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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痛、拉肚子、大便不正常……如
果你身上这些小毛病频繁发作，那就要
警惕了——可能罹患炎症性肠病啦。
目前，炎症性肠病在临床上并不少见，
但误诊率却很高。

据滨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刘宝珍介绍，“炎症性肠病是一种病因
尚不十分清楚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
症性疾病，目前病因尚不十分清楚，可
能与环境因素、遗传因素、感染因素，以
及肠道黏膜免疫反应的激活相关。”

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一直是炎症性

肠病的高发群体。原因有以下几点：当
代快节奏的环境下，中学生、大学生面
对考试、面试、就业等重重压力，可能精
神负担较重，劳累过度，情绪容易波动；
再加上一些年轻人饮食不规律，习惯吃
快餐、外卖，身体不适时可能也不在意，
种种刺激导致年轻群体发病率较高。

但近年来，60岁左右的老年人也开始
多发炎症性肠病。原因有以下几点：老年
人对疾病认知不足，认为只是腹泻而不重
视；老年人免疫系统容易发生问题，免疫
失衡导致肠病出现；老年人容易出现肠道

的缺血，血管栓塞可能导致炎症性肠病。
刘宝珍介绍，临床上，炎症性肠病

患者会表现为持续或反复发作腹泻、粘
液脓血便伴腹痛、里急后重和不同程度
的全身症状，病程多在4至6周以上，可
有皮肤粘膜、关节、眼和肝胆等肠外表
现，并发症有中毒性巨结肠、肠穿孔、下
消化道大出血、上皮内瘤变和癌变等。

炎症性肠病一般起病缓慢，少数急
骤，容易反复发作。刘宝珍说，目前对
炎症性肠病的诊断缺乏金标准，诊断需
要结合临床表现、内镜、影像学和病理

组织学进行综合分析，还要在进行复杂
的鉴别诊断的基础上才能做出诊断，多
数患者从发病到确诊需数月甚至数年。

刘宝珍介绍，预防炎症性肠病，要
注意膳食和营养均衡，注意因为摄入膳
食纤维、食物纤维因粗大而导致的肠道
堵塞。另外，要远离烟酒，抽烟、喝酒是
引诱并加重克罗恩病的危险因素，生活
中要及早防治。同时，日常生活中，要
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进行减压运动或
者按摩放松，缓解精神焦虑，保持平静
积极的心态，切忌心情大起大落。

近期，市城管执法局环卫处组
织开展了一系列应急演练活动，包
括夏季高温中暑应急救护演练、消
防安全知识培训暨火灾事故消防
演练、垃圾清运途中车辆爆胎应急

演练等，有效提高了环卫职工的安
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图为夏
季高温中暑应急救护演练现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任斐
通讯员 刘锡明 李明 摄影）

专家支招如何预防炎症性肠炎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诚 通讯员 赵岩

医院综合档案室作为医院的主要档
案信息来源，其职责是收集、整理、保管
并提供利用与医院各项工作相关的各种
信息资源，为所需者提供服务。近年来，
随着医院工作的不断深入，医院综合档
案室过去传统的管理服务方式已不能适
应医院现代发展的需要。面对新形势新
挑战，笔者认为新形势下搞好医院综合
档案建设，应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进行调查研究，做好
档案工作目标任务的调整

随着时代发展，医院的总体工作策
略、工作结构、工作目标在不断调整，因
此，医院综合档案室的工作目标、工作范
围也要根据医院总体工作变化情况适时
进行调整。同时，也要求综合档案室工
作人员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掌握医院
各项工作对档案信息的需求情况，为档
案工作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这就要求档案工作人员必须经常深
入到科室，了解科室的工作计划、工作目
标、工作重点；了解临床、教学、科研人员
对各类档案的需求情况，对医院开展的
科研新项目、重大建设工程、重大决策的
调整与实施实行档案跟踪服务。

二、培养档案管理专业人
员，提高档案管理业务技能

档案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有
其自身的规律特点和技能。用档案学的
观点来审视档案工作，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没有一支有专长、有素质、懂业务、
富有开创精神的工作队伍，综合档案室
的工作职能就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因此，在新形势下，迅速提高档案管
理人员的业务素质、专业知识水平、深化
知识结构，造就一支适应新形势的档案
工作队伍势在必行。所以，有条件的医
院应让档案人员到档案工作搞得比较好

