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本报讯 近日， 贵阳市第四人民医

院儿童骨科、肩关节外科、矫形骨科成功

为一位肱骨头缺血性坏死合并关节炎的

患者实施“人工肩关节表面置换术” ，该

手术在贵州省尚属首例。

据悉，患者李俊（化名）今年 38 岁，

3 年前因特殊疾病使用大剂量激素治

疗，之后出现双侧股骨头、肱骨头缺血坏

死，双髋、双肩疼痛、功能受限，严重影响

生活质量。

入院后，儿童骨科、肩关节外科、矫

形骨科主任医师商科带领团队为患者进

行了全面检查， 确诊患者是因肱骨头缺

血性坏死合并关节炎引发的右肩疼痛。

针对这一病例， 医院专门召开全科医疗

技术讨论会，确定采取“人工肩关节表面

置换术”治疗方案。 经 1个小时的手术，顺

利为患者完成右侧人工肩关节表面置换

术。 术后，患者右肩关节屈伸活动良好，疼

痛消失，正在积极接受功能康复锻炼。

商科表示，人工肩关节表面置换术，

具有创伤小、出血少、住院时间短、康复

快等优点。 特别是术中无需截肱骨头、开

髓，较好地保存了骨量，可以最大程度地

减少肩部解剖结构的破坏， 且利于后期

翻修， 是治疗肩关节领域疾病的一项前

沿技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如今正是夏秋交替时段，一些老年人出现上火便秘、头昏脑胀、牙龈肿

