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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市第二人民医院组织巡
回医疗队赴北塔区田江街道开展义诊活
动，为当地群众切实解决健康问题，并从
医疗质量、服务水平、管理能力等方面为
当地乡镇医疗机构展开帮扶。

活动中，该院脑血管科的专家们仔
细地为群众进行检查，针对群众提出的
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常见脑血管相关
症状，耐心询问病史、生活习惯等信息，
给予专业的诊断和详细的预防、治疗建
议。对于患有脑血管疾病风险较高的群
众，专家们强调定期体检、控制血压血脂
的重要性，并指导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
中进行科学的饮食和运动，以降低疾病
的发生风险。

皮肤科诊台前，专家们凭借丰富的
经验，为患有各种皮肤问题的群众提供
准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无论是常见的
湿疹、皮炎，还是较为复杂的皮肤疾病，
专家们都耐心解答群众的疑问，并向他
们普及日常皮肤护理的知识。

老年病科的专家们重点关注老年人群
体的健康状况。他们为前来就诊的老年人
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测量血压、血
糖、心肺听诊等。对于患有高血压、糖尿
病、冠心病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专家们详
细讲解药物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以及日
常饮食和生活的调整要点。同时，专家们
还嘱咐老年人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适当
参加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中医科作为此次义诊活动的重点科
室，更是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医

科的专家们通过望、闻、问、切等传统中
医诊断方法，为群众进行个性化的诊
疗。对于一些体质虚弱、气血不足的群
众，专家们开具了中药方剂，对症调理身
体。同时，专家们还向群众介绍了中医
药文化的博大精深，讲解了中医养生的
理念和方法，如饮食养生、经络养生、情
志养生等，让群众认识到中医药在预防
和治疗疾病方面的独特优势。

除了为群众义诊外，该院医疗队还
积极发挥传帮带的作用，为基层医师讲
课。专家们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前沿
医学知识，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各类疾病

的诊断、治疗与预防要点，帮助基层医师
提升业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当地基层医
疗队伍的建设。

自今年10月接到市卫健委巡回医疗
工作部署后，该院党委班子高度重视，第
一时间召开会议落实，组建一支集合了
脑血管科、皮肤科、老年病科、康复中心、
中医科等多学科专家的医疗队伍，先后
在陈家桥镇、田江街道开展义诊，并进行
科普宣教，扎实落实送医上门服务，通过
带领当地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开展查房、
疑难病例讨论、进行讲课培训等方式帮
助提高诊疗水平，活动成效显著。

推进医疗资源下沉 普及优质医疗服务
——市第二人民医院赴北塔区开展巡回医疗工作侧记

邵阳日报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何柳平 彭颖异

▲义诊活动现场。

11 月 16 日，市中心
血站在市区友阿国际广
场、邵东市缤纷环球城、
隆回县人民广场和洞口
县雪峰广场四地同步开
展“寒冬至 热血行”无
偿献血宣传招募活动。
当日共有 166 名爱心人
士参与献血，献血总量达
60300 毫升。图为活动
现场。

伍洁 赵芃
摄影报道

冬季干燥，不少人最近眼
睛总是疲劳干涩，视物模糊，眼
睛发痒，“迎风流泪”现象也经
常出现。这是为什么呢？本期
记者特邀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
任黄靓进行权威解答。

记者：冬季，为什么我们的
眼睛总是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
状呢？

专家：眼睛是人体全身唯
一外露的器官，秋冬季节来袭，
许多病毒、细菌以及过敏原在
这时多发，眼疾病也随之而来。

记者：秋冬季节，容易出现
哪些常见眼病呢？

专家：干眼症，过敏性结膜
炎，病毒性结膜炎，青光眼，视
网膜动脉阻塞（眼中风）等。

记者：针对这些常见的秋
季眼病，该如何防治呢？

专家：干眼症：控制近距离
（特别是电子屏幕）用眼时间，

多眨眼保持眼睛湿润，少戴隐
形眼镜及化眼妆，睡眠充足，多
吃水果蔬菜。

过敏性结膜炎：了解自己
对哪些物质过敏，避免食用或
接触过敏物质，均衡饮食，增强
抵抗力。

病毒性结膜炎：提高免疫
力，预防感冒。

青光眼：保持充足睡眠，心
情舒畅，不在光线暗的环境下
工作或生活，定期做眼部检查。

视 网 膜 动 脉 阻 塞（眼 中
风）：好发于有动脉硬化、高
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病
的中老年人及用眼过度的青
年人，预防要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及时治疗各类基础
病，避免过度疲劳及紧张，减
轻压力保证充足睡眠，高危
人群定期眼底检查，及时发
现早期病变。

冬季经常眼睛干涩，警惕这些眼病

邵阳日报记者 蒋玲慧 采访整理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徐严秀 吕许艳） 11 月 14
日，市脑科医院组织院内陈志
英、朱云华、徐严秀三位擅长催
眠的心理专家走进大祥区公安
分局，为这里的公安干警开展
团体心理减压。

团体心理减压分三个环
节进行，陈志英深入浅出为干
警们讲解压力的来源、表现、
应对方法，催眠的科学原理以
及催眠为什么能减压，徐严秀
带领公安干警进行轻松的游
戏互动，最后由朱云华为干警
们进行团体催眠。在朱云华

优美的催眠引导中，干警官兵
们全然的放松，压力得到了充
分的释放。讲座结束后，干警
们纷纷表示，这场团体减压太
舒服太放松了，他们太需要这
样的活动来减压，希望脑科医
院能够长期为他们提供这种
团体减压。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脑科
医院心理团队多次组织专家走
进机关、企事业单位，走进学
校，为这里的工作人员开展心
理健康讲座与团体减压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升市民
的心理健康素养。

