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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燕报道 9 月 21 日至

22日，2024年辽宁省医学会胸外科分会第

22 次学术会议在辽宁省肿瘤医院隆重召

开。此次会议宣布了辽宁省胸外科规范

化诊疗质量控制项目的正式启动，并成立

了辽宁省首个胸外科规范化诊疗质量控

制专家组。同时，会议更新了《辽宁省早

中期原发性肺癌诊疗质控标准（2024 年

版）》，并深入探讨了如何进一步推动当地

肺癌诊疗的规范化和均质化管理。

据悉，大会邀请了近 200 名国内外及

省市胸外科领域的杰出学者，他们就肺癌

领域的热点话题进行了学术研讨。与会

者共同致力于降低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

率，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目标下的肿瘤五

年生存率不低于46.6%的总体规划目标而

不懈努力。

会议积极推动建立统一质控体系、推

动不同级别的医疗卫生机构检查检验结

果互认、实现服务质量同质化管理，推动

创新药物可及性的提高，推动同质化诊疗

模式的发展进步。用实际行动践行质控

管理一小步，健康中国一大步。

《辽宁省早中期原发性肺癌诊疗质控标准（2024年版）》正式发布。 本报记者 赵燕 摄

本报讯 记者赵燕报道 众所周知，冬季

是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发期，殊不知，秋季由

炭火饮食、家庭燃气使用和车内空调等引起

的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同样不容忽视。

近日，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

卫生监督所）监测评价部副部长刘建敏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

毒，是区别于生产场所发生的职业性一氧化

碳中毒，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煤气中毒，一

般泛指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氧化碳

中毒事件，秋季也应防范。

刘建敏解释道，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

无味的气体，与血红蛋白结合的能力远高于

氧气，一旦吸入体内，会迅速导致组织细胞

缺氧，尤其是对大脑皮层造成严重影响。中

毒早期症状包括头痛、头晕、四肢无力、心

悸、恶心和呕吐等，而中度中毒者会出现面

部潮红、皮肤黏膜樱桃红色、多汗、心率加

快、神志不清等症状。重度中毒患者则可能

陷入深昏迷状态，若不及时救治，可能会导

致脑水肿、休克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

命。

为预防秋季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刘

建敏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切勿停车

闭窗吹空调。虽然已步入秋季，但中午太阳

直射气温仍旧较高，此时要注意千万不要在

车窗紧闭的情况下开着空调睡觉或长时间

待在车内。因为汽车发动机长时间连续运

转容易造成排出的一氧化碳在车内聚积，若

不及时通风换气，会导致车内人员一氧化碳

中毒。

其次，切勿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天气

转凉，夜晚到来后，人们通常会关闭门窗来

保持室内温度。此时若长时间使用燃气灶、

燃气热水器等，更要开窗通风换气或使用排

气扇，一定要保证室内空气新鲜。因为燃气

燃烧产生的废气会在厨房和浴室累积，若门

窗关闭使空气得不到有效流通，容易导致一

氧化碳中毒。同时建议检查家庭燃气设备

是否正确安装并定期查看有无漏气现象，及

时排除安全隐患。

另外，切勿长时间在通风不畅的环境内

炭火饮食。外出就餐时，特别是用炭火、燃

气或酒精炉吃火锅、烧烤、围炉煮茶等，一定

要选择通风良好的就餐环境，切勿在密闭的

空调房内炭火饮食。因为炭火在燃烧过程

消耗大量氧气，造成室内氧气含量越来越

低，燃料因为缺氧而不充分燃烧产生的一氧

化碳浓度越来越高，若吃饭时间过长，很容

易在不知不觉中吸入过量的一氧化碳而引

起中毒。

刘建敏提醒，若发现有人一氧化碳中

毒，应立即将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

