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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俗话说““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最近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收治了一例食源性传染病重最近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收治了一例食源性传染病重

症病人症病人，，患者进食海鲜自助餐后出现脓毒性休克患者进食海鲜自助餐后出现脓毒性休克，，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广州医科大学附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市八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幼霞提醒属市八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幼霞提醒，，虽然食源性传染病一般引起的症状是胃虽然食源性传染病一般引起的症状是胃

肠道不适肠道不适、、呕吐呕吐、、腹泻等腹泻等，，但在某些情况下但在某些情况下，，严重的食源性传染病可以引发严重并发症严重的食源性传染病可以引发严重并发症，，比比

如脓毒症休克如脓毒症休克，，可危及生命可危及生命，，因此因此，，对于有疑似食源性传染病感染的病例对于有疑似食源性传染病感染的病例，，及早就医并获得及早就医并获得

适当的治疗至关重要适当的治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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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第六人民医院

对于正在生长发育阶段的孩
子来说，出现心理问题不仅会影
响 孩 子 当 下 的 学 习 和 生 活 ， 而
且 还 可 能 会 影 响 他 的 整 个 人
生 。 当 孩 子 出 现 焦 虑 或 抑 郁 情
绪 时 ， 他 的 社 会 功 能 也 会 受 到
影 响 ， 很 多 孩 子 因 此 影 响 了 学
业 。 有 些 孩 子 通 过 治 疗 和 调 整
能够好转，但在成年后应对能力
也 相 对 较 差 ， 在 遇 到 大 的 压 力
时，还有可能复发。

心理的发展会受环境影响。
每个人都需要在普通的环境中，
和同龄人一起发展和进步。如果
一个孩子因为抑郁或焦虑而不能
上学，那么他就脱离了与同龄人
共同成长的环境，脱离的时间越
长 ， 心 理 发 展 受 到 的 影 响 就 越
大，再回到这个环境时，适应起
来就会更难。

那么，孩子的心理问题是否
可以防范？又该如何入手呢？专
家认为，防范孩子心理问题的发
生，首先要从家长做起。

专家说，很多家长不仅不懂
得 如 何 与 孩 子 进 行 沟 通 和 互
动，而且他们自身还有一些问题
没得到解决，比如自我接纳、自

我 管 理 等 等 。 当 家 长 自 己 都 有
问 题 时 ， 就 更 不 会 对 孩 子 进 行
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家长能够起
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孩子才能健
康成长。

一个好家长并不是天生的，
是需要学习的。学习科学的育儿
知识对每个家长都非常重要。家
长 可 以 看 一 些 有 关 儿 童 心 理 发
展、父母养育方式、亲子沟通以
及和儿童青少年抑郁、焦虑相关
的科普书。通过阅读，学习一些
心理学知识，学习应对压力、处
理 人 际 关 系 、 培 养 自 律 性 的 方
法，给孩子树立榜样。

让家长学习心理健康知识还
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当孩子出现
心理问题时，家长们能够及时发
现 、 及 时 解 决 。 对 任 何 疾 病 而
言，及早发现、及早干预才能取
得最好的治疗效果。

(市六医院）

家庭环境对孩子心理影响
很重要

案例：
一顿海鲜自助餐后，阿姨进了 ICU

本来是一次开开心心的旅途，患者
赵阿姨（化名）在吃了一顿不够新鲜的
海鲜自助餐后，出现畏寒、发热、腹痛、
恶心、腹泻等症状 3 天，精神转差，来到
市八医院就诊时已经出现休克、合并多
脏 器 功 能 衰 竭 ，立 即 收 入 ICU。 经 过
ICU 团队的液体复苏抗休克、抗感染、
高流量氧疗、持续血液净化、抗心律失
常等积极抢救治疗后，终于把阿姨从死
神手里抢回来！