的省市大医院进行进修学习培训，档案
工作人员还应通过自学、电大、函大等形
式，学习档案工作的新知识、新技术，使
得档案工作更加规范化、标准化。

三、加强档案室职能化建设
档案工作在医院整体工作中的从属

性，决定了它的发展必然受到医院各方
面条件的限制，档案工作人员要不等不
靠，努力创造条件，积极主动地开展工
作。

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医院工作的特
点、重点、发展方向，有针对性地搞好档
案信息服务；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宣传介
绍档案的管理利用情况以及取得的编研
成果，使人们对档案的作用以及不可替
代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利用现代化手段
对档案进行存贮、分类、检索和开发，使
档案管理的现代化列入单位现代化管理
计划；采取多种方式措施使档案工作向

纵深处发展。

四、建立档案信息管理网
络，实现资源共享

建立医院档案管理网络，实现资源
共享，对搞好医院综合档案室建设有积
极的推动作用。现在各档案室的管理、
设施配备水平不一，信息协作网络还不
完善，实现联机困难很多，应由档案、卫
生有关部门组织协调，实现档案室之间
相互协作，优势互补；并从档案的收集、
整理、鉴定、保管、利用等环节的规范化
着手，组织培训学习班；推广使用通用
性、兼容性强的计算机型和软件系统，为
实现档案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为建立
计算机数据库打下基础，最终形成标准
化、科学化、多层次的档案工作网络体
系。

（作者单位：滨州市人民医院）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淑霞
通讯员 杨同岗 张新云 报道）一台腰椎
椎间孔镜手术只用了1个小时，而且手
术定位精准度达到 0.8 毫米！6 月 13
日，滨州市中医医院，我市首例骨科机
器人辅助下的腰椎椎间孔镜手术成功
实施。这标志着，在我市，骨科手术机
器人与临床外科手术实现无缝对接，其
临床应用进入到实用化、高精化、智能
化阶段。

64 岁的李先生因“左下肢疼痛不
适2年，加重1月”，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入院。市中医医院椎间盘治疗中心（脊
柱外科）对患者进行详细检查后，诊断
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突出的椎间盘组
织对患者神经造成严重卡压，如不尽快
取出，不仅疼痛难以缓解，长时间的压
迫也会造成神经组织的永久性损伤。
在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后，医院决定对
患者实施在骨科手术机器人辅助下的
椎间孔镜微创手术。

机器人辅助下的脊柱手术要求患
者取俯卧位，为确保定位准确性，麻醉
方式需采用全麻，在身体完全静止的前
提下完成身体3D扫描，把数据三维重

建后，方可规划手术路线，之后才可用
机器人脊柱组器械进行精准定位。但
椎间孔镜手术是局麻手术，患者身体会
因呼吸运动产生细微位移，因此在利用
手术机器人定位时就会造成一定范围
内的误差。为解决这一问题，市中医医
院椎间盘中心（脊柱外科）主任刘维克

手术团队与手术机器人工程师团队进
行了深入研讨。

经反复验证，发现了“根据传统孔
镜定位模式，创新采用机器人创伤组”
的定位方法，在形成2张图像后即可完
成手术路径规划。因形成两张图像所
需时间很短，患者在局麻情况下也可做

到准确定位，并且接受的辐射量极少，
因此最终决定不改变传统脊柱内镜的
病人体位和麻醉方法（即病人采用侧卧
位和局麻的方法）。按照预期方案，刘
维克手术团队对患者及时施行手术。
术后，患者左下肢疼痛消失，卧床24小
时后即可佩戴腰围下床活动。

如今，随着手术微创理念的逐步推
广，脊柱微创手术以效果佳、创伤小、恢
复快等特点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为
进一步提升医院服务水平，提高微创手
术治疗效果，今年，市中医医院投入
1480万元引进了代表国际领先水平的

“天玑”骨科手术机器人，这也是全省第
三台、滨州市首台骨科手术机器人。

之所以将机器人引入医疗，是因为
在微创手术中，它们可以实现对外科仪
器的精准控制。刘维克告诉记者，骨科
手术有三大难题：视野差、难精准、不稳
定。与传统的定位、建立通道相比，骨
科机器人辅助下的椎间孔镜手术更加
精准，能有效避免手术对神经、硬脊膜
的损伤，提高手术安全性，简化复杂手
术操作难度，而且手术时长、病人术后
住院恢复时间也会大大缩短。

