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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YANG ZHONG YI

尊敬的各位患者及家属：
近期国内黑龙江、辽宁、北

京、河北等地新冠疫情有所反弹，
本土新冠确诊患者人数激增，“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形势变得
更为复杂和严峻。为持续做好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预防院内交叉感染，切实保障您
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请理解和配
合我院疫情防控工作。

门诊患者注意事项
一、医院属于特殊性公共场

所，凡进入医院人员（含本院工作
人员）必须全程佩戴口罩（非检查
需要请勿摘下），并在医院入口处主
动出示健康通行码，配合医护人员
完成体温检测及相关登记工作。如
有老年机、无微信、不会操作、无手
机等问题，请按要求进行登记。

二、请您做好个人防护，减少
人员聚集，在挂号、候诊、取药、检
查、缴费等时间段严格按照地标
一米线距离排队，就诊等候时请
隔位落座。

三、普通门诊不接诊发热患
者，发热患者就诊必须到发热门
诊就诊，发热门诊24小时均有医
护人员值班。

如有以下情况，请主动告知
医务人员：（1）体温高于 37.3℃；
（2）有呼吸道相关症状者；（3）近
期活动轨迹与确诊患者重合的人
员；（4）来自国家公布的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的人员。

住院患者注意事项
一、所有住院患者及陪护人

员均需做核酸检测。住院期间患者及陪护
必须规范佩戴口罩，提前备足生活用品。

二 、如 陪 护 人 员 出 现 发 热（体 温 ≥
37.3℃）、呼吸道症状时，请主动向所在科室
的医护人员报告，并到发热门诊就诊。

三、为减少外来风险，不宜病房探视，提
倡使用电话、视频等方式问候，以表慰问。

持有7天内由有资质检测机构（含医疗
机构、疾控部门、独立检测机构等）出具的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就诊时，其检测结果可
供医疗机构作为参考。但同时医生还会详
细询问流行病学史和新冠肺炎相关临床表
现，如果医疗机构和医生认为有必要的，应
重新进行核酸检测。

预约就诊推荐
您可提前在家中拨打62212671（西工院

区北院导医台）、62212928（西工院区南院导
医台）、62212600（西工院区北院总值班）、
62212900（西工院区南院总值班）、64600449
（涧西院区导医台）、64314999（涧西院区急诊
科）、13837922120（涧西院区总值班）、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健康洛阳”，选择洛阳市中医
院，进行预约挂号，减少您的等候时间。

感谢您的支持配合，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
洛阳市中医院

202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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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共青团洛阳市委员会印发《关于表彰2019-2020年度洛阳市青年文明号和青年岗位能手暨公布市级青
年文明号星级认定结果的通知》。洛阳市中医院一批青年集体和个人受到上级团组织表彰！

洛阳市中医院优秀青年

新年伊始，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了 118项
2020年度河南省中医药科技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洛
阳市中医院西工院区妇产科团队的项目“基于肺肾相关
理论治疗输卵管性不孕症的临床研究”在本次评选活动

中荣获河南省中医药科技成果奖三等奖。项目负责人
为西工院区妇产科门诊主任郭敏，该项目于 2017年河
南省中医药管理局立项，2020年6月完成结题，2020年
12月经专家评审，获河南省中医药科技成果奖殊荣。

祝贺洛阳市中医院妇产科、生殖科团队再次荣获河南省中医药科技成果奖

2021年1月17日，由洛阳市医
学会主办、洛阳市中医院承办的洛
阳市中西医结合妇科学专业委员
会年会、更年期学组年会暨洛阳市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骨质疏松症的
防治”、河南省中医药继续医学教
育项目“输卵管疾病诊治新进展学
习班”线上学术会议圆满结束。因
疫情防控需要，此次会议采取互联
网线上方式举办，线上参会人数达
到9000余人。

会议开幕式由洛阳市中医院
西工院区妇产科主任杨雁鸿主持。

洛阳市医学会李劲松秘书长、
洛阳市中医院党委委员许兴涛分
别致辞。

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陈萍教授、北京协和
医院徐苓教授、洛阳市中医院西工院区妇产科一病区主任
崔丽教授、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廖予妹教授、海南省安
宁医院蒋陆平教授、洛阳市中医院西工院区妇产科主任杨
雁鸿教授、洛阳市中医院西工院区生殖科主任卢宗林教授

