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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11 月 14 日电
（记者 黄筱） 近日肺炎支原体
感染的患儿人数较多，孩子们在
患病期间往往是高烧加咳嗽，胃
口较差，用药治疗后可能还会出
现呕吐等反应，不仅延长了疾病
的恢复时间，甚至还影响了一段
时间的生长发育。

家长们除了关注儿童用药之
外，“肺炎支原体感染期间，孩子到
底该怎么吃？”也成为了临床营养科
医生近期门诊中最常遇到的问题。

针对家长提出的种种疑问，
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
童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马鸣
表示，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的营
养不可忽视，选择合适的食物确
实可以更好地帮助疾病恢复。

专家建议，肺炎支原体感染
期间儿童饮食需要把握这五条原
则，均适用于急性期和恢复期：一
是保证充足的水分。肺炎支原体感
染患儿，如伴有发热的症状，丢失
水分较多，所以肺炎期间尽量多补
充水分以及富含水分的食物，3-6
岁患儿每日饮水量600-800毫升，
6- 10 岁患儿每日饮水量 800-
1000毫升，发热情况下可酌情加
量，建议温开水少量多次饮用。

二是补充充足的蛋白质。肺

炎患儿伴有发热、咳嗽等症状，能
量消耗大，需要及时补充高蛋白
质食物，如乳制品、精瘦肉、鸡蛋、
大豆及其制品等。

三是饮食要清淡。肺炎期间，
患儿消化功能减退，建议尽量采
取清淡、易消化的蒸煮等烹饪方
式，避免油腻，少食多餐。可选用
半流质饮食，如易消化的瘦肉粥、
面条、馒头、馄饨等。

四是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
物。维生素C可以提高免疫力，抑
制病毒合成，因此推荐摄入富含
维生素C的蔬菜水果。也可以多
摄入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如胡
萝卜、菠菜、番茄等，保护呼吸道
黏膜，预防感染。

五是合理补充微量营养素。
反复呼吸道感染，可给予补充维
生素 A、维生素 D 和锌等，帮助
患儿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提高防
御能力，具体补充剂量建议咨询
医生。

马鸣提到，生病期间尽量避免
高糖高盐高油食物、刺激性食物、
生冷食物。如果孩子出现反复呼吸
道感染，体重下降5%及以上，需要
到临床营养科、饮食咨询门诊、营
养不良专病门诊等专科就诊，给予
精准个体化饮食干预，在营养师指
导下开具合理的膳食处方。

肺炎支原体感染期间，

孩子怎么吃才恢复更快？

新华社西宁 11 月 14 日电 （记
者 央秀达珍） 11 月 14 日是联合国
糖尿病日，今年的主题是“了解风险，了
解应对”。专家提醒，开展糖尿病筛查
有助于早期发现糖尿病，提高糖尿病及
其并发症的防治水平。

青海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科副主
任医师宋康介绍，糖尿病常见分型有1
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及
其他特殊类型的糖尿病。半数以上的2

型糖尿病患者在疾病的早期无明显临
床表现。糖尿病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
肾病、眼病、神经病变等多种微血管和
大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糖尿病筛查可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助于提高糖尿
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治效率。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2020年）》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
居民糖尿病患病率为11.9%，糖尿病前
期检出率为35.2%，其中2型糖尿病是主

要类型，50岁以上成年人患病率更高。
专家表示，成年糖尿病高危人群主

要包括有糖尿病前期史、一级亲属有糖
尿病史、缺乏体力活动者、有高血压史
或正在接受降压治疗者等人群，高危人
群的发现可以通过居民健康档案、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及健康体检等渠道。

宋康表示，2型糖尿病与生活方式、
生活环境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预防
糖尿病要了解糖尿病的相关知识。日
常生活中，应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合理
膳食。此外，要改善生活方式，适当做
些运动，运动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
性，帮助控制体重。

重视糖尿病早期筛查 降低并发症风险

见阳院长难，因为他不是在为患者
做手术，就是在为患者解答各种康复疑
惑，身边总是围着病人。

2001年6月，阳伟舒从湖南中医学
院毕业，一直从事手外科、骨伤科工作，
现为主任医师，邵阳成和手外科医院、
成和骨科医院院长。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
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
灵之苦。”22年来，阳伟舒一直践行着孙
思邈的训导，医德医风高尚，时刻为病
人着想，关心体贴病人。