痛、腰膝酸软无力等问题，健康状态较差。 贵州医科大学临床营养科主治

医生刘影分析，老年人新陈代谢降低，消化系统吸收功能比年轻人差，换

季时容易出现身体不适。 刘医生提醒，季节交替时段，合理膳食、均衡营养

是维护机体健康和延缓功能衰退的基础。

� � 新华社电 立秋之后昼夜温差

逐渐增大，气候趋于干燥。 中医专家

提示， 这一时期容易发生感冒等疾

病，养生防病要注意劳逸结合、适当

调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

医 院 骨 伤 科 副 主 任 医 师 郑 皓 云

说 ，夏秋交替时节，人若未能及时

适应天气变化， 容易感受风寒之

邪 ，导致感冒 、咳嗽等 ； 同时 ，随

着降雨量逐渐减少， 燥邪容易伤

肺 ，进而导致干咳 、少痰 、咽干等

症状 。

立秋时节，随着白天渐短、黑夜

渐长，人体的阳气也开始逐渐收敛。

郑皓云提示， 此时应保持充足的睡

眠，使阳气不外泄、不耗散，而藏于

体内。

“饮食应以滋阴润肺 、生津止

渴者为主。 ” 郑皓云说 ，此时可多

吃山楂 、 石榴 、 西红柿等酸味果

蔬以收敛肺气；多吃银耳 、百合、

蜂蜜等润燥食物 ， 有助于缓解秋

燥带来的不适； 避免过食辛辣 、

油腻之品 ， 以免助热生燥 ， 损伤

脾胃 。

秋冬养阴 ，立秋时节是否可以

开始“贴秋膘 ” ？ 专家介绍 ，人体

经过夏天的消耗 ， 需要补充能量

和营养 ，为秋冬季节做好准备 ，因

而可适当进补 ， 但需根据个人体

质和气候特点选择合适的方式 。

进补原则是 ： 调理脾胃 、 润肺补

肺 、增酸收敛 、适量吃肉 、补充水

分、合理安排饮食时间。 需要注意

的是， 无节制进食肥甘厚腻 ，“贴

秋膘” 过头，还可能增加消化系统

负担。

“立秋后人们容 易产 生 悲秋

情绪 ， 中 医 认 为 ，悲 忧 伤 感 会 损

伤 肺 气 ， 肺 不 固 表 则 易 感 风

邪 。 ” 郑皓云说 ， 人们 可通 过练

习静坐 、听音乐等方式来保持神

志安宁 、心情舒畅的状态 ，同时，

运动应以轻松平缓为主 ，可选择

太极拳 、散步等项目 ，老年人、儿

童 和 体 质 虚 弱 者 更 应 注 意 运 动

的适度性。

立秋之后养生 宜劳逸结合适当调补

注意避开饮食误区

“有些老年人在居家膳食营养

方面存在一些误区， 久而久之会影

响健康。 比如，很多老年人总觉得千

金难买老来瘦，认为要多吃素、少吃

肉。 结果长期吃素吃出水肿、肌肉减

少、机体抵抗力降低等问题，导致对

疾病的承受能力降低。 ” 刘医生说，

门诊中大多数来看诊的老年人都是

诊断有基础性疾病之后来咨询饮食

问题的，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高血

压、高血脂。 而这些基础病需要合理

控制饮食才能改善， 因此一些老年

人则选择一刀切，改成了长期吃素。

刘医生表示，这种做法不可取，老年

人一定要摄入充足的蛋白质， 每天

大概要摄入肉蛋类 120 到 200 克。

另外，食物种类相对单一，也是

误区之一。 例如，一些老年人平时只

吃一种肉，这样也是不健康的。 “白

肉和红肉都要有所选择， 因为每一

种肉都各有优点。 对于健康的老年

人来说，可以换着吃。 其他食物也是

一样。 ” 刘医生说。

刘医生建议， 老年人可对身体

营养状况进行测评， 然后在营养科

医生的指导下合理膳食， 必要时可

使用膳食营养补充剂， 尤其是对于

老年人非常重要的蛋白质、 维生素

D、钙等营养素的补充。 “但对保健

品也不能过度依赖， 现在市面上的

保健品五花八门，更新很快，很多乍

一听是新概念的保健品成分， 连我

们都需要查一查医学文献， 才知道

具体的作用。 ” 刘医生提醒，任何营

养素和成分， 都是协同作用服务于

身体的， 不能单一地强调某种元素

和物质对人体的益处， 也不能人云

亦云过分迷信保健品。 至于需不需

要服用额外的营养补充品， 需要进

行科学测评后， 在医生的建议下酌

情补充。

保证食物多样性

“《中 国 居 民 膳 食 指 南

（2022）》提出，老年人饮食多样、合

理烹调、平衡膳食模式能提高机体免

疫力、 降低膳食相关疾病的发生风

险。 ” 刘医生说，老年人平衡膳食应

做到食物多样， 平均每天摄入 12 种

以上食物，每周摄入 25 种以上食物。

谷类方面每天 200—300 克，其

中全谷和杂豆占 50—150 克； 薯类

50—100 克。 在食物的选择上，要做

到品种多样化，除了常吃的米饭、粉

面、馒头、花卷等主食外，还可选择

小米、玉米、荞麦、燕麦、土豆、红薯

作为主食。

要做到餐餐有蔬菜。每种的量少

些，种类多一些。 特别注意多选深色

叶菜，如油菜、青菜、菠菜、紫甘蓝等，

每天摄入蔬菜 300—500 克。 另外，

水果中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的含量与

新鲜蔬菜有不同， 且水果含有的果

糖、果酸、果胶等物质比蔬菜丰富，所

以蔬菜不能替代水果。水果的种类也

要丰富，每天至少 1 到 2 种水果。 尽

可能选择当季水果， 如橘子、 苹果、

桃、梨、草莓、葡萄、香蕉、柚子等，每

天摄入水果 200—350 克。

此外， 老年人一定要摄入充足

的蛋白质， 应选择不同种类的动物

性食物。 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动物

性食物，如鱼、虾、贝类等水产品，畜

禽肉、蛋、奶类及动物内脏类等。 食

用畜肉时， 尽量选择瘦肉， 少吃肥

肉。 每周至少 2 次水产品，每天 1 个

鸡蛋。

奶及奶制品、 大豆也是必不可

少的， 每天摄入奶及奶制品 300—

500 克； 大豆及坚果类平均每天

25—35 克。 选择适合自己身体状况

的奶制品，并坚持长期食用。 “从营

养学来说，牛奶、羊奶、骆驼奶的营

养成分都是差不多的， 可根据自身

经济状况和喜好， 选择经济实惠的

奶制品。 ” 刘医生说。

换季期间这样吃

“在一年四季中，秋季的饮食是

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季节相比夏

天来说，不仅气温降低了，而且空气

也变得干燥。 常说‘秋来食甘’ ，意

