者
实施了射频微创治疗手
术。

术中，张宇还为哈密
市中心医院的同行们进
行“现场授课”。术后，患
者右下肢疼痛完全消失，
可佩戴护具下地活动。
据张宇介绍，射频微创治疗技术不仅对腰椎
间盘突出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还能治疗混
合型颈椎病等多种疾病。他决心将这项技
术留在哈密。

就在上周，一位中年男性躺在平车上，
被紧急推入哈密市中心医院疼痛科护士
站。患者表情痛苦，大汗淋漓，双目紧闭，气
息微弱……张宇和徐迅第一时间赶到护士
站，为患者进行紧急会诊。

原来，这位患者有多年痛风性关节炎病
史，这次是急性发作。患者在家中因疼痛无
法行走，几近晕厥。看到这样的情景，张宇
立刻在患者的几个关键穴位上施针。随着
银针的轻轻刺入，患者的疼痛随即缓解。这
一变化，让在场的患者家属和医务人员感到
神奇。

在后续的治疗中，张宇再次为患者施
针。十几针下去，患者原本肿胀得无法动弹
的右膝可以微微活动了，左膝的疼痛也明显
减轻了。患者激动不已，连声赞叹：“我遇到
神医了！”

张宇在哈密市中心医院工作的时间并
不长，可通过患者口口相传——哈密市中心
医院疼痛科有位“针到痛除”的河南医生，他
的号经常被抢空。截至目前，张宇已在哈密
市中心医院成功开展颈椎高位硬膜外神经
阻滞镇痛术10例，颈胸椎脊神经根射频镇痛
术6例。在张宇的带领下，2024年河南省骨
干医师对口援疆医疗队队员们也都充满了
干劲与活力，正在努力为哈密群众提供着优
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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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许多精神障碍康复患者来说，康复不
仅仅意味着消除疾病的症状和防止复发，还
有重要的长远目标，即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正常参与社会活动。

18岁～35岁是精神疾病的高发期，这个
时期的患者处于青壮年，有些患者还具备一
定的特长和技术。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精神障碍康复患者病情得以控制，
可以出院参加社会劳动；但是大众对他们的
不了解甚至是恐惧，是众多精神障碍康复患
者始终游离在社会边缘地带、无法实现自我
价值的主要原因。

杨卫卫说：“精神疾病和高血压病、糖尿
病并没什么不同，早发现、早治疗、规范用
药，处于稳定期的精神障碍康复患者可以回
归生活。”

治疗－康复－就业－回归社会，对精神
障碍康复患者全链条管理，政府、社会、家
庭，谁来做？“医疗机构来做最合适。专业的
医务人员了解患者的脾气和性格，也知道患
者病情以及发病时的处置方法。没有资金
办工厂，但是灵宝市周边有山有水有土地，
可以带领患者种地、搞养殖。”2019年，刚从
新乡医学院心理学专业学习归来的杨卫卫，
着手研究精神障碍康复患者病情稳定后的
康复管理以及如何实现患者的自给自足等
问题。

2019年，在杨世昌团队的支持下，在灵宝
市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助下，通过选址、组建专
业团队、争取项目资金等一系列的操作后，灵
宝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基地顺利建成。项目
建设期为5年，计划将基地建成一个连锁化、
品牌化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构，让患者最终
在这里实现从“临床痊愈”到“社会痊愈”。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2023年7月，基地的
精神障碍康复患者成立了灵宝市山水田园
农业专业合作社，专门经营精神障碍康复患
者的劳动生产所得。基地按照多劳多得的
原则，将收入全部分发给患者。现在，基地
年收入 20 余万元，基本与患者日常花费持
平。

以卫亮为例，目前，他靠劳动平均每天
的收入为10元钱，虽然微薄，但对精神障碍
康复患者来说，这是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创造
的价值，意义非凡。

“我们又开发了新的康复项目，比如养
殖红粉虫和桑蚕，还组建了一支腰鼓队，这
些都是基地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基地规
模的一步步扩大，我们的康复项目会越来越
多。”杨卫卫对未来信心十足，2024年基地还
计划与新乡医学院、武汉科技大学等科研机
构专家团队联合开发更多的康复项目，实现
精神障碍康复患者不花钱就能在基地接受
康复治疗，还能获得收益，最终推动社区康
复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傍晚时分，记者与卫亮道别的时候，他
正在与同伴们养护蚕宝宝。卫亮说，等蚕宝
宝长大吐丝成茧的时候，就可以挣好多好多
钱，就能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山风吹来，基地的各种瓜果蔬菜、花卉
的枝叶随风摆动，似乎在向人们炫耀主人的
劳动成果，又像是在欢迎深陷精神沼泽的
人，来这里与它们一起生活、成长。

↑5月31日，河南省老年口腔医学继续教育
培训中心组织专家来到辉县市南寨镇中心学校，
为小学生们进行口腔健康检查。当天，河南省口
腔健康科普项目“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儿童期）
管理”科普知识讲座和义诊公益活动走进河南省
新乡辉县市，150名山区儿童享受到了省、市、县
口腔医学专家及志愿者送上的健康服务。

朱晓娟 潘文婷/摄

↑5月28日，在洛阳市2024年医疗机构地震应急演练现场，急救人员和安保人员正在转运患者。当天，洛阳市举行2024
年医疗机构地震应急演练，以提高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和广大医务人员在地震等突发事件中的应急反应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
救援处置能力，强化医院各职能部门在应急状况下的高效协同能力，确保在真正面对地震等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有序、有效
地开展救援工作。 刘永胜 刘学文 刘 冰/摄

↑合影

→义诊现场

“防艾专家进校园”走进两所高校
本报讯（记者张 琦）“艾滋病的全称是什

么？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那么，
结核病又是怎样一种疾病？”5月28日~29日，

“防艾专家进校园”活动分别走进河南物流职
业学院、郑州黄河护理学院，700 多名师生参
与互动。

来自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郑州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郑州市郑东新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新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参与
了此次活动，为师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艾滋
病、结核病防治课。

“在艾滋病防治中，安全套是非常重要的
防御工具。我们一直提倡要把‘学会使用安全

套’作为一种必备的技能。但在安全套使用中
还有一些误区要注意……”在河南物流职业学
院的访谈环节，新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
艾滋病防治科科长于贺军，河南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宁、结
核病防治研究所主任医师蒋建国3位专家与师
生们互动交流。交流内容涵盖艾滋病的主要传
播途径、结核病疫情及传播途径、新型毒品的相
关知识、预防艾滋病的“ABCDE原则”、青年学
生防艾“三要、三避免”等话题。随着访谈的深
入，师生们的学习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接下来
的有奖问答环节更是将活动推向高潮。会场
外，新乡市疾控部门联合学校特别设置了艾滋

病自愿检测点。
在5月29日的防艾专家走进郑州黄河护理

学院活动中，面对面访谈环节同样也受到了学生
的欢迎。不少同学表示，一定要学会艾滋病和结
核病防治技能，为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此次活动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河南省疾
病预防控制局、河南省教育厅主办，医药卫生
报社、河南物流职业学院及郑州黄河护理学院
承办，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郑州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郑州市郑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新乡市卫生健康委、新乡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协办，系列活动自2019年开展以来，已
经成功举办了56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