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5 月 7 日 星期二
6 论道健康 LUN DAO JIAN KANG

新闻热线：010—58884063
E-mail：yangchun@stdaily.com

■责编 杨 纯

专家提示

扫一扫
欢迎关注
唠唠健康

微信公众号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过国忠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医疗界

患病、失智、失能、半失能老人，多年把医院

当成“家”，已成为一件屡见不鲜的事。事实上，

这些老人虽然让无法照顾自己的家人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解脱”，但带来的是医疗资源的严重浪

费，一些急需入院的危重病人，因没有床位而得

不到及时救治。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仅失能、半失能老人

就超过 4000 万，他们的养护成为一个社会问

题。如何减轻此类老人的家庭照料和经济负担，

维护他们的生活质量与尊严，让有限的医疗资源

得到有效的发挥，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科技日报记者近日来到常州市天宁区的常

州玖恒爱心养护院，住在这里的几位老人告诉记

者，过去，养老院不方便就医，医院里又不能养

老。自从去年住到这家“医养结合”的养护院后，

自己不用再担心患了病，得不到及时救治，子女

也可安心工作，不用经常往返单位、家庭、医院和

养老机构之间。

城市老龄化加速，倒逼
健康养老服务改革
“当前，我国由于城市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特别是由于一些老年病的高发、易发和突发

性，患病、失能、失智、半失能老人的治疗和看

护问题，困扰着千家万户。因此，将养老机构

和医院的功能相结合,建设集医疗、康复、养生、

养老等为一体‘医养结合’的养护院，能够实现

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多年关注和研究大

健康产业发展的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院

长洪宵说。

记者了解到，早前，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民

政部发布了《关于确定第一批国家级医养结合试

点单位的通知》，至今已确定了近百个市（区）作

为第一批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去年 11

月，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为了加快推广实施“医

养结合”新模式，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部署进一

步发展养老产业、推进医养结合，提高老有所养

质量。尤其是针对试点单位中现存的问题，碰到

的困难，要求简化医养结合机构设立流程，实行

“一个窗口”办理，由相关部门集体办公、并联审

批，不能再让市场主体跑来跑去。

同时，还要求地方做到强化支持政策落实，

促进现有医疗卫生和养老机构合作，发挥互补优

势，要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部门纳入

医保定点范围，促进农村和社区医养结合，建立

村医参与健康养老服务的激励机制，鼓励医护人

员到医养结合机构执业，并在职称评定等方面享

受同等待遇。

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亟
待解决人才缺口

记者了解到，“医养结合”已成为养老服务最

核心内容，最基础的服务模式。令人欣喜的是，

近年来，在国家和地方政策鼓励下，一些社会资

本开始进入养老事业。常州玖恒爱心养护院，就

是由民营企业投资 2800 多万元建成的，内设护

理院和颐养中心。在现有的 350张床位中，其中

医保使用床位数有 50张。“我们按照国家有关部

门出台的文件规定，引进专业的医疗护理团队和

现代化的医疗设备，让一些患病、失能、半失能老

人，在这里得到有效的治疗、康复和看护。”常州

玖恒养老护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建新说，同

时，我们着力营造家庭式的生活环境，方便老人

学习、交流、娱乐，以及生日聚餐和节日会客，提

供 24小时全天候爱心服务。

然而，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目前，类似玖恒护

理院的民营“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无论是从医

疗设施条件来看，还是从服务能力来说，差别很

大。特别是由于创办标准过高，医护人才严重缺

乏等，致使运行成本居高不下，床位入住率较低，

医疗服务机构层次参差不齐，发展举步维艰。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按照国家对创办“医养

结合”养老机构规定，可以说，“门槛”很高。如

开设 50 张床位以上的，必须拥有 1 名主任医师、

2 名副主任医师、护士 12 人以上。这些“硬指

标”达不到，根本拿不到地方医疗卫生主管部

门的批文。

用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通识教育教学部

主任谢斌教授的话来说，“现在，高层次专业医护

人才，别说这些民营‘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难以

招到，就连一些私立医院和从事培养医护人才的

教育单位也很难引进。”谢斌告诉记者，几年前，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就关注大健康产业发