来邵阳成和手外科医院就医的患
者，大多数是来自农村，家庭经济条件
不好。阳伟舒作为院长，要求医护人员
千方百计减轻患者的负担，能保守治疗
的，尽量不手术，以求降低治疗费用。针
对特别困难的患者，常常仅收材料成本
费，近三年来，成和手外科医院给困难
患者减免医药费超过30万元。

洞口县曾先生在一次交通事故中，
左小腿、膝关节严重受伤，胫骨平台粉
碎性骨折，第一时间被送往当地医院救
治。此次医治预计需要5万多元的医药

费，曾先生在该事故中占主要责任而需
自行承担大部分治疗费用，这对家庭困
难的他来说很是无奈。后在熟人介绍
下，曾先生转院到邵阳成和手外科医院
治疗，住院 18 天，治疗费用部分减免
后，总费用不到3万元。

阳伟舒师从名中医魏道善及骨科
知名专家刘美华，赴无锡市手外科医
院、解放军 89 医院、长沙湘雅医院、北
京清华长庚医院、成都华西医院研修，
向名师求教。通过多年来的勤耕努力，
他熟练掌握了微创骨科治疗的新知识、
新技术和新疗法，在微创骨科、微创椎
间孔镜、髋膝肩及指间关节等关节置
换、矫形与功能重建、功能康复等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作为一名骨科主任医师，阳伟舒通
过 20 多年的历练和积累，紧跟国内外
大骨科发展方向，努力打造微创技术精
品医院，带领团队成功攻克了幼儿断指
再植、双手十指再植、手掌三平面四段
再植、复杂肢体保肢等诸多高难危病例
的治疗难题。他在各种皮瓣移植、断指
断肢再植、手指再造、复杂创伤与骨折、

微创骨科、脊柱微创手术等方面已形成
了自己的独特医技，而且在髋膝关节置
换、矫形与功能重建、功能康复等方面
也积累了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先后在国
内期刊发表了学术论文近20篇。

阳伟舒医者仁心，在工作中严格执
行各种工作制度、诊疗操作规程，一丝
不苟地治疗每一位病人，为病人提供温
馨的“人性化服务”：从病人的角度出
发，详细询问病史，认真体格检查，严密
观察病情变化，在最大程度给予患者精
心治疗。近年由他亲自参加抢救的严重
肢体毁损伤近百例，为患者保住了肢
体，重获劳动能力。

作为主任医生，阳伟舒把掌握的技
术传授给其他医生，每周坚持组织专业
技术培训，主持院内疑难、危重病人会诊
工作，强化医院管理，加强对医院医护人
员的医德医风教育，始终以医疗安全、医
疗质量和十八项医疗核心制度为标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今年 8 月
市卫健委组织评选的邵阳市优秀医务
工作者、邵阳市“好医生”活动中，阳伟
舒被评选为邵阳“好医生”。

胸 怀 仁 心 精 耕 细 作
——记邵阳“好医生”成和骨科医院院长阳伟舒

朱大建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畅珺 通
讯员 米航 彭颖异） 近日，市第二
人民医院内一科成功救治一例危重慢
阻肺合并II型呼吸衰竭患者，目前患者
已康复出院。

今年 88 岁的孟先生，有慢性阻塞
性肺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心房颤动等病史多年，近年来先后5次
因咳嗽咳痰气促症状加重到该院内一
科住院治疗。此次孟先生再次病情加
重，由家属紧急送往该院就诊。入院
时，孟先生气促明显，面色发绀，有阵发
性咳嗽咳痰，痰液较难咳出，双肺闻及
大量干湿性啰音，测量血氧饱和度
70%，脉搏 102 次/分，呼吸 35 次/分，血
压197/122mmHg。考虑孟先生咳痰能
力差、严重缺氧状态伴有应激性高血
压，医生立即嘱卧床休息、吸氧、持续心
电监护+血氧饱和度监测、开通静脉通
道、备吸痰器于床旁。紧急完善床旁心
电图提示，孟先生心房颤动伴快速型心
室率、R波递增不良。抽血结果提示，

其II型呼吸衰竭、心力衰竭。该科主任
肖祥华查看孟先生情况后表示，患者高
龄，病情危重，心肺功能差，随时有痰堵窒
息或病情进展导致呼吸衰竭加重、肺性脑
病、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呼吸心跳骤停等危
及生命风险，必要时需行床旁纤支镜吸痰
或肺泡灌洗甚至气管插管。对孟先生改
用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并加强抗感染、
化痰、平喘、舒张支气管、降压、辅助排痰、
维持水电解质稳定等积极治疗后，住院第
2天，孟先生缺氧状态较入院时改善，血压
平稳下降至正常。复查血气分析显示，其
氧合指数好转，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下，
血氧饱和度维持88%以上。

