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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蓉 通讯员 陈泓莅
为了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国内

顶尖专家的康复诊疗，厦门市康复医院作
为我市首家集医疗、康复、保健、预防、教
学为一体的市属公立专科康复医院，将于
2月20日、21日特邀国内知名康复专家
郭丹教授来厦开展康复咨询和指导。2
月22日上午，郭丹教授还将面向广大市
民提供免费康复咨询与指导。

据厦门市康复医院介绍，郭丹教授从
事康复护理、理学疗法教学研究及康复治
疗长达30余年，在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
中医药大学从事康复工作多年，擅长多种
专病诊疗研究，尤其是脑卒中康复、重症
康复、外科围手术康复、骨关节康复等。

郭丹教授从2021年起多次来到市康
复医院开展康复指导及学术交流，2022
年9月签订了专家聘请协议。截至目前，
已为110余位厦门患者进行了康复治疗
指导。

主动脉夹层索命
医生“拆弹”救命

本报记者 楚燕 通讯员 刘云芳
人体最大的动脉从起始部位撕裂到

根部，33岁女子生命危在旦夕。医疗团
队紧急手术，6小时顺利完成高难度手
术，挽回患者生命。目前，该患者各项体
征平稳，即将出院。

本月初，这位33岁的南安女子突感
胸背疼痛，浑身大汗淋漓，在当地医院被
初步诊断为急性主动脉夹层，连夜转到厦
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简称厦心）。

厦心副院长、心脏大血管外科带头人
吴锡阶介绍，主动脉是人体最大的动脉，
承受着从心脏刚泵出来血液的巨大压
力。主动脉由内膜、中膜和外膜三层组
成，主动脉夹层是指内膜出现破口，血液
从破口进入中膜，使中膜分离，形成夹
层。主动脉夹层俗称“血管炸弹”，一旦破
裂，大量血液就会突然涌向心脏，导致心
脏骤停。“这个病起病急，死亡率高达九
成，真正称得上九死一生。未经治疗的急
性A型主动脉夹层48小时内的死亡率高
达50%，每隔1小时死亡率增加1%，是一
种非常凶险的心脏危重症。”

该患者主动脉从起始部位撕裂到根
部，长达几十厘米。“就像一根竹子，从头
到尾被劈开了。”厦心心脏大血管外科强
海峰副主任医师说，由于患者病情十分凶
险，医院开通绿色通道，心脏大血管外科
团队、手术室团队、麻醉团队、体外循环团
队、ICU团队等人员快速集结，为患者紧
急“拆弹”。医疗团队紧密配合，经过6小
时紧张作战，终于将撕裂的主动脉修复完
毕。

厦心心脏大血管亚专科组长彭华医
师表示，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是心外科领
域最难的手术之一，全省能常规开展该项
手术的医院极少。近年来，厦心作为国家
心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的作用不断凸显，
承担着区域内心血管疑难急危重症患者
的救治重任，越来越多周边县市的主动脉
夹层患者转诊至此。为了更好地救治患
者，厦心心脏大血管外科牵头成立了闽西
南地区大血管疾病诊疗平台，开通绿色通
道，全天24小时开展生命急救，为闽西南
地区开展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最多
的医院，患者术后存活率高达97%。

据统计，春节假期至今，厦心已收治
主动脉夹层患者34例，并为其中最凶险
的14例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进行紧急手
术。目前，所有患者均转危为安。

厦大中山开设
中医肿瘤康复专病门诊

本报讯（记者 楚燕 通讯员 石青青）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近日正式开设中
医肿瘤康复专病门诊，为患者提供更专业
的医疗服务。

新开设的中医肿瘤康复专病门诊主
要提供以下服务：肿瘤术后、化疗后中医
药早期介入辅助治疗，减少药物反应，提
高生存质量；恢复期中医药扶正祛邪、调
整体质，提高免疫力，延长生存期；癌前病
变、结节患者体质调理。