展。为了满足未来大健康产业对专业技能人才

的需求，学校在调整专业中，专门设立三年制体

育保健与康复专业。当前，亟待解决“医养结合”

养老机构医护人才的严重不足问题。

多措并举破难题，提供
全面系统专业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医养结合”，不但要体现医

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检查服务、疾病诊治

和护理服务、大病康复服务以及临终关怀服务，

同样要做到生活照护服务、精神心理服务、文化

活动服务。目前，“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存在和出

现的问题与困难，决不能靠“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必须突出问题导向，重点从政策、人才等方

面，多措并举破解难题。

“目前，送到我们‘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的

老人，并不是危重病人，绝大多数是长期患有慢

性病，或者失能、半失能，家里难以照顾的老人。

假如说，完全按照乡镇医院以上要求配置，‘医养

结合’的养老机构的‘压力’，确实非常之大。应

该从实际出发，从实际需求出发，制定更合情合

理的标准和管理机制。”沈建新说。

洪宵建议，“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是一个

新生事物。要通过深化产学研结合，来共同培养

医护人才，解决医护人才不足、医护人才素质偏

低等现实问题。同时，要善于应用互联网、物联

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医疗与服务能力，实现

运营标准化、管理信息化、服务精准化，推进医养

结合走向高质量发展轨道。

破解“医养结合”落地难需打组合拳

有观点认为吃素能够起到保护肾脏、降低肾病风险的作用，但一项新

研究指出，吃素也有讲究，常吃富含淀粉和糖的素食反而可能会增加肾脏

损伤的风险。

《美国肾病学会临床杂志》网络版近日刊载的一项研究说，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分析了 1.4 万多名成年人的饮食习惯和肾功

能状况，并对其中一半人开展 24年以上的追踪调查。总计 4343人在研究

期间患上慢性肾病。

研究发现，与很少吃健康素食的人相比，坚持健康素食的人患肾病风

险要低 14%；与很少吃不健康素食的人相比，常吃不健康素食的人患肾病

风险会高出 11%。

健康素食饮食包括经常吃全谷物食品，苹果、梨、橙子等水果，深色绿

叶菜、西兰花、四季豆等蔬菜，坚果、纯天然花生酱等；而不健康素食饮食

主要指常吃土豆等富含淀粉的食物，用喝果汁来代替吃水果，喝含糖饮

料，吃糖、蛋糕和巧克力等。

研究人员说，这项研究表明，少吃肉和不健康素食、多吃健康素食，可

能有助保护肾脏，起到延缓肾功能下降和降低肾病风险的作用。

（据新华社）

不健康素食饮食可能伤肾

韩国研究人员日前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 2019 年欧洲心脏护理大会

上发表报告说，不仅吸烟会增加高血压风险，二手烟也会，而且与二手烟

接触时间越长风险越大。研究人员提醒人们，务必远离二手烟。

韩国成均馆大学研究人员针对 13 万多名不吸烟人士开展的大型研

究发现，与不接触二手烟的人相比，在家庭或工作中会接触二手烟的人，

患高血压的风险要高 13%；20岁后与吸烟者共同生活的人，患高血压的风

险会高出 15%；接触二手烟 10 年以上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要高出 17%。

