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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单强报道 近日，沈

阳市铁西区高花卫生院在铁西区拾

壹烟花小镇推出首个中医药文化集

市摊位，集市设置了中医特色疗法体

验:艾灸、刮痧、拔罐等项目，开展一系

列特色活动，为广大市民带来了别开

生面的中医药文化体验。

“看中医、拔火罐、酸梅汤、中药

代茶饮、足浴包、中药面膜……”集市

现场人头涌动，药香阵阵，谈笑声交

织成一曲热闹的乐章。逛夜市不仅

能放松心情，卸下工作一天的疲惫，

还能零距离接触医药专家，调理身

体，感受中医文化之美。在集市上看

中医无需挂号，现场义诊，为市民免

费开方把脉，实现家门口看中医，让

老百姓有“医”靠。

集市还设置了中医特色疗法体

验：包括艾灸、刮痧、拔罐等项目，让

市民亲身体验中医治疗的魅力。同

时提供免费健康咨询、中医养生指

导，中药代茶饮，如减脂茶、甘麦大枣

汤、补气血茶等，让市民在享受温补

的同时学习中草药知识。其中，火罐

等中医疗法深受人们喜爱。”本次集

市无论是医疗义诊、健康科普，还是

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和产品展示等，都

是围绕健康为中心的非常接地气的

活动。

本报讯 记者姜晓菲报道 为进

一步提升助产医疗机构的业务服务

能力，做好母婴安全管理保障工作，

进一步提高皇姑区妇幼健康服务工

作能力，近日，沈阳市皇姑区母婴安

全暨签发管理工作会在皇姑区卫健

局会议室召开，皇姑区卫健局主管领

导、各相关机构负责人及特邀省、市

两级妇幼保健院专家参加会议。

会上，皇姑区妇幼保健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对2024年皇姑区母婴安

全工作情况及皇姑区《出生医学证

明》签发情况进行通报并对各助产机

构相关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省、市

两级妇幼保健院专家分别进行了《母

婴安全形式与任务》及《2024 年皇姑

区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管理工作》培

训。最后，由皇姑区卫健局主管领导

作总结发言。

随着分娩量下降，高龄及妊娠

合并症、并发症孕产妇比例逐渐增

高，孕产妇死亡率面临上升的严峻

形势。此次工作会议通过专家培

训解读，规范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管

理工作，对提高全区妇幼健康服务

人员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进一步

规范全区妇幼健康项目实施，奠定

了坚实基础，对保障新形势下的皇

姑区母婴安全工作起到了积极促

进作用。

铁西区高花卫生院
推出中医药文化集市

皇姑区召开
母婴安全管理工作会议

本报讯 记者赵燕报道 10月8日，我国

迎来了第27个全国高血压日，今年的宣传

主题是“健康体重，理想血压”。旨在广泛宣

传高血压防治知识，提高人民群众对血压监

测的重视程度，加强血压的自我管理，控制

超重、肥胖等危险因素，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高血压作为一种以血压升高为主要特

征的全身性疾病，其危害不容小觑。《中国

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 年)》显

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27.5%，其中18~44岁、45~59岁和60岁及以

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13.3%、37.8%

和59.2%。我国居民高血压患病率总体呈

上升趋势，估计全国有2.45亿的成人都有

高血压。高血压是导致冠心病、脑卒中等

心血管疾病发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超重或肥胖、高盐饮食、

体力活动不足、吸烟、过量饮酒、工作压力大

是患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具备上述危险因

素之一，即为高血压高危人群。专家建议，

高血压患者及高血压高危人群要养成健康

的行为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

糖，多吃蔬菜和水果，做到合理膳食、控制体

重、戒烟限酒、适量运动、保持心理平衡。

高血压的治疗必须坚持长期、综合、全

面的原则。高血压患者应遵医嘱服药，按

期复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主动学习高

血压知识，对疾病有全面、正确的认识，掌

握家庭自测血压的方法，做好血压自我监