滨州市中医医院：

成功实施我市首例手术机器人辅助下骨科手术

术中机器人精确定位术中机器人精确定位。。

做好新形势下医院档案工作应解决的几个问题
滕义娟

多种演练陆续开展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日前，邹平县码头镇卫生院的
工作人员在为该镇归苏村贫困村
民发放住院医疗救助证。

据介绍，该救助证是码头镇卫生
院统一制发的。码头镇贫困人员持

此证到该院住院，居民医保报销后，
个人负担部分全部由医院进行减
免。同时，对持证的慢性病人员，医
院将定期随访，配发相关药品。（滨州
日报/滨州网通讯员颜星摄影）

码头镇贫困人员
住院有了新“福利”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诚 报道）近日，滨州市人民医院口
腔种植专业采用“ALL-ON-6”即
刻种植修复技术，为一位重度牙周
炎患者成功进行了种植修复，得到
了患者的好评。

市人民医院口腔外科主任迟
成喜介绍，“ALL-ON-6”技术通
俗来讲，就是指医生为患者拔除半
口或全口所有牙齿的同时，植入6
颗或者 12 颗人工牙根，72 小时内
为患者戴上种植体支持的假牙，并
确保假牙能咀嚼普通硬度的食物
的技术。该技术可以显著提高牙
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与 传 统 种 植 牙 技 术 相 比 ，

“ALL- ON- 6”技术有着显著优
点。迟成喜介绍，该技术从患者拔
牙到戴牙的时间不超过72小时，不
仅能大大缩短患者缺牙时间，还可
以极大满足患者在进食、美观、舒
适、语言等方面的需求。此外，还能
减少种植体数量，只需要4颗（ALL-
ON-4）或6颗（ALL-ON-6）种植
体修复半口缺牙。同时，该技术能
有效减少手术次数，可以通过种植
体的倾斜避开重要的解剖结构（如
上颌窦及下颌神经管等），以避免复
杂的额外手术，减小手术创伤。

一般来说，所有全口重度牙周
炎患者，全口、半口无牙颌患者都是

“ALL-ON-6”技术的适用人群。

市人民医院口腔科：

开展即刻种植修复技术
为牙病患者带来福音

近日，“党建工作进乡村，义诊
服务暖人心”大型爱心义诊活动在
无棣县车王镇举行，来自滨医附院
的20余名专家和医务人员走进东
屯村，为 300 多名村民免费查体、

义诊，解答疑难问题，并进行健康
知识宣传。该活动由省派东屯村

“第一书记”邱胜利和省派工作队
队员王洪福牵线开展。 (滨州日
报/滨州网通讯员 刘连坤 摄影）

““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牵线搭桥牵线搭桥
滨医专家进村义诊滨医专家进村义诊

近日，滨州市人民医院门诊大厅
里，一位特殊的老人吸引了大家的目
光——他摇着一辆破旧的、几乎都要
散架的轮椅，身上穿着脏兮兮的衣服，
已经严重变形的双手拿着两根木棍。
当靠近老人时，一股酸臭味扑面而来，
呛得让人几乎无法呼吸。

分诊护士通过与老人断断续续交

流，了解到老人叫王春乐，是沾化区下
洼镇东平村的一位孤寡老人，此次独
自一人打车从沾化乡村来到市人民医
院，打算看肛门疾病。了解情况后，市
人民医院导医护士崔丽丽立即帮老人
办理了就医卡。

由于老人行动不便，再加上身材
高大，崔丽丽和胃肠外科值班大夫张
禄俩人都抱不动他，这增加了为老人
检查的难度。为此，门诊部立即协调
医院保卫科派人帮助搬运患者，并把
病人送到急诊科。经医生检查后，建
议泌尿外科会诊。

接诊、办卡、门诊、急诊间往返
……一系列程序走下来，已是上午九

点多，正值就诊高峰，各楼层分诊台工
作繁忙，一楼导医咨询台更是忙得不
可开交。此时，三楼内科分诊护士左
小信接到护士长通知，让她接替在导
医台服务的崔丽丽，继续帮助老人就
诊。左小信毫不犹豫地接过“爱心接
力棒”，推着老人继续就诊。