男性与女性所受影响相当。

研究人员表示，先前已有研究表明，不吸烟人士接触二手烟与患高血

压之间存在关联，但这些研究通常规模较小，仅限于女性，并只使用问卷

调查。相比之下，这项新研究范围更大，受试者有三分之一为男性，平均

年龄 35岁，且采用尿检验证受试者是否真的不吸烟。

研究人员提醒，全球仍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不吸烟人士暴露在二手烟

中，禁烟依然任重道远。为预防高血压，不吸烟人士有必要远离二手烟。

（据新华社）

预防高血压 远离二手烟

“这种研究有一定的道理，但据科学家测

算，近百年来全球平均气温最多上升了 0.8℃，

因此，其对过敏的影响是间接的。”一位不愿具

名的呼吸科专家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全球变暖会导致以前已经死亡的病原体复

活、蚊虫滋生会导致虫媒病增加，如疟疾、登革

热等。有研究表明，虫媒传染病流行增强的原

因主要来自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全球气候

变暖的趋势使得许多热带生物不断扩大分布

范围，过去仅在热带地区出现的虫媒传染病，

也频频出现在亚热带地区。

再就是人们熟悉的花粉过敏，在湖北省中

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恒看来，花粉过敏变

得越来越普遍主要原因是空气中的花粉含量

越来越高，而花粉数量的增加与气候变暖有着

密切的关系。因为温暖的气候让植物的生长

周期变得比以前更长，并且让一些以前并不适

于生长的植物开始生长，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空

气中花粉的数量和存在时间，从而导致过敏季

节延长。花粉中含有的油质和多糖物质被人

吸入后，会被鼻腔的分泌物消化，随后释放出

多种抗体，如果这种抗体和侵入的花粉相遇，

并大量积蓄，就会引起皮肤过敏。近几年，花

粉过敏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主要表现

为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湿疹、过敏性结膜炎、

支气管哮喘等。

“花期长，呼吸到的花粉的过敏原就会增

多。”上述不具名专家介绍，过敏一般是由于外

界的致敏源导致内源性物质如组胺释放增加，

这个物质会导致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器官平

滑肌收缩以及腺体分泌增强，从而出现皮肤红

斑、瘙痒等表现。

“通俗地说，人体的免疫细胞很多，像淋巴

细胞、巨噬细胞等，其组成了人体的免疫系

统。免疫系统就像一支军队，上次打败敌人以

后，它们会记住敌人的特征，发现类似于上次

的病原侵入后，就会想是不是敌人又来了，然

后迅速拉响警报。免疫细胞激活以后，就会产

生炎症因子，原本不该激活的因子激活后，免

疫因子的数量会急剧增加，从而出现炎症反

应，如红肿、发热等。”上述不具名专家说。

除此之外，李恒认为，气候变暖打破了生

态系统的平衡，为虫媒、细菌、病毒及各类病原

体的寄生、繁殖和传播创造了适宜的条件，加

深了流行程度，并且使疾病传播媒介地理分布

范围扩大，更高的温度将助长病原体传播至更

广阔的区域，引起疾病分布变化。除了导致过

敏以外，还可能产生如下疾病：消化系统疾病、

肿瘤、心血管疾病、虫咬皮炎、疟疾、晒伤、中

暑、白内障等。

花期变长 花粉过敏原增多

“春天过敏病人的数量确实要比其他季节

多很多，这可能与户外活动增多有关。”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

医师佟春光说，但除了气候原因，引起过敏的

因素还有很多。

佟春光介绍，皮肤过敏的常见过敏原有以

下几种：吸入式过敏原，如花粉、柳絮、粉尘、螨

虫、油烟、油漆、汽车尾气、煤气、香烟等；食入

焦虑、环境污染都会导致过敏

有过敏经历的人都知道，痒起来就如猫在

抓心，不胜其烦，该如何缓解呢？

“每个人过敏程度、引发因素都不同，首先

要分析找到自己的致敏因素，然后再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佟春光说，借助现代检测手段找到