分别讲解《围绝经期的中西医治
疗》、《卵巢早衰及围绝经期激素的
规范运用与临床经验》、《更年期团
队建设与特色病种外阴白斑的治
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的预防与激
素治疗》、《女性常见心理问题焦虑、
抑郁探讨》、《输卵管疾病的中西医
治疗》、《绒毛膜下血肿的中西医结
合治疗》。

洛阳市中医院西工院区宋新丽
副主任医师、洛阳新区人民医院卢
跃娟医师、洛阳市中医院西工院区
男科范曾主治医师就《宫角妊娠的
陷阱》《更年期综合征诊治》《复发性
流产的保胎》进行分享讨论。

这次会议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
势，邀请了众多省内外的权威专家在网上会议中进行精彩
的学术授课，为大家分享了中西医结合更年期领域最新的
发展动态，宝贵的临床经验，给线上参会医师打造了一场
丰富的学术盛宴。

（西工院区妇产科）

洛阳市中西医结合妇科学专业委员会年会、更年期学组年会圆满结束

1月 20日，洛阳市中医院胃肠·代谢减重外科在西工
区北院区16楼会议室成功举办豫西第二届胖友联谊会。

胃肠外科王冰主任给患者科普认识肥胖的危害，减重
手术的变迁及住院手术前后的注意事项。

胖友李哥，手术后一个月成功减重60多斤，成为了本
月的减重明星，各项肥胖引起的疾病也逐渐改善，李哥和
妈妈给朱教授和王冰主任送来了锦旗，朱江帆教授为健康
明星颁发水晶奖杯及奖状。

在有奖竞答环节，代谢减重治疗师郭文兵医生和个案
管理护士张丽丽对胖友家人们提出了关于手术后的饮食，
复诊时间等问题。

答疑解惑环节，朱江帆教授对胖友提出的各种问题及

手术后的疑虑都做了详细的讲解，并对之后几天行减重患
者作出了几点要求，更对我们的减重治疗医师和个案管理
护士提出了几点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朱江帆教授以前在上海医院行减重手术的患者，现居
住在洛阳，手术后成功减重 100斤，得知朱教授来洛阳的
消息，专程带着弟弟赶到我院，邀请朱教授为其弟弟在我
院行减重手术，朱江帆教授的患者遍布全国，现将代谢减
重工作室定于洛阳市中医院西工院区，为豫西地区胖友带
来福音。

在个案管理师谷倩倩的主持下，会场秩序良好，会议
圆满成功。

（西工院区胃肠外科）

洛阳市中医院胃肠·代谢减重外科成功举办豫西第二届胖友联谊会

洛阳市青年文明号
洛阳市中医院西工院区导医台

洛阳市青年岗位能手
任静 洛阳市中医院西工院区重症医学科护士
夏萍 洛阳市中医院西工院区康复医学科护士

市级二星青年文明号
洛阳市中医院西工院区骨伤科三病区
洛阳市中医院西工院区急诊科
洛阳市中医院西工院区中药房

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洛阳市中医院全体工作人员
恭祝全市人民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事业兴旺、阖家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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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现代人，大半都有经络不通的毛病。究
其原因，主要有这么几个：

第一、食用过多含添加剂的垃圾食品，毒素
堆积在体内排不出去，堵塞经络；第二、吃太多
冰、吹太多空调，造成湿气寒邪入侵；第三、久坐
不动，整天盯着电脑、手机，不注意锻炼，导致经
络僵硬；第四、生活压力过大，情绪低落，造成代
谢缓慢，毒素排不出去。如果你已经出现经络不
通的毛病，那么就要及时做经络疏通了，俗话说
经络通，百病消，而艾灸就是疏通经络的好方法。

不过，很多人艾灸后，都不知道经络是否打
通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知晓经络是否通畅呢？

我们先来看看经络不够通畅是什么感觉：
1、头几次艾灸没什么感觉，只是有点热，说

明经络不通，身体比较寒；2、艾灸时上半身热或
下半身热，说明不怎么热的那半身，经络不是很
通；3、同样的火力，艾灸某个部位时很烫，可能
因为这个部位皮薄，或者经络瘀阻，热力无法向
下渗透，多灸几次就好了。