该专病门诊位于4号楼2层中医科诊
室，周四下午、周五下午开诊。有需要的
患者可提前预约。

厦大中山获评
“幽门螺杆菌规范化诊治

门诊国家级示范中心”
本报讯（记者 楚燕 通讯员 石青青 高

泉艺）近日，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内
科被授予“幽门螺杆菌规范化诊治门诊国
家级示范中心”称号，全国共19家单位获
评国家级示范中心称号，福建仅2家医疗
单位获此殊荣，中山医院便是其中之一。

据悉，“幽门螺杆菌规范化诊治门诊
示范中心”项目由中国工程院李兆申院士
牵头，国家消化系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幽门螺杆菌
学组、国家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联盟、幽
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防控办公室共同开
展实施，旨在全面落实《2030健康中国规
划纲要》癌症防治实施纲要，在新形势、新
环境下全面助力我国胃癌防控。

幽门螺杆菌是慢性胃炎、胃溃疡和胃
癌的主要致病因素，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
胃癌一类致癌物，具有传染性，有明显的
家庭聚集性特点，国内感染率为40%—
60%。规范化幽门螺杆菌诊治是预防和
延缓上述疾病进展的关键因素。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内科主
任陈建民介绍，由于各级医院对幽门螺杆
菌诊治理念、设备设施不统一，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诊断的规范化及根除率。该
科将以获评国家级“幽门螺杆菌规范化诊
治门诊示范中心”为契机，提供全方位的
幽门螺杆菌诊治管理，开展形式多样的培
训活动，更好地指导其他医院的规范化治
疗，带动福建省幽门螺杆菌诊治水平整体
提升。

据悉，该院已开设“幽门螺杆菌检测
一站式快捷门诊”，免预约，检测后1小时
左右即可拿到报告，并有护士协助安排至
幽门螺杆菌专科门诊诊治，让患者看病更
加便捷。

本报记者 刘蓉 通讯员 纪发达
近日，爱吃年糕的黄大爷见冰箱里的

年糕没吃完，贪嘴多吃了一点，结果导致急
性肠梗阻，幸好及时就医，避免了病情恶
化。

接诊医生、厦门市中医院普外科医师纪
发达反复强调，老年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弱，这
种粘性大、不易消化的食品切记不可食用太
多。闽南人爱吃糯米制品，春节期间他们医
院每天都会接到多名因糯米制品导致肠梗阻
的病例。其中，年糕导致的肠梗阻患者就有
三四十名。每逢大节日，这类患者还会有所
增加。

老汉吃了巴掌大年糕
半夜突然钻心腹痛

71岁的黄大爷（化名）特别钟爱软糯年
糕。2月12日一早，他发现有一袋年糕临近
过期，舍不得浪费，就提前热好，和朋友聊天
时配茶吃。一不留神，他吃了大半个年糕，足
足有巴掌大。到了晚上，他就吃不下晚饭。
当天半夜，他被一阵阵钻心的腹痛疼醒，还以
为是年糕临期的缘故，忍忍就过去了。

第二天，黄大爷仍不觉得饿，甚至出现想
呕吐的感觉，腹部的阵痛还在持续，感觉堵着
没法放屁，更没法大便。家人看他不对劲，赶
紧叫来救护车把他送到厦门市中医院。急诊
影像检查后，判断是黄大爷过量进食年糕导

致的急性小肠梗阻，得住院治疗。

年糕太粘卡在回肠
中西医合力助排便

吃年糕怎么会导致肠梗阻？纪发达医师
介绍，随着胃肠的蠕动，难以消化的年糕到了
小肠与结肠的连接部位，也就是人称的回盲
部，这个部位本身是消化道里比较狭窄的位
置，年糕粘性大，被卡在了这个位置，导致肠
道不通，出现了肠梗阻。