具体的过敏原后，就要尽量避免接触，当然也

有一些过敏原不太好找，可以用一些抗过敏药

物，以缓解症状。

专家认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年龄

的增大，人们在衰老过程中免疫系统退化，过

敏的几率会增加，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如果严

重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建议去专科医院就诊，

进行必要的药物治疗。同时，也要转变生活方

式，平时多注意运动健身，加强锻炼，提高自身

的免疫力。

相对来讲，李恒提出的建议更具体，针对

花粉过敏，在春季，尽量在连晴数日，风大的时

候减少外出，因为这个时候空气中的花粉含量

通常爆表；外出时尽量戴口罩眼镜、着长袖长

裤，少接触花草树木，回家后及时洗手洗脸并

更换衣物，必要时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少吃

鱼虾蟹以及牛羊肉等，辛辣食物及甜腻食物也

要避免，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但是有香味的

蔬菜及水果最好不吃；在家睡觉及开车时尽量

关闭窗户，使用空气净化器；同时，常备一些抗

过敏药物，如盐酸西替利嗪、氯雷他定、依巴斯

汀、玉屏风颗粒等，花粉含量高的季节可以预

防性用药。

缓解过敏症状 专家这么说

过敏发病率上升过敏发病率上升 气候变暖惹的祸气候变暖惹的祸？？
本报记者 付丽丽

式过敏原，如牛奶、鸡蛋、鱼虾、牛羊肉、海鲜、

以及一些蔬菜、水果等；接触式过敏原，如冷空

气、热空气、紫外线、辐射、化妆品、洗发水、洗

洁精等；注射式过敏原，如青霉素、链霉素、异

种血清等；再就是自身等其他因素，如精神紧

张、工作压力、受微生物感染、电离辐射、烧伤

等生物、理化因素影响而使免疫系统发生改

变，以及由于外伤或感染而释放的自身隐蔽抗

原，也可成为过敏原。

李恒也表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

饮食中摄入了大量的肉、蛋、奶、海鲜等高蛋白

食物及辛辣刺激性食物，结果导致体内产生抗

体的能力亢进，从而使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增

高。另外，因为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及大量食品

添加剂的应用，导致人们接触更多的抗原物质，

促使更多的变态反应性疾病的发生。“随着工作

节奏和压力的增加，情绪的抑郁、长期熬夜，导

致人体的内分泌发生紊乱，也是过敏性疾病发

病率逐渐升高的一大原因。”李恒强调。

“有研究表明，大气污染确实会导致原有

疾病的加重，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以及过敏性

疾病的增多等。”上述不具名专家说，以 PM2.5

为例，其主要成分是气溶胶，包含多种病原

体。一般来讲，气道内含有大量巨噬细胞，其

是人体防御第一道防线，像外来颗粒物、粉尘

等在进入气道时会被巨噬细胞吞掉。然而，科

学家研究发现，PM2.5 会导致巨噬细胞自噬，

也就是说把自己同类吞掉了，这就严重影响了

其清道夫的功能。

此外，PM2.5 还会导致抗原呈递功能的丧

失。上述不具名专家解释，抗原呈递功能简单

说就是遇到一个敌人，会告诉后面战友这个敌

人的特征，以引起警觉。但遇到 PM2.5 时，其

这种功能就消失了，这样病原体就可以长驱直

入，肆无忌惮，造成免疫系统紊乱，从而出现过

敏反应。

眼睛瘙痒、咳嗽几天突然变成了

哮喘、身体某个部位不时会冒出小红

点……每到春天，身边总是有朋友被

各种各样的过敏症状困扰。“以前从没

过敏过，最近这是怎么了？”有朋友表

示很苦恼。

询问医生，发现这还真不是个例，

而且还与气候变暖有关。《柳叶刀·星

球健康》杂志最新一项研究显示，随着

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空气中传播的

花粉数量一直在增加。此外，气候变

暖加重了洪涝和干旱，也间接导致人

类过敏发病率上升。事实究竟是怎样

的呢？

相关链接

日前，记者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获悉，该院肝胆胰外科与中南大学材

料学院联袂，启用混合现实技术（MR）辅助，为一名壶腹部肿瘤患者完成

了全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开创了国内先河。

据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是治疗胰头癌及壶腹周围肿瘤的准术式。

该术式由于脏器切除困难、消化道重建复杂、术后并发症多，而成为腹部

外科最复杂、最高风险性的标志性手术之一。全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

术，虽具微创、精准、痛苦轻、术后恢复快等优点，但却是普外科和腔镜外

科手术领域难以攀登的“珠峰”。

湘雅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龚连生介绍，手术切除范围广，涉及胆管、

胆囊、胃、胰腺、十二指肠切除，肝十二指肠韧带清扫。同时，需确保胰肠、

胆肠和胃肠三处吻合。

为进一步全面评估和风险判断，龚连生团队与中南大学材料学院刘

军教授合作启用了三维可视化重建和混合现实 MR 技术，将 1000多张影

像重叠形成的患病脏器三维图像，通过 MR技术，把器官及周围重要血管

以 1∶1比例的“实物”进行全息。“MR 技术实现了数字模型与人体的自动

匹配，医生不仅能辅助判断肿瘤与肠系膜上静脉的复杂关系，及肿瘤的可

切除性，还可以模拟手术切除操作，或直接调用出 CT 图像，任意缩放等

基本功能，以及实现高清视频录制、远程手术转播等。”龚连生说。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罗闻 武海亮）

我国实施MR技术

辅助镜胰十二指肠切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