经泌尿外科检查，考虑老人可能
是神经源膀胱，建议神经内科会诊。
于是，左小信又推着老人来到神经内
科检查。正在值班的王国卿医生了解
情况后，立即安排老人做膀胱前列腺
彩超，并且塞给老人200块钱，帮助老
人做后续检查，老人感动得直掉眼
泪。通过彩超检查，结果却是“尿少看

不清，建议膀胱冲洗”。左小信只好又
推着老人去做膀胱冲洗。此时，本身
也是个腰椎间盘突出病人的左小信已
经吃不消了，推着老人时显得十分吃
力。见此情形，正在查病的几个小伙
子主动上前帮忙，参与到这场“爱心接
力”中来。

在陪老人检查的同时，医院门诊
部也通过老人的身份信息，与东平村
的村干部取得联系。下午 2 点左右，
下洼镇和东平村的镇村干部一起赶到
医院把老人接了回去。临行前，王春
乐老泪纵横，再三向医院致谢，向好心
人致谢。

“谢谢医院的护士救了我家老头，
真是太感谢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谁
救了我老伴的命，只是存了一个电话
号码，就是‘救命护士’的电话，请你们
一定要帮我找到她……”近日，市民孙
女士来到市人民医院宣传科，希望工
作人员能帮她找一位救了她老伴命的
好心护士。

根据提供的电话号码，医院很快
找到了孙女士口中的“救命护士”——
市人民医院眼科护士李明青。据李明

青回忆，6月1日刚下夜班的她到北镇
大集给孩子买水果时，忽然听到一旁
有人喊“有人晕倒了”！李明青寻声望
去，只见一位老人正趴在地上。她赶
忙跑过去了解情况，并第一时间拨打
了120急救电话。

在李明青的呼唤下，老人逐渐恢
复了意识，情况有所好转。李明青试
图联系老人的家人，但一直联系不
上。当 120 急救车赶到时，老人觉得
自己已无大碍，要求回家。

见老人情况不稳定，李明青决定
亲自护送老人回家。没想到，刚走到黄
河四路渤海六路附近，老人突然又感觉
特别不舒服，于是，李明青再次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这时，一位骑车路过的
热心大哥看到后，也停下来帮忙，在树
荫下铺好垫子，协助老人躺下。

由于老人脸色苍白，浑身无力，李
明青判断可能是低血糖反应。经询问
得知，老人患有糖尿病，早晨注射了短
效胰岛素却没吃饭，因此造成了血糖严

重下降。此时，120救护车再次赶到，
经了解情况，医生也确定是低血糖反
应。李明青赶紧去对面超市为老人买
来了棒棒糖，几分钟后老人恢复正常。

由于老人坚持不去医院，而且身
体已无大碍，李明青就把老人送回了
家。老人问她姓名，她执意不说，匆匆
离开。老人的家人得知情况后，特意
到医院宣传科打听，终于知道了救命
恩人是李明青。之后，老人特意制作
了锦旗，送给李明青表示感谢。

滨州市人民医院：

“爱心接力”助行动不便孤寡老人完成诊疗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诚 通讯员 郭庆花

共建全国共建全国文文明城明城市市
共享美好共享美好幸幸福生福生活活

身边的感动身边的感动

糖尿病老人突然晕倒“救命护士”帮救到底不留名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诚 通讯员 郭庆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诚
通讯员 李健生 报道）7月1日，由市
卫计委主办的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
行动启动仪式在影剧院广场举行。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传播中医药健康
文化，提升民众健康文化素养”。

活动现场，100余名中医药专
家和医务人员为群众讲解了中医
药“治未病”的理念和养生保健方
法，并指导群众使用艾灸、核桃灸、

杵针等中医技术，现场熬制具有明
目、安神等功效的中药供市民服
用。同时，还设置宣传栏，展示了
中医药法、中医药历史、常用养生
保健知识等，并发放了中医药健康
养生宣传资料。

下一步，市卫计委将继续大力
宣传中医药文化知识，推动中医药
更广泛地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
为维护人民的健康服务。

我市开展中医药
健康文化推进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