针对黄大爷的症状，纪发达使用中西医
结合的方法对他进行保守治疗。除了禁食、
胃肠减压抑制肠液分泌、解除肠道痉挛以及
输液补充营养等处理方法外，口服肠道润滑
剂，同时经肛门灌注中药进行通便治疗，终于
在入院第二天，黄大爷排出大量积压的粪便，

腹痛症状迅速缓解。

肠梗阻成常见病
每逢春节中招者多

纪发达医师说，肠梗阻已成为外科的常
见病，每逢小长假，特别是春节，就诊的人数
都会出现一个小高峰，其中，最多见的就是粘
连性肠梗阻。

他强调，这类疾病往往容易盯上一些人，
特别是腹部有做过手术的人或者消化功能比
较差的老人家。一般来说，这类病人往往表
现为肚子发胀、疼得厉害，有的还会呕吐，甚
至几天不排大便等症状。肠梗阻发病和人们
在节日期间饮食不注意有关，这与进食太多
糯米类食物、年糕、元宵，以及含鞣酸较多的
柿子有关。

2月20日-2月22日 市康复医院特邀

北京康复医学专家莅厦提供咨询指导

郭丹，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
医疗保健学博士，曾任日本植草学
园大学副教授，是中日友好医院康
复医学科外聘专家，兼任北京中医
药大学康复临床系副主任。

她曾帮助中日多家机构建立系
统康复体系，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提倡和建立了急性期康复体系，在
全国范围内推广建立三甲医院的急
性期、恢复期、生活期的整体康复。

专长：系统全面地掌握各种康
复医学治疗技术，擅长多种专病诊
疗研究，尤其是脑卒中康复、重症康
复、外科围手术康复、骨关节康复
等。

专家名片

郭丹教授郭丹教授（（图中着黑衣者图中着黑衣者））在厦门市康复医院指导患者康复训练在厦门市康复医院指导患者康复训练。（。（资料图资料图））

老汉贪嘴吃年糕 半夜突发肠梗阻
医生：老人消化功能较弱，勿多吃粘性大、难消化的食品

厦门市中医院普外科主任
医师刘晓东

糯米制品吃太多
当心肠子“罢工”
肠子是消化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

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排出粪便，抵御病菌入
侵、排出体内的毒素。肠梗阻则是指任何原
因引起肠内容物通过障碍的疾病。

不少闽南人爱吃糯米，粽子、汤圆、年糕
等都是流行的糯米制品。闽南部分地区还
有年前进食糯米饭的习俗。糯米是碳水化
合物，如果一次性摄入大量糯米，而胃在工
作时间内没能把糯米完全研磨、消化掉，这
些未消化完的糯米就会直接进入肠道。大
量粘性高的食物进入肠道，就很有可能会引
起肠道“罢工”瘫痪。

肠道发生堵塞，会造成肠道内肠液、食
物和粪便聚集在肠道内无法排出，导致肠道
不断扩张，压力增大，营养物质无法吸收、代
谢废物无法排出，继而出现一系列症状。更
严重的是，粪便中含有大量细菌，长期滞留
会导致细菌大量繁殖，肠内压力增高，会促
使细菌透过肠粘膜屏障进入血液，引起腹腔
感染甚至全身感染，严重者可能危及生命。

如果出现呕吐、腹部疼痛、几天不排便
等症状，最好及时到医院就诊。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诊 室
●时间：
2月12日
●地点：

厦门市中医院
普外科

医生手记

今起大幅降低种植牙医疗服务费
公立三级医院不超过4180元，二级医院不超过3980元，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不超过3780元

整合停用
19项价格项目

《通知》明确按照“产出导向”的原则，
规范整合“种植体植入术（单颗）”等27项
口腔种植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并制定相关价
格，整合停用“牙种植体植入术”等19项价
格项目，停用的价格项目作为口腔种植医
疗服务价格项目的成本要素、内含事项，综
合体现在相关口腔种植项目中，不再单独
作为收费项目。