思是说入秋以后要常吃一些甘味食

物，少吃寒、燥的食物，应季而食，滋

润降秋燥。 ” 刘医生说，秋季饮食要

记住“滋养补虚、适量补水、清淡少

油、粗细搭配” 的原则。另外，入秋已

经有一段时间了，早晚的温差变大，

老年人要注意防寒保暖。

刘医生建议， 秋季应适当食用

一些滋补食物，如百合、山药、大枣、

蜂蜜、 鸡肉等， 这些食物能补气养

血、滋阴润燥。 如百合，秋季干燥，燥

气伤肺， 老年人多有肝肾阴虚的症

状，受到燥邪入侵后，容易导致肺部

疾病，百合具有止咳、平喘、止血等

作用，可以清热润肺、滋补益中，并

且百合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

生素等， 有利于增强老年人的抵抗

力。 还有银耳， 被称之为 “平民燕

窝” ，因为银耳煲汤以后，汤质和燕

窝十分相似， 这是因为银耳中含有

丰富的胶质和多糖，经常吃银耳，对

身体也有很好的滋润效果。 另外，由

于秋季温度变化较大， 老年人的抵

抗力较差，比较容易感冒，枸杞具有

解热散寒、温热身体的作用，老年人

适当进食枸杞， 可以帮助改善虚寒

体质，有利于预防感冒。 秋天是山药

丰收的季节，山药生长在地下，吸收

了大地的精华，营养价值很高，山药

最好的搭配就是黑木耳， 两种食材

搭配在一起，不仅颜色互补，而且口

感也非常不错。 还可多吃些豆腐、鲫

鱼、西瓜、苦瓜、绿豆和玉米等食品，

尽量不吃难以消化、 过于肥腻及辛

辣的食物。

刘医生还提醒，夏秋交替期间保

证充足的饮水量很重要。 每天饮水

1500 到 1700 毫升， 可多次少量饮

用，建议选择白开水或淡茶水。

在烹饪方式上，每天摄入盐少于

5 克，烹调油 25—30 克。多选择植物

油，如橄榄油、茶油、花生油等。 建议

主要选择蒸和煮、 炖、 焖的烹饪方

式，一来适合老年人的牙口，二来更

能保证食物的营养。

通讯员 夏天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张梅

我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取得长足发展

全省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超 35 万人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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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怎样科学健康度过季节交替时段，医生建议：

走出饮食误区 吃出营养安康

关注

� 老年人怎样科学健康度过季节交替时段，医生建议：

走出饮食误区 吃出营养安康

� � � � 立秋之后， 气温逐渐转凉 ，但

“秋老虎 ” 威力不减，如何科学应

对季节交替带来的健康挑战 ，尤

其是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 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丽萍指

出，夏秋交替 ，人体的呼吸系统最

易受到侵袭，老人、儿童、体弱者、

营养不良者以及一些慢性基础性

疾病患者， 容易感染包括流感在

内的呼吸道传染病。 为此，公众首

先要树立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

的理念 ，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增强体质，

提高抵抗力。

“公众应该根据温度变化，及时

调整衣物，肺炎、流感的易感人群可

以积极接种相关疫苗。 ” 王丽萍强

调，还要做好健康监测，出现类似发

热、 流涕、 咽痛等呼吸道疾病症状

时，要尽量保证休息，根据情况及时

就医。

节气交替之际， 有哪些养生保

健方法可以预防呼吸道疾病？ 龚燕

冰推荐公众可以服用代茶饮———陈

皮姜茶，陈皮有健脾祛湿兼理气的

作用，生姜有解表散寒、温胃止呕、

温肺止咳的作用， 各取 3—6 克泡

水喝。

立秋过后的一段时间， 一些人

可能会出现肺燥，有口干、咽干等症

状，可以进食百合、梨、银耳等食物，

有滋阴润燥功效。 如果出现感冒症

状，还可以揉按列缺穴，每次揉按一

到两分钟，可以反复揉按，能起到宣

肺解表、温经通络的作用。

另外， 对于近日晒背养生的社

会关注，龚燕冰指出，晒背是一种传

统的养生方法， 符合中医冬病夏治

的理论。 这相当于利用太阳照射和

大自然阳气， 来提升身体阳气的一

种方法。 冬天手脚特别怕凉的病人，

阳虚或者体质虚弱的人， 还有一些

寒湿比较重的人，都适合晒背。 正常

人也可以通过晒背养生， 但患有高

血压等慢性病或皮肤病的患者，以

及容易上火、有湿热症的人群，要慎

重晒背。

金振娅

专家建议：

夏秋交替时段 科学应对呼吸道疾病

■相关新闻

� � � � 本报讯 近年来， 我省不断加强卫

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 截至 2023 年底，

全省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35.54 万人，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和高级职称人员占

比不断提升。

据介绍， 贵州坚持把医疗卫生人才

建设作为重点工程大力推进，在引才、育

才、用才上下功夫，不断壮大卫生健康人

才队伍。

在坚持抓好人才引进方面，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项目输出医院累计派驻常

驻专家 191 人到贵州， 短期赴黔专家

747 人次；持续实施“医疗卫生援黔专

家团” 响亮品牌，2016 年以来，1664 名

院士专家加入医疗卫生援黔专家团 ；

“银龄计划” 累计引才 3223 人；推进粤

黔东西部协作和“组团式” 帮扶等，343

家省外医疗机构与我省 376 家医疗机

构开展帮扶， 省外医疗机构帮扶人员

740 人 ；充分用好“贵州人才博览会”