提醒：
病情发展迅速，需要紧急救治

什么是食源性传染病呢？李幼霞
介绍，它是指通过食物摄入途径感染人
体的疾病。这些疾病通常由食物中存
在的病原体，如细菌、病毒、寄生虫和真
菌 等 引 起 。 它 可 以 在 食 品 的 生 产、加
工、运输或储存过程中引入病原体，也
可以由于食品不正确地烹调或储存而
导致微生物繁殖。

食源性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
存在，对公共卫生和个人健康构成重大

威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每年
全球有数百万人因食源性传染病而生
病，数以千计的人因此而死亡。

常见的食源性传染病包括：
细菌性食物中毒：比如沙门氏菌、大

肠杆菌、志贺氏菌等引起的食物中毒。
病毒性食物中毒：如诺如病毒、轮

状病毒、肝炎病毒等引起的食物中毒。
寄生虫感染：如蛔虫、阿米巴原虫、

弓形虫等引起的食物中毒。
真菌感染：如黄曲霉素中毒、霉菌

产生的毒素引起的食物中毒。
食源性传染病会引发哪些症状？李

幼霞介绍，虽然食源性传染病一般引起
的症状是胃肠道不适、呕吐、腹泻等，但
在某些情况下，严重的食源性传染病可
以引发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脓毒症休克。

脓毒症休克是一种严重的感染后
并发症，它是由于病原体（如细菌）进入
人体后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导致全身
炎症反应过度激活，从而损害器官功能
并引发低血压和多器官功能衰竭。

食源性传染病引发的脓毒症休克
通常是由于摄入了大量含有致病菌的
食物，这些致病菌在体内大量繁殖，并
释放出毒素，进而引发严重的感染和免
疫反应，症状包括高热、寒战、心率加
快、呼吸急促、血压下降、皮肤苍白或发
绀、神志改变等。

由于脓毒症休克会导致多器官功
能衰竭，所以病情发展迅速且危险，需

要紧急救治和抗感染治疗。
不过，并非所有食源性传染病都会

引发脓毒症休克，这取决于病原体的种
类、感染的严重程度以及个体的免疫状
态等因素。所以对于有疑似食源性传
染病感染的病例，及早就医并获得适当
的治疗至关重要。

预防：
避免生食，充分加热食物

李幼霞表示，食源性传染病的预防
非常重要，市民应该注意食品的卫生状
况，选择新鲜、熟透和卫生的食品，正确
处理和储存食品，在旅行时，尤其需要
注意当地的饮食卫生情况，避免食用可
能存在风险的食物。

具体来说，应注意以下几点：
1.经常洗手 ,避免生食与熟食交叉

污染，选择安全的食品，避免生食，充分
加热食物，尤其是放进冰箱里的食物拿
出来重新食用时一定要充分加热，适当
储存食物。

2.食用前注意食品的外观和质量，
注意是否有异常的颜色、气味、霉菌或
异物等。

3.注意食品的新鲜程度、变质迹象
或包装完整性等。

4.注意进食某种食品后是否出现不
适、食物中毒症状、过敏反应或其他身
体异常 ,记录症状和时间并及时就诊。

据《广州日报》

三 医 院 特 需 病 房 科 护 理 团
队是一支热情洋溢、积极进取、
技 术 精 良 、管 理 严 格 的 人 性 化
的 优 秀 护 理 团 队 ，在 护 士 长 边
玉 霞 的 带 领 下 ，倡 导 以 患 者 为
中 心 的 人 文 护 理 和 个 性 化 护
理 ，始 终 站 在 患 者 的 角 度 换 位
思 考 ，给 予 患 者 及 家 属 最 真 切
的关心和爱护。

“细节决定成败”是特需病
房护理队伍树立的新型护理管
理理念。有一次，一位患者住院
后，一直非常紧张焦虑。边玉霞
每天和患者耐心地沟通，进行心
理疏导，患者非常感动，觉得自
己积攒了好多的情绪都在那一
刻得到了释然，开心地笑了。“优
质的护理服务是一道美丽的光，
或许，在疾病面前，我们无法阻
止疼痛，但我们可以多一句问候
和关怀，传递温度和力量，倾听
每一个生命的故事，做患者的守
护神。”边玉霞说。

