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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
道 近日，在我省援藏专家高
娜的指导下，那曲市人民医院
妇产科突破技术难关，成功实
施了首例腹腔镜下全子宫切
除术，标志着当地在治疗妇科
疾病方面又迈上一个新台阶。

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手
术难度较大，对手术者的技术
和器械要求很高。来自大连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援
藏专家高娜在援藏之初，便将
之定为自己在那曲的最高手
术目标。

前不久，一名44岁的子宫

肌瘤患者来到那曲市人民医院
妇科就诊。经综合妇科检查及
辅助检查，患者需要手术切除
子宫。与传统开腹手术相比，
腹腔镜手术具有创伤小、痛苦
轻、恢复快、术时短、住院时间
短、疤痕小等优点，尽管当地医
院从未实施过该类手术，腹腔
镜手术条件有限，但高娜带领
医护人员克服重重困难，从术
前各项准备一直到术后患者恢
复出院，全程参与和指导了此
次首例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
术。患者术后恢复良好，如今
已顺利出院。

我省援藏专家指导完成那曲
首例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近日，
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加强辽宁省中
医药师承教育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提出支持以师承方式学习中
医药，将师承教育与毕业后教育、继续
教育和医疗工作相结合。自 2019 年 7
月 1日起，全省各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中 45周岁（含）以下从事临床工作的中
医专业中级及以下职称人员均需参加
师承教育，进行跟师学习。

据介绍，中医教育主要有两种，即
院校模式和师承模式。与其他专业的
院校教育有所不同，中医药师承教育是
独具特色、符合中医药人才成长和学术
传承规律的教育模式，是中医药人才培
养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师承模式是一
种传统模式，在中医院校建立以前，中
医教育以师承模式为主，培养了很多中

医人才。
我省下发《通知》旨在加强中医药

师承教育，建立健全中医药师承教育制
度，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发挥我省中医
药特色优势，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和
水平。

《通知》指出，师承教育分为理论知
识和实践技能两部分。其中，理论学习
包括中医药基础理论、“四大经典”等中

医(含民族医)经典著作以及本专业专
著；实践学习以指导老师的学术思想、
临床经验、技术专长为重点，要求跟师
学员掌握相关专业常见病证的辨证施
治、理法方药和临床技能。通过跟师学
习与医疗工作有机结合，充分发掘和继
承中医药的隐性知识、特色技能和传统
文化，培养具有继承和创新意识的合格
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和优秀中医人才。

据悉，正高级职称或副高级职称满
五年的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经所在机
构遴选，可被聘为师承教育指导老师，
在执业和业务活动中带徒授业，传授中
医药理论、临床经验和技术方法。跟师
学员需同时满足“45周岁及以下”和“中
医专业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称”两个
条件，选择 1名本院或外院指导老师进
行跟师学习。跟师学习时间至少两年，
且每年不少于60个半天，每年完成不少
于20篇的学习心得或临床经验整理。

师承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年度考核
和出师考核，考核结果将作为学分授
予、绩效考核、职称评聘和评优评先的
重要依据。2020 年起，未参与师承教
育(含指导老师、跟师学员)的中医药技
术人员不得承担省级及以上人才培养
专项。

我省强化师承教育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为进一步落实“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行动”的专项内容，推广中等强度的健走
运动，达到预防慢性病、促进健康的目
的，5月9日，我省第四届“万步有约”职业
人群健走激励大赛启动仪式在沈阳沈水
湾公园举行。来自全省各地41支参赛队
伍共40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据介绍，目前，我国70%以上的职业
人群处于亚健康状态。“万步有约”职业
人群健走激励活动是由中国疾控中心
慢病中心发起，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
前提下，开展的一项职业人群健康干预

项目，目前已成功举办三届。这项活动
面对缺乏运动这一重要的健康危险因
素，把大众健身和慢病防控有机结合在
一起，是对慢性病危险因素干预模式的
深入探索，也是提高社会关注、营造良
好运动氛围的有力手段和载体。

在未来 100 天，我省参赛队伍将通
过健走，将“日行一万步，吃动两平衡，
健康一辈子”的理念深入推向社会。本
届大赛我省共有 5000 余名队员报名参
赛，参赛规模为历年之最。

本报记者 王敏娜 文 崔培超 摄

第四届“万步有约”
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
道 为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推
动护理工作，激励护理队伍，
在“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
际，5 月 9 日，沈阳市卫生健康
委在沈阳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庆祝“5·12”国际护士节大会。

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沈
阳市护理事业取得了长足进
步。截至2018年底，全市注册
护士达 3.6 万人，占卫生技术
人员总量的46%。

今年，沈阳卫生健康委对
医院的发展方式、管理模式和
运行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和标准。

今 后 ，护 理 工 作 要 顺 势
而为、借势而进、乘势而上，
进一步提升科学化、精细化、
专业化管理水平；要加大科
技创新力度，加强科研立项、
论 文 发 表 和 项 目 研 发 等 工
作，积极争取省级、市级护理
科研项目，申报国家和省级
护理重点专科，提高护理专
业的学术地位；要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加大培养和引进
力度，探索建立护理首席专
家制度、市护理学会双主委制
度，推进基层医疗机构与省、
市护理专业联动，提升全市护
理工作整体水平。

沈阳注册护士达3.6万人

肥胖发病率
呈爆发式增长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人的体
重也随之飙升，“水桶腰”“将军肚”随处
可见。

“肥胖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严重
危害人类健康的一种疾病，近年来更是
呈爆发式增长，且儿童、青少年超重及
肥胖数量上升速度尤其快。”5 月 6 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普外科副
主任王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发布的《慢性病