等引才平台，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

缺人才，利用国家政策支持推进大学生

乡村医生专项计划，支持和鼓励乡镇卫

生院医务人员“县聘乡用” 、村医“乡

聘村用” ， 深入推进 “大学生免试村

医” 工作。

在坚持抓好人才培育方面， 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 29 名长期派驻专家获聘研

究生导师资格， 创新实施黔医人才计划

培养项目， 项目从最初的北京延伸到上

海、广东、浙江等地，累计为我省培养各

类医学人才和管理骨干 1115 人；深化医

教协同，推动院校医学人才培养改革，巩

固完善以“5+3” 为主体、“3+2” 为补充

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临床住院医师累

计培训 2.3 万余人，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

医学累计培养 5674 名，招录“大学生乡

村医生专项计划” 400 余人。 一批高素

质、应用型、留得住的医生扎根乡村，做

基层健康守门人。

同时， 贵州坚持抓好人才使用。

2023 年，会同省人社厅修订贵州省卫生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

建立完善分级评审、 分级使用机制；对

县级以下人员实施倾斜政策，将高级职

称评审权限稳慎下放。 完善绿色通道，

为“优才卡” 专家等高层次人才提供专

门就医便利服务。 2024 年，贵州在全系

统启动实施院长骨干能力培训、基层技

术人员提升、高端人才引进培育、人才

激励服务保障“四大工程” ，加快补齐

卫生健康人才基层服务能力和优质品

牌资源不足的短板。 同时制定出台中医

药人才发展政策措施， 推进国医大师、

全国名中医、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

工作室建设，抓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

经验继承传承人、西学中人才、中医类

别全科医生等培养。

（通讯员 任洪召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张梅）

� � � 本报讯 为庆祝第七个中国医师节，

颂扬医务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精神，8 月

19 日至 23 日，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举办“崇尚人文精神，彰显医者仁心” 为

主题的多学科大型义诊活动。

据悉，义诊活动连续五日，时间为 8

月 19 日至 23 日 (周一至周五 )每日下午

14:00-16:00， 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门诊一楼大厅举行。来自 13 个学科的

专家团队，围绕心脑血管疾病、骨健康管

理、中医中药调理治未病、呼吸系统疾病

和肺结节管理、 女性肿瘤早发现早筛查

等内容， 为广大市民提供健康咨询及义

诊服务。

义诊主题分别为：8 月 19 日， 心脑

血管疾病防治与慢病健康管理；8 月 20

日，常见骨科疾病与骨健康咨询；8 月 21

日，中医针灸治未病；8 月 22 日，呼吸系

统疾病及肺结节管理；8 月 23 日， 女性

肿瘤早发现、早筛查与早防治。

（通讯员 夏天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张梅）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举办庆祝第七个中国医师节义诊活动

� � � � 本报讯 8 月 19 日，中山一院贵州

医院完成贵州省首例机器人辅助下电磁

导航支气管镜肺结节消融治疗术。

据悉，该患者 77 岁，CT 结果显示左

肺上叶舌段存在 1.5×1.6cm 的磨玻璃

结节，怀疑为早期肺癌。但由于其基础疾

病较多，经历过多次手术，如今仅存一个

肾，手术存在一定的风险和难度。

“若采取胸腔镜下肺段切除术，麻醉

风险及术后出现肾功能不全的可能性

大， 而且术中出血及术后也有发生气胸

的风险，术后疼痛也不可避免。 ” 中山一

院贵州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晓表

示，为保障患者安全，最终决定为患者开

展机器人辅助下电磁导航支气管镜肺结

节消融治疗术。

为保障患者安全， 手术还邀请了广

东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专家共

同开展。

手术过程中， 医疗团队熟练操控

支气管镜机器人， 精准定位病灶位置

及消融范围， 顺利完成对病灶的精准

消融治疗。

中山一院贵州医院执行院长、 胸外

科主任医师陈振光介绍， 该手术在机器

人辅助下磁导航定位， 经患者自然腔道

进行消融，定位准确，出血及发生气胸的

机率明显减少， 且不损伤皮肤肌肉及胸

膜组织，术后患者也没有疼痛感，能极大

提高患者的安全及舒适性。

据了解， 支气管镜导航机器人是一

种经自然腔道机器人手术平台。 该手术

机器人具有超柔顺、超纤细蛇形导管，可

通过人体自然腔道， 以无体表创伤的方

式进入难以触及的狭窄病灶空间， 实现

对肺外周病灶更精确的定位和操作，为

经呼吸道肺外周病变的精准微创诊疗提

供了一站式的全新解决方案， 对肺部微

小结节等癌症早期病变的早诊早治具有

重要意义。

“此项技术的成功开展， 为肺癌患

者带来治疗新选择和新希望，填补了贵

州省在该领域的空白。 ” 陈振光表示，

中山一院贵州医院建设近两年来，将中

山一院先进医疗技术、 人才培养模式、

科学管理理念平移到贵州，共建工作卓

有成效。 接下来，医院将持续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确保贵州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中山一院贵州医院———

完成贵州省首例机器人辅助

电磁导航支气管镜肺结节消融术

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成功实施全省首例

“人工肩关节表面置换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