经络即将疏通的感觉
1、灸后出现排风寒、瘀血、痰湿等反应
艾灸后风寒外排的表现：
打喷嚏、流鼻涕、咽喉痛、放屁等形式，有的

人还会感觉全身发冷，向外冒凉气。
艾灸后排郁气的反应：
烦躁易怒，或者悲伤、委屈，同时还多伴

有打呃逆，肛门排气，肝胆区和反射区酸痛等
反应。

艾灸后排痰湿的反应：
咳吐、痰多、呕吐、出汗、泄水样稀便，甚至

身体浮肿。
艾灸后排瘀血反应：
如果瘀血在体表经络中，会以瘀斑的方式

排出；瘀阻在胃肠，则会以深褐色或酱黑色大便
排出；

瘀阻于心肺部，则多以痰中带血丝血块为
主排出；瘀阻于胞宫内，则多随经血排出，有痔
疮的人会暂时出现便血的现象。

2、灸后感觉很累、很乏
出现这种症状的，大多是气血相对比较虚

的人。
大家都知道，运动后会疲乏。艾灸疏通经络

其实也是一种被动的运动，当经络打通后，冲击

病灶需求的气血量大，人体一时供应不上，所以
容易出现气虚乏力的表现。

这个时候，不要担心，接着艾灸下去，或者
多吃点补气血的食物，等经络通了，气血就会
足了。

经络打通的感觉
1、躺下肚子有凹陷
有句话叫：“肚子软如棉，百病都不缠”。肚

子上集中了人体很多的经络，因此，这个位置的
经络是否通非常的重要。经络通畅的好肚子是
什么样的呢？手捏着不痛、躺下肚子要凹。平躺
在床上，要能显出肋骨来，往肚子上浇点水而不
会流。

2、灸后出现热感走串现象
身体麻酥酥的，这是艾灸的药性和热性游

走在畅通的经络里的感觉，是经络窜感，又叫得
气。还可能会腹腔发热到后腰，往上走到百会，
往下走到涌泉。

3、手脚不再冰凉
手脚冰凉，这是气血两亏，血液无法达到肢

体末端的表现。
4、搓八髎脚会发热
测试督脉及膀胱经有没有疏通好，可通过

搓八髎来判断。大部分人搓八髎都只有屁股热，
好一点的膝盖能热，脚能热。脚感觉到热，那膀
胱经是通畅的了。 （西工院区针灸推拿科）

艾灸后出现这种现象，恭喜你，你的经络终于通了！

庚子鼠年将去，辛丑牛年即来，我们马上要迎来
2021农历新年，每到节假日，糖尿病患者就要面临很
多诱惑，比如喝酒、油腻肥厚食物等。此外，在节日期间
因作息不规律容易导致的没有按时服药，加上节日饮
食摄入较多，造成患者血糖升高，增加了糖尿病足病发
生的可能。

糖尿病足病是糖尿病常见并发症，随着病情进展
出现周围神经及下肢血管病变，并因此而产生的足部
异常改变，以及各种诱发因素出现足部溃疡形成和
（或）深部组织破坏等一系列表现，是糖尿病患者致残、
致死的重要原因。对于糖尿病足病，我们始终坚持“以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理念。

那么，糖尿病足病患者节假日期间如何自我管理呢？

一、饮食

饮酒问题：由于饮酒可给糖尿病人带来四大危害：
1)饮酒干扰体内糖、脂、蛋白质代谢;2)饮酒促进糖尿病
急、慢性并发症的发展;3)饮酒阻滞降糖药分解与排
泄，易引起低血糖;4)饮酒损害胰腺。所以，糖尿病足病
人最好在节日期间不饮酒。

定时定量：节假日中生活规律易打破，而吃饭的时
间与饭量更轻易改变，这必然会影响人体“生物钟”的
规律，而且，假如只按时吃药而未按时吃饭也会引起低
血糖。

如何吃水果：在以下五种情况下不吃水果：1、血糖
过高不吃 2、餐前餐后不吃，只在两餐之间吃；3、含糖
量高不吃;4、不监测不吃。有监测条件时，应在吃水果
前后进行监测，可以更好把握。

专家建议，节日期间应尽量减少外出进餐及不必
要的应酬。即使过节，也要坚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定时
定量，每天应至少有早、中、晚三餐，每餐应包括不少于
三种食物：谷类、肉类、蔬果类。