经过该科室团队的积极治疗和精
心护理，孟先生很快转危为安，呼吸循环
稳定，低流量鼻导管吸氧下血氧饱和度
维持93%以上，咳嗽咳痰及气促症状逐
渐好转，活动耐量逐步提高，病情平稳。

“慢阻肺是一种可预防和治疗的常见
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常表现为反复咳嗽
咳痰及气促症状，严重者可合并呼吸衰

竭、食欲下降、精神抑郁等，建议根据病情
严重程度，合理家庭氧疗或无创呼吸机治
疗，规律使用吸入制剂，加强营养，注意保
暖，避免着凉及感冒等，如果出现病情加
重，请及时就医。”肖祥华提醒。

目前，该院呼吸内科现有开放床位
40张，开展项目包括无创机械通气、肺
功能检测、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经支气
管镜引起气管插管、经支气管镜肺活
检、经皮肺穿刺活检、支气管镜替代胸
腔镜诊治胸膜疾病、经支气管镜局部冲
洗和注药治疗肺部疾病等；对急性气管
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加重、慢
性咳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
喘、支气管扩张、各种肺炎、肺脓肿、胸膜
疾病（良、恶性胸腔积液、气胸）、急慢性
呼吸衰竭等常见病，以及间质性肺疾病
与结节病、职业性肺疾病、肺免疫和变态
反应性疾病、肺血管炎、风湿性肺疾病等
少见疾病的鉴别、诊断及治疗具有丰富
的临床经验，能为前来就诊的呼吸疾病
患者提供优质、有效的诊疗服务。

耄耋老人呼吸衰竭 精心救治转危为安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2 日电
支原体肺炎、细菌性肺炎……肺
炎种类颇多，不仅是全球儿童死
亡主要原因之一，也对其他各年
龄段人群构成威胁。

肺炎一般指肺部感染性炎
症，临床症状包括咳嗽、发热、呼
吸困难等，严重时可致死亡。病
毒、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真菌等
病原体都能引起肺炎。导致肺炎
的常见病毒包括流感病毒、呼吸
道合胞病毒等；引发细菌性肺炎
的常见病原体包括肺炎链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近期多发的
支原体肺炎则是由名为肺炎支原
体的微生物所致。这些可能导致
肺炎的病原体常通过呼吸道飞
沫、密切接触等方式传播。

虽然所有人都可能感染肺
炎，但5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群
以及慢性疾病患者、吸烟者感染
肺炎的风险更高。根据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2023年公布的数据，目
前全球每年有超过72.5万名5岁
以下儿童因肺炎死亡，其中包括
约19万名新生儿。也就是说，全

球每43秒有一名5岁以下儿童死
于肺炎。

采取预防措施可以减少肺炎
的发生。一些会导致肺炎的细菌
和病毒感染可通过接种疫苗预
防，如接种流感疫苗、肺炎球菌疫
苗等，但目前并非所有种类肺炎
都可以通过疫苗预防。

同时，人们可以通过健康的
生活方式降低肺炎感染风险。日
常生活中，要做到勤洗手，多通风，
咳嗽或打喷嚏时尽量遮住口鼻，必
要时戴口罩；在呼吸道疾病流行季
节，应减少前往人群聚集场所，注
意消毒；尽量做到均衡饮食、适当
运动、充足休息、不吸烟等。此外，
母乳喂养有助预防新生儿肺炎。

专家提醒，有些人感染肺炎
后症状轻微可以自愈，但如果病
情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在医生
指导下使用药物，切忌盲目用
药。例如，由于肺炎支原体没有
细胞壁，对青霉素、头孢类等作用
于细胞壁和阻碍细胞壁合成的抗
生素有天然的耐药性，因而并不
建议使用这些抗生素治疗。

了解肺炎 科学防治

11 月 14 日，第 17 个
“联合国糖尿病日”，洞口
县人民医院组织医护人员
开展“了解风险，了解应
对”为主题的义诊活动，倡
导合理饮食，加强对糖尿
病的防控。

王道清 龙莉平
摄影报道

11月11日，全市卫健系统职工乒乓球赛开赛，来自各县市区
卫健局及市直医疗卫生单位的23支代表队、130余名选手参赛。

比赛设男单、女单、混合团体3个组别，采取第一阶段小组循
环、第二阶段淘汰赛制进行。比赛现场，选手们各展所长，上步搓
球、侧身进攻、后退拉球、大力扣杀，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陈红云 杨仁 舒建蓉 王冬梅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