测。高血压患者除关注血压水平外，还要

关注是否存在其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

据悉，在今年的全国高血压日期间，沈

阳市疾控系统积极响应号召，组织辖区医

疗机构在2024年10月开展首个“沈阳市心

脑血管病防治宣传月”宣传及义诊等一系

列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公众对高血

压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还通过专家讲座等

形式向公众普及了高血压的病因、症状、危

害以及预防和治疗方法。

10月8日是第27个全国高血压日

控制体重 做好血压自我监测

本报讯 记者姜晓菲报道 亲友小聚

时面对美食的诱惑，大家难免放纵一下，

然而短期内大吃大喝，体重也会随之飙

升，有人戏称为“幸福肥”。沈阳市第一

人民医院神经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翟

蕴新介绍，暴饮暴食会加重心脑血管的

负担。

秋季早晚温差大，是脑卒中高发期。

脑梗死是最常见的脑卒中，其发生原因是

脑血管突然闭塞，导致部分脑组织缺血缺

氧，就像农作物缺水一样，最终会导致组织

的死亡。而脑血管急性闭塞后唯一有效的

治疗方法是快速开通闭塞的血管，使已经

缺血缺氧，但是还没有完全死亡的脑组织

尽快恢复血供，从而恢复正常的功能。

众所周知，患者发生脑梗死，需要尽快

地送到有救治能力的医院，翟蕴新主任强

调，我们应该知晓急性脑梗塞的早期症状，

即中风“120”原则。120中的“1”是看一张

脸，是否有不对称、口角歪斜；“2”是查两只

胳膊，平侧举起，是否有单臂无力；“0”是聆

听语言，是否有言语不清，表达困难。如果

出现了上述症状，应及时拨打120，立即到

定点医院进行规范化救治。在沈阳市，卒

中发病4.5小时以内，大血管病变的卒中发

病24小时内，可以在我市的多家脑卒中血

管内治疗定点医院进行取栓治疗。不论哪

种抢救方法，都要尽快赶到医院，到院越

早，效果越好。

饮食方面，翟蕴新主任建议，应规律进

餐，一日三餐，早餐提供的能量占一天总能

量的25%-30%。另外，食物要多样，少油少

盐少糖。每天烹调油用量在25—30克，盐

不要超过5克，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关

于饮水，喝水要以白开水为主，也可以喝淡

茶，少喝或尽量不喝含糖饮料。翟蕴新主

任还建议，大家最好不要饮酒，如果要喝的

话，也要控制酒量。

翟蕴新建议，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

础疾病的老人切勿自行换药或停药，控制

血压、血糖，坚持服药，是保护血管的基

础。心房纤颤或有其他心脏疾病者，应控

制心脏病等危险因素。出门在外，可随身

携带分装小药盒，手机设置提醒功能，及时

服药。

秋季早晚温差大 脑卒中易高发

专家提醒：暴饮暴食可加重心脑血管负担

本报讯 记者单强报道 近日，沈阳

急救中心大东一分中心的陈柏瑜急救小

组迅速响应120指挥中心的紧急指令，前

往处理一起辖区内的交通事故。在紧急

救治过程中，一名伤者反复询问“我发生

了什么？是谁撞了我？”“我的牙怎么掉

了一颗？”等问题，显现出明显的记忆障

碍。基于伤者头部受伤的情况，急救医

生陈柏瑜迅速判断这可能是一起由脑震

荡引发的逆行性遗忘案例。

脑震荡，这一常见的脑外伤类型，多

因外部冲击导致，其典型症状之一就是

逆行性遗忘，即患者对受伤前的一段时

间内所发生的事件无法回忆，但记忆力

减退通常是暂时性的，能够逐渐恢复。

在急救现场及后续治疗中，如何妥善处

理脑震荡成为关键。

陈柏瑜医生强调，脑震荡患者在恢

复期间的首要任务是充分休息，避免任

何可能导致身体过度劳累或精神压力增

大的活动，以免延缓康复进程。此外，调

整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同样重要，应远

离吸烟、饮酒及熬夜等不良习惯，为身体

创造有利的恢复环境。

在饮食上，建议患者增加富含蛋白

质、维生素及矿物质的食物摄入，如瘦

肉、鱼类、蛋类及豆类等，这些营养物质

对于促进身体恢复至关重要。同时，保

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避免过度焦虑和担

忧，也是加速康复不可或缺的一环。

值得注意的是，患者在康复期间应

密切关注自身症状变化。一旦出现持续

性呕吐、昏迷等严重症状，应立即就医，

以便及时获得专业的诊断和治疗，确保

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遭遇脑外伤后 不记得发生什么

急救医生解读脑震荡的应急处理

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紧急救治。 沈阳急救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