边 玉 霞 从 事 临 床 护 理 工 作
33 年 ，临 床 护 理 管 理 工 作 16
年 ，作 为 资 深 的 护 理 人 员 ，她
深 切 体 会 到 ，对 于 一 个 团 队 而
言 ，规 范 其 行 为 固 然 重 要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要 改 变 其 思 想 ，升
华其内心世界，要让“护士长管
理 ”这 个 外 因 ，通 过 护 士“ 个 人
素 质 ”的 内 因 起 作 用 。 在 护 士
排班表上，每周，边玉霞利用晨
会 给 大 家 讲 一 些 励 志 、人 生 哲
理等小故事，引发她们对人生、
对事业的思索。在潜移默化之
中 ，特 需 护 理 团 队 的 每 个 成 员
都有一种“不用扬鞭自奋蹄”的
工 作 意 识 ，都 有 一 种“ 不 甘 落
后”的奋进精神，她们立志走在
时 代 前 列 ，用 最 先 进 的 技 术 和
最 人 性 化 的 服 务 为 患者的健康
保驾护航。

在“党建引领、文化聚心、学
科发展”的思想指引下，特需护
理团队努力创建“党建+护理服
务”品牌，塑造优质护理服务特
色，护理团队始终遵循“以患者
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的服务
宗旨，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
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
的“三牛”精神，坚持党建工作与
护理业务相结合，提升干劲，奋
勇争先，以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
将护理团队打造成全市一流的
品牌护理团队。 （晓文）

护理有温度
心中有情怀

市五医院成功开展一例市五医院成功开展一例

计划性非同步冠状动脉计划性非同步冠状动脉““杂交杂交””手术手术
近日，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心胸外

科联合心内科三病区成功开展了一例
计划性非同步冠状动脉“杂交”手术。
此例冠脉“杂交”手术的成功实施不仅
是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心脏中心积极
探索，推广心内、外科一体化诊疗模式
的具体成果，也标志着该院心脏中心在
冠心病治疗领域达到了新水平。

患者女性，69 岁，因发作性胸憋、胸
痛 10 年，加重 1 周于 5 月 14 日入院。心
电图显示：窦性心律，II III avF 导联呈
病理性 Q 波。入院诊断为冠状动脉性
心脏病、急性下壁心肌梗死、陈旧性心
肌梗死、Killip I级。后行选择性冠状动
脉造影示：左冠脉优势型，LM：未见异
常 ；LAD：近 段 100% 闭 塞 ；LCX：近 段

99%狭窄，远段 100%闭塞；RCA：细小，
未见明显狭窄。考虑患者冠脉病变严
重，未置入支架，建议行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

5 月 29 日，心胸外科为患者行不停
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左侧乳内动
脉-前降支吻合，大隐静脉-后降支吻
合，回旋支细小，暴露困难，建议行计划
性 非 同 步 冠 状 动 脉 分 站 式“ 杂 交 ”手
术。患者搭桥术后恢复良好。

6 月 13 日，心内三病区为患者行选
择性冠状动脉造影示：左侧乳内动脉-
前降支通畅，大隐静脉-后降支通畅，回
旋支置入支架 1 枚，狭窄远端血流明显
改善。经过心内科、心胸外科“杂交”术
后，患者实现完全再血管化。通过此例

患者的治疗，团队一致认为对于多支血
管病变患者，分站式“杂交”手术安全有
效，尤其适用于左前降支严重病变无法
接受介入，而右冠支或回旋支可行介入
的冠状动脉多支病变患者。