《通知》明确了厦门市口腔种植价格全
流程调控目标：三级公立医院单颗常规种
植调控目标为4400元，预留弹性空间后
（调控系数 n 为 95），公立医疗机构单颗常
规种植医疗服务费用三级医院实际不超过
4180元、二级医院不超过3980元、一级及
以下医疗机构不超过3780元。符合口腔
种植成功率高、公开服务质量信息、承诺接
受监督和检查的医疗机构调控目标可放宽
10%（4598元）。

厦医附属口腔医院
获准放宽调价

厦门市口腔种植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
价格、整合后停用项目以及首批允许放宽
医疗服务价格调控目标的公立医疗机构名
单，均以《通知》附件列明给出，并明确规
定，符合口腔种植成功率高、公开服务质量
信息、承诺接受监督和检查的医疗机构调
控目标可放宽10%（4598元），首批允许放
宽医疗服务价格调控目标的公立医疗机构
为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口腔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实施整体调
控，包含种植全过程的诊查费、生化检验、
影像检查费、种植体植入费、牙冠置入费、
扫描设计建模费、麻醉费和药品费用的总
和，不包括拔牙、牙周洁治、根管治疗、植

骨、软组织移植。
《通知》明确，群众反映强烈、费用负担

重的种植体植入费、牙冠置入费、植骨手术
费以降为主，突出降价力度；全牙弓修复种
植、颅颌面种植、复杂植骨等项目在体现降
价的基础上，与常规种植牙手术价格适当
拉开差距；固定义齿、可摘义齿等其他缺牙
修复方式的医疗服务价格保持相对稳定。

民营医疗机构
价格也应合理

《通知》也指出，民营医疗机构应遵循
公平合法、诚实信用和质价相符的原则，对
比公立医疗机构口腔种植全流程价格调控
目标，自主制定符合市场竞争规律和群众
预期的合理价格，主动在明显区域按规定
进行价格公示，并保证公示信息的真实性、
及时性和完整性。鼓励民营医疗机构按照
不超过同级别公立医疗机构价格体系制定
其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医保部门
将密切监测执行情况

《通知》要求，公立医疗机构要严格执
行厦门市口腔种植全流程价格调控目标，
对开展口腔种植牙服务但拒不参加种植体
系统集中带量采购或报量不足上年度实际
使用量80%的公立医疗机构，口腔种植医
疗服务价格按同等级医疗机构收费标准的
80%收取。

市医疗保障部门将加强政策实施的跟
踪监测，密切关注各类医疗机构口腔种植
医疗服务价格执行情况，以及种植牙手术
价格、患者次均费用等重点指标变化；将价
格投诉举报较多、定价明显高于当地平均
水平、不配合价格调控工作维护虚高价格
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列入异常名单，定期
公开并采取监管措施。

本报讯（记者 刘蓉 通讯员 夏一保）近日，厦门市医疗保障局发
布通知，厦门市将从今天开始执行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新的调控指导
价格，单颗常规种植医疗服务费不超过4180元。种植牙总体费用
降价之外，本着“产出导向”原则，停用“牙种植体植入术”等19项价
格项目。

2月10日，厦门市医疗保障局公示发布了《关于规范口腔种植
医疗服务项目及价格的通知》（厦医保〔2023〕13 号，以下简称《通
知》），这是该局贯彻落实《国家医保局关于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
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的通知》（医保发〔2022〕27号）精神，根据
福建省医疗保障局相关通知要求发布的，旨在从严从实做好口腔种
植医疗服务价格全流程调控工作，保障人民群众获得高质量、有效
率、能负担的缺牙修复服务，促进口腔种植行业健康发展。

4

1

2

3

供图/视觉中国

年糕好吃但不易消化年糕好吃但不易消化，，老人老人、、幼儿和体弱者不宜多吃幼儿和体弱者不宜多吃。（。（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