及其危险因素监测数据》报告显示，我
省肥胖率为17.3%，排在全国第十位，超
重率更是高达38.2%，居全国第二，也就
是说，差不多每6人中就有1人肥胖，每
3人中就有1人体重超标。

肥胖人群不但增加高血压、冠心
病、脑动脉硬化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
病风险以及糖尿病、痛风等代谢性疾
病的发生概率，影响消化系统、内分
泌系统的功能，还增加罹患乳腺癌、
卵巢癌、子宫内膜癌、食管腺癌、贲门
癌、胆道癌、肾癌、胰腺癌、结肠癌、直
肠 癌 和 多 发 性 骨 髓 瘤 等 癌 症 的 风
险。此外，肥胖人群也多伴有关节软
组织损伤、生殖能力下降以及心理障
碍等问题。

选择手术减重的患者
越来越多

“管住嘴，迈开腿”作为一种健康的
生活方式，被许多人奉为圭臬。但在王
勇看来，“管住嘴，迈开腿”虽有利于人
们减肥瘦身，但不能帮助病态肥胖患者
减掉重负。病态肥胖并非简单的缺乏
运动和饮食不合理造成，而是一种病，
需要到医院就诊。

BMI指数是身体质量指数，简称体

质指数，是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
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一般
而言，体质指数在 18.5 至 24 之间为正
常体重，24 至 27.5 为超重，大于 27.7 的
就属于肥胖，27.5 至 32.5 为一级肥胖，
32.5至 37.5为二级肥胖，超过 37.5为三
级肥胖。

对于BMI 24-27.5以内的人群，可
以通过运动锻炼肌肉，让身体更有线条
感，同时提高基础代谢率，养成易瘦体
质。但对于一些病态肥胖患者而言，仅
靠运动和合理膳食是不够的，如有必要
可通过手术来减重。

王勇带领团队早在十多年前便开
展减重手术，也是国内较早开展减重
手术的专家团队。2015 年，王勇牵头
在医院开设了甲状腺与代谢外科，十
几年来，王勇团队已经成功为上千例
患者做了减重手术，从起初的年减重
手术 10 例左右，到去年一年开展 170
例，接受手术的患者年龄最小 14岁、最
大68岁。

青少年和儿童
手术减重需谨慎

减重手术目前常见的术式主要为
胃袖状切除手术和胃旁路手术。原理

是通过改变胃肠道，使进食量变少，减
少食物吸收，使有效摄入热量下降，从
而达到减重目的。减重手术后，因为肥
胖而引发的代谢类疾病会得到一定程
度的缓解或治愈。

减重手术主要用于重度肥胖合并
严重代谢性疾病且严重影响身体健
康，或者肥胖本身对日常生活学习和
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危害，且其他治疗
手段无效的患者。减重患者建议年龄
为 16 至 65 岁，作为一种有创手术，减
重手术可能对青少年儿童造成身体创
伤和一定的心理创伤，因此要慎重选
择，对手术获益和手术风险要进行全
面客观权衡。

另外，王勇还提醒，并非所有医院
都能够开展专业的减重手术，并非所
有人都适合减重手术。减重手术需
要积累一定的医疗技术，需要医院开
展多学科协作，对患者进行严格的术
前评估，量身定制适合患者的减重方
案，提供术后长期健康管理和营养指
导。

减重手术也无法做到一劳永逸，不
能一次性永远终结肥胖。若患者术后
不注意饮食控制和运动锻炼，体重仍有
可能出现反弹，也就是说患者术后要做
到“管住嘴，迈开腿”。

面对我省每6人中就有1人肥胖的现状，专家指出——

病态肥胖患者可通过手术减重
本报记者 王敏娜

本报讯 立夏之后，气温
逐渐升高，蚊虫滋生，又给了
各类传染病传播的土壤。沈
阳市卫生健康服务与行政执
法中心直属健康教育中心提
醒，养成良好的卫生生活习
惯、避免接触传染源、培养主
动预防意识很重要。

传染病是指由病原微生物
（如病毒、细菌、衣原体等）和寄
生虫感染人体后产生的具有传
染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造成
流行的疾病。呼吸道传染病主
要经空气或飞沫传播，消化道
传染病主要经食物或水传播，
还有一些传染病是经血液或体
液传播、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
水或土壤时传播，以及通过蚊
子、恙螨等虫媒传播。

除了勤洗手、勤开窗户、
勤通风，保持环境清洁卫生，

注意避免与可疑患者或动物
密切接触，在居家照顾传染病
患者时，要注意戴口罩和洗
手。与他人共用毛巾可能会
传染红眼病、性病等，共用牙
刷、剃须刀、注射器等则可能
传染艾滋病、乙肝等疾病。养
殖、加工或屠宰牲畜时，需佩
戴口罩、手套、帽子，穿工作
服；正确使用安全套，避免不
安全性行为。

另外，适龄儿童应严格按
照免疫接种部门的要求接种
疫苗；被猫狗咬伤，应尽早接
种狂犬疫苗；同时也应为家中
的宠物接种疫苗。

很多传染病发病早期都
有前驱症状，越早发现往往治
疗效果越好，因此怀疑患传染
病应尽早就医，做到“早发现、
早治疗”。 路 远

夏季传染病高发
避免接触传染源

核心
提示

5 月 11 日是世
界防治肥胖日。在
今年的防治肥胖日
到来之际，有关专家

发出提醒，肥胖是一种病，其发
病率近年来呈爆发式增长态
势，应引起社会的关注。“管住
嘴，迈开腿”，积极预防肥胖刻
不容缓，病态肥胖患者可通过
手术减重。

● 45周岁及以下从事临床工作的中医专业中级及

以下职称人员需跟师学习

● 正高级职称或副高级职称满五年的中医药专业技

术人员可聘为指导老师

世界防治肥胖日

援藏专家高娜带领学员进行首例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