市脑科医院专家走进大祥区公安分局

心理专家为民警放松压力

当下，正是山楂、板栗大量上市的时
节，它们成为不少人的“心头好”，但有人说
山楂和板栗不能同食，存在健康风险，这是
真的吗？还有哪些常见食物不能同食呢？
我们特邀市中心医院营养科主任刘敏进行
权威解答。

记者：山楂和板栗不能一起吃吗？为
什么？

专家：山楂含有较高的鞣酸和果胶，板
栗含有较高的植物蛋白和纤维，在胃酸的
作用下，鞣酸与食物中的蛋白质混合会形
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沉淀物，鞣酸蛋白
沉淀物与植物纤维、果胶等食物残渣混合
在一起，容易形成沉淀物；对于胃动力较差
或者有胃基础疾病如胃溃疡、胃酸过多的
患者而言，沉淀物留存时间长，容易形成胃
结石，进而出现腹痛、腹胀、恶心、呕吐等症
状。但两者适当食用是安全的，在美食上
新的季节，这两种浅尝辄止即可。

记者：“食物相克”传言还有很多，哪些
常见食物不能同食呢？

专家：曾经有一条流传甚广的食物相

克传言，虾蟹不能与富含维C的水果同食，
会引发“砒霜中毒”。实际上，砒霜中所含
化学物质砷确实存在于虾蟹等海鲜食品
中，但机体摄入后基本上会原封不动把它
排出体外。即使人体不能排出这部分微量
砷，也需要一次性吃下 300 斤虾才能产生
砒霜的最低致死效应。抛开剂量谈毒性，
都是危言耸听。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
会对肠道微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甚至出现
过敏反应，也有诱发基础疾病发作的可能，
所以才有民间“食物相克”的说法。而在科
学研究进步的当代，我们应该避免的是有
科学依据的食源性疾病，比如有对鸡蛋、牛
奶、虾类等食物过敏史的人群，应避免摄入
相应食物。海鲜和啤酒同属于高嘌呤类食
物，同时大量摄入可引起血液中尿酸浓度
升高，诱发痛风性关节炎的急性发作。中
国人日常饮食中钙摄入往往不够，所以在
进食豆腐、奶类等高钙食物时，宜将菠菜、
甜菜、空心菜等富含草酸的蔬菜焯水食用，
避免两类食物在肠道形成草酸钙，影响钙
吸收。

记者：秋冬季节，在饮食上有什么好的
建议？

专家：我们在日常饮食中，真正应该遵
循的原则是平衡膳食、食物多样，建议平均
每天至少摄入12种食物，每周至少25种；谷
类为主是平衡膳食模式的重要特征，成人每
日摄入谷薯类食物200g至300g，其中全谷物
和杂豆类50g至150g、薯类50g至100g；多吃
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
的食物，其中每日蔬菜至少300g，深色蔬菜
占1/2；经常吃全谷物及大豆类制品，适量摄
入鱼、禽、蛋、瘦肉类动物性食物；少油、盐、
糖，每日烹调油摄入量控制在25g至30g，盐
摄入量控制在5g以下，添加糖摄入量控制在
50g以下，最好不超过25g。秋冬季是呼吸系
统、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主食中可增
加红薯、淮山代替精米白面，水果可多选择
梨、苹果、柑橘、鲜枣，当季的绿叶菜以及萝
卜、西兰花等蔬菜都是秋冬季理想的选择。
总而言之，食物多样才能将不同食材的营
养效价最大程度利用，迷信“大补”食物或
过量食用单一食材都是养生大忌。

山楂和板栗不能一起吃？专家来解答
邵阳日报记者 蒋玲慧 采访整理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红 云 通 讯 员 于 豆 王
珏） 11 月 18 日，邵阳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心理（精神科）门诊
开诊。

为深入贯彻落实湖南省
卫健委《2024 年全省心理健康
和精神卫生工作要点》有关文
件精神，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与市脑科医院、市宝庆精神
病医院展开合作，开设心理
（精神科）门诊，制定临床心理
科建设标准，推进临床心理科
建设，满足不同人群心理健康
服务需求。

此次合作标志着邵阳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在心理健康服务
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将为
广大患者提供更专业、更优质
的心理和精神医疗服务，也是
医院全面提升学科能力、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心理健康
需求的新举措，科室开诊后，将
为地区心理健康事业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据了解，邵阳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心理（精神科）门诊的开

诊时间为每周一、周二、周四、
周五的 14 时 30 分至 17 时 30
分，地点为该医院 2 号楼 2 楼，
患者可通过线上微信公众号挂
号或者线下现场挂号。

心理（精神科）门诊诊疗范
围主要包括各种神经症及躯体疾
病情绪问题，如广泛性焦虑障碍、
惊恐发作、恐怖症、躯体疾病焦虑
障碍、强迫症、癔症、神经衰弱、更
年期综合征、神经性厌食与贪食
等；精神相关疾病，如抑郁症（产
后抑郁）、躁狂症、双相情感障碍、
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器质
性精神障碍、精神疾病的早期识
别与干预等；以及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问题，如青少年抑郁障碍、
情绪与行为障碍，以及睡眠障碍、
多动症、抽动症、品行障碍等。

“希望三家医院能加强交
流、密切合作，各展所长，为广
大群众提供更高效、便捷、优
质的医疗服务，推动我市精神
卫生事业不断迈向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邵阳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双庆
翠表示。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理（精神科）门诊开诊

开诊时间：每周一、二、四、五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