并保持呼吸道畅通，同时拨打 120 紧急救

援。在等待救援期间，应清除患者口腔、鼻

腔的分泌物和呕吐物，并进行人工呼吸，以

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

沈阳市疾控中心提醒

秋季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不容忽视
本报讯 记者单强报道

近日，沈阳急救中心皇姑一

分中心的薛鹏急救小组接到

120 指挥中心紧急出诊指令，

辖区内一名老人在饮酒后突

发晕厥，急需救治。薛鹏急

救小组迅速响应，第一时间

赶往现场。

到达现场后，急救人员发

现患者已经苏醒。经详细询

问，得知患者有多年糖尿病病

史，平时通过口服达格列净片

进行降糖治疗。

然而，当天患者临时改为

口服二甲双胍，并在晚餐时

饮用了两瓶啤酒。随后，患

者出现意识不清、大汗、二便

失禁等症状。家属在喂食可

乐及糖果后，患者神志逐渐

清醒。

急救人员立即为患者进行

了相关检查，考虑患者可能因

低血糖昏迷、低血压休克等原

因导致一过性晕厥，急救小组

迅速将患者送往医院进行进一

步观察和治疗。

在日常急救工作中，沈阳

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经常遇

到糖尿病患者因各种原因导

致的晕厥情况。薛鹏医生借

此机会，向公众科普了饮酒后

导致糖尿病患者晕厥的相关

知识。

薛 鹏 医 生 指 出 ，糖 尿 病

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而

二 甲 双 胍 作 为 常 用 的 降 糖

药 物 ，被 广 泛 应 用 。 然 而 ，

很 多 患 者 忽 视 了 用 药 期 间

的禁忌，尤其是饮酒。服用

二甲双胍后饮酒，会大大增

加低血糖的风险，因为酒精

可以抑制肝糖原异生，导致

血糖下降。同时，酒精和二

甲 双 胍 都 可 能 对 肝 脏 产 生

负 担 ，加 重 肝 脏 损 害 。 此

外，饮酒还可能增加乳酸酸

中毒的风险，以及导致低血

压休克。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饮

酒后若出现晕厥情况，应第

一时间让患者平卧，保持呼

吸 道 通 畅 ，并 立 即 测 量 血

糖。如果是低血糖引起的晕

厥，可给予含糖饮料或食物，

但要避免呛咳。同时，要密

切关注患者的血压情况，若

出现低血压休克症状，应尽

快建立静脉通道，补充液体，

并尽快呼叫急救人员。

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情况的

发生，薛鹏医生提醒糖尿病患

者在服用二甲双胍期间应严格

避免饮酒，并要定期监测血糖，

遵医嘱用药，保持健康的生活

方式。

老人服降糖药后饮酒昏厥

急救医生：
服用降糖药切忌饮酒

本报讯 记者郑爽报道 9 月过后，气温

变化频繁，此时感冒、伤风等呼吸道疾病极

易乘虚而入。在《黄帝内经·素问》中有所阐

述：“肺者，气之本”“天气通于肺”。这意味

着肺统领着全身的气，既能吸入天地间的氧

气，又能呼出二氧化碳。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

重医学二科、肺病二科主管护师表示，养

成良好的呼吸习惯显得尤为重要，它能有

助于肺吸入充足的氧气以满足身体的需

求，同时有效地排出代谢产生的二氧化

碳。

养肺第一步要学会腹式呼吸法。由鼻

吸气，腹部慢慢鼓起，继续吸气，使肺部也充

满空气，然后屏住呼吸5-10秒钟，从嘴慢慢

吐气，使胸腔和腹部回到原来的位置。每天

练习3-4次，每次15-30min为宜，避免过度

通气。

缩唇呼吸法适合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的肺功能康

复，与腹式呼吸法结合锻炼效果更佳。用鼻

吸气，呼气时缩唇轻闭，慢慢地、轻轻地呼出

气体，吸气和呼气比例在1：2到1：3为宜，吸

气时默数 1、2、3，呼气时默数 1、2、3、4、5、6，

可根据自身情况逐渐延长呼气时间。每天

练习3-4次，每次15-30min为宜，避免过度

通气。

此外，起落呼吸操可以增加肺活量、缓

解情绪压力。放松身体，自然站立，双脚

分开与肩同宽，双肩自然下垂。双肩微

屈，双手手指自然张开，慢慢抬起，经前方

高举到头顶，在抬举手臂的同时完成吸

气。两脚下蹲，上身要保持正直，举起的

手臂同时从头上方，经胸前落到双腿两

侧，最后自然下垂，在下蹲、落臂的同时完

成呼气。

气温变化频繁 呼吸道疾病多发

养肺从养成良好的呼吸习惯开始

辽宁省首个胸外科规范化
诊疗质量控制专家组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