二、运动

假期间，大家都喜欢出门游玩，在“新冠”疫情的笼
罩下，建议少去人流密集地区，适度活动，不可过度劳
累，但不可放弃运动，蜗居偷懒。

糖尿病足病患者的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可以根
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合理的有氧运动，患者在进行运
动时，最初运动量一定不要过大，不然，很容易将会给
患者的健康带来伤害，糖尿病患者的运动量，应该循序
渐进，长期坚持。常见的运动方式有慢跑、散步、打太极
拳、舞剑等，避免剧烈运动。

三、药物

多吃饭，多吃药不行：在节日期间，认为饭吃的多
了，再多吃一些药就可以不影响血糖升高，这是不可采
取的! 因为，多吃药不但不会取得理想的效果，副作用

也虽之加大！
胰岛素随身携：不可因为外出，不打或少打胰岛

素，引起血糖波动。如果不可避免的外出活动，建议随
身携带胰岛素，定时定量用药。

专家建议，节日期间糖尿病患者应按时服药，饮食
有度，避免血糖升高诱发其他疾病。

四、足部护理

1.注意足部保暖，选择舒适鞋袜
外出时注意足部保暖，选择吸水性和透气性俱佳

的鞋袜，不穿带补丁或有破洞的袜子。另外，袜子应每
天换洗，保持洁净。不要在家赤脚走路。穿鞋前，应检查
鞋内是否有小砂粒等异物，鞋子有破损要及时修补，以
免伤及足部皮肤。

2. 坚持每天温水洗脚，足部皮肤护理
洗脚水温度掌握在 37℃ 左右为宜，切忌水温过

高，以免烫伤皮肤。洗完脚后，用浅色、柔软的干毛巾擦
干，保持足部尤其是脚趾间干爽，注意查看毛巾有无血
渍或渗液。嘱托患者检查看足部有无红肿、水泡、郓裂、
擦伤等，如果发现异常，养成及时就医的习惯。皮肤干
燥者，可给脚涂上润肤霜并轻柔按摩，注意不要将护理
霜涂抹于足趾间或溃疡伤口上。

希望糖尿病足病患者在节假日期间牢记：“生活规
律保持好，精神愉快勿过劳”。（西工院区周围血管一）

节假日，糖足患者如何自我管理？

冬季期间，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患者因气候变化
及生活方式的不健康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
重，病情反复，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劳动能力。
严重者会因呼吸衰竭、肺心病而死亡，患者早期没有
明显症状，中晚期可出现慢性咳嗽、咳痰、喘憋等。
该病的致病因素主要包括吸烟、接触职业粉尘和化
学物质、大气污染、室内污染、呼吸道感染等。

健康生活方式
□ 不吸烟(吸烟者戒烟)，避免接触二手烟，不饮

酒。 □ 烧柴草、煤炭、木炭做饭时，注意通风，通风
不良的改善排烟设施。 □ 雾霾天外出，或接触烟
雾、粉尘及刺激性气体时，应注意做好防护，如戴口
罩。 □ 注意保暖，防止受凉，避免呼吸道感染。
□ 消瘦者注意补充蛋类、瘦肉等优质蛋白。 □ 如
无心力衰竭、肾衰竭等疾病，应尽量保证水分摄入，
因水分不足会导致痰液黏稠不易咳出。 □ 病情允
许情况下可进行散步、慢跑等活动，以不引起明显呼
吸困难为基础。

治疗与康复
□ 严格遵医嘱用药，不可随意停药。维持长期

治疗有助于改善生活质量，减少急性发作次数，降低
死亡风险。 □ 每半年进行肺功能检查，以了解病
情进展情况。肺功能检查对慢阻肺的诊断、严重度
评价、疾病进展、预后及治疗反应均有重要意义。
□ 平时进行科学的呼吸运动，以改善通气功能。1)
腹式呼吸：可采用卧位、坐位、立位练习，吸气时腹部
鼓起，呼气时腹部内收，每次 10~15 分钟，每日 2~3
次;2)缩唇呼吸：闭口经鼻吸气，缩唇做吹口哨样缓慢
呼气4~6秒，使肺内气体尽量呼出。

急症处理
如出现呼吸困难、咳嗽、咳痰或喘憋症状加重

时，应减少活动，或尽快到附近医院就诊，严重者拨
打急救电话。 （西工院区肺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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