这场成功的手术，展示了市五医院
心内科、心胸外科等多学科团队参与、
配合、解决高难度病例的能力，同时也
是该院医疗手术多学科之间的一次成
功创新。

据介绍，冠脉“杂交”手术是患有复
杂、高危的冠状动脉血管病变患者的福
音，该手术疗效好、痛苦少、创伤小、恢
复快，适合心功能尚可、体重指数正常、
没有胸膜炎的患者。复杂冠心病的手
术治疗，有外科搭桥术和内科介入手术

两种，但二者各有利弊。而冠脉“杂交”
手术，就是心内科介入技术与心胸外科
搭桥这两种手术结合起来，将多学科专
家汇集成一个团队，以取得更好的治疗
效果。

冠脉“杂交”手术是指对同一名冠
心病患者既实施介入治疗、又实施微创
冠脉搭桥手术，兼顾了减少早期创伤与
提高远期疗效，是目前最优化的冠心病
治疗方案，也是冠心病治疗领域的前沿
技术。近年来，市五医院心脏医学中心
不断进取，勇攀高峰，在复杂心血管疾
病精准治疗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随着
心胸外科和心内科的强强联手，心脏医
学中心将会为更多的患者提供更优质、
更安全的医疗服务。（王瑞芳）

牙齿矫正不仅关乎美观，更关乎健
康。在决定进行牙齿矫正之前，了解一
些基本事项非常必要。

哪些情况需要牙齿矫正

牙齿拥挤 当牙齿因为没有足够空

间而彼此挤压时，就会出现拥挤现象。
这不仅影响美观，还会给清洁带来困
难，增加患牙周病和蛀牙的风险。

牙齿稀疏 这是指牙齿之间存在过
多的间隙。这可能是由于个别牙齿小
于正常大小，或者牙齿没有完全长出，

稀疏的牙齿会影响咀嚼和发音。
错位咬合 错位牙齿是指牙齿相对

于它们应该所在的正常位置有所偏移，
如下颌突出、上颌突出（俗称“地包天”
或“龅牙”）和开颌（上下牙齿之间存在
间隙）。这不仅影响口腔美观，还会影
响到脸部轮廓和功能性问题，比如说咀
嚼和说话。

不良咀嚼功能 如果在咀嚼食物时
感到困难，或经常咬到自己的脸颊和舌
头，这可能是因为牙齿排列不正或咬合
出现问题。

牙齿磨损 不正常牙齿排列和咬合
关系可能导致牙齿异常磨损，影响牙齿
健康和寿命。

牙齿矫正的类型多样化

随着科技的进步，牙齿矫正方式也
越来越多样化，选择范围也逐渐广泛。

金 属 托 槽 矫 正 最 传 统 的 矫 正 方
式，价格相对较低，但外观较为明显。

陶瓷托槽矫正 与金属托槽原理类
似，但托槽为陶瓷材质，颜色接近牙齿，
美观性好，但价格相对较高。

隐形矫正 透明材质，佩戴时几乎
不被察觉，但费用较高。

正畸手术 适用于地包天、外伤引
起的畸形、严重咬合问题，通过手术方
式可改变牙齿和颌骨位置。

矫正牙齿的时机

矫正牙齿没有绝对年龄限制，儿童
至成人均可进行，但理想的时间是在儿
童颌骨发育期在 11~14 岁，因为这个时
期 牙 齿 和 颌 骨 较 容 易 受 到 引 导 和 调
整。当然，成年人矫正牙齿亦非常普
遍，只是治疗过程可能相对较长，需要
的耐心和毅力也更多一些。

矫正后的护理

牙齿矫正后护理是保持矫正效果
的关键。在矫正初期完成后，牙齿可能
会有移动倾向，正确使用保持器可以帮
助牙齿稳定在新的位置。同时良好的
口腔卫生习惯异常重要，需要定期清洁
牙齿和矫正器，避免过硬或黏性食物。
此外，定期复诊，进行调整也是成功矫
正的关键。 据《大河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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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顿海鲜自助餐吃进了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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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传染病的预防非常重要，疑似感染
时一定要及早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