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医疗健康”让中宁群众更有“医”靠
本报记者 张红霞

大医疗大健康领域的发展，离不开大数据支撑。
中宁县依托中卫移动医疗云专区，以中卫西部云基地为载

体，逐步联通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突出大数据中心的核心引
领，实现数据存储、交换、应用集约化管理。

“通过网络心电数据中心，能够看到目前收到的所报告总份
数、患者的基本信息、诊断医生和诊断结果。”在中宁县“互联网+医疗
健康”信息管理中心，中宁县卫健局相关负责人指着大屏幕向记者介
绍，中宁县按照“1＋1＋N”即中宁县人民医院为龙头、中宁县中医医院
和16个独立设置医疗机构模式，利用“互联网+”，构建分工明确、信息
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服务高效便捷的综合类县域医疗中心。

医疗大数据，让健康数据“多跑路”，让人民群众“少跑
腿”。如何让群众“少跑腿”？中宁县卫健局相关负责人举了个
例子：目前到医院看病，检查数据只存储在单个医院中，病人手
中拿到的只是一个诊断报告，这就会使病人在一家医院所拍的
CT结果，到另一家医院可能不认，因为诊断结果无法认定，病人
又得重新做一次检查。

如今，中宁县已形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区域共认”新模
式，为群众提供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居民可通过“医为”App
与县域内医师完成图文、视频问诊等医疗活动。县级医院均开
通健康就医 App和微信公众号，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缴费、报
告查询、费用明细查询等便面民惠民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中宁县建设“互联网+预防接种”服务中心，
在规范化预防接种门诊的基础上，将计算机、通讯、多媒体、互联
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应用于预防接种的预约、预检、登记、收费、接
种、留观等各个环节，解决了传统接种受种者站立排队等候等传统
接种门诊的弊端。

为方便群众，中宁县统筹医疗健康总院现有资源，成立远程
心电、影像、质量控制、消毒供应、基层能力培训提升等资源共享中
心，建成胸痛、卒中、创伤、呼吸、危重新生儿救治、危重孕产妇救治中
心和健康管理中心。采取“县级专科医师+乡镇全科医师”的联合诊
疗服务模式，借助“互联网+”模式，为慢特病患者提供建立健康档
案、慢病管理、家庭医生签约、双向转诊、健康指导等连续性的健康管
理服务。已签约服务慢特病患者7000余人，每年诊疗2.7万余人次。

健康大数据
让百姓享医疗数字化变革红利就医前，先网上预约减少排队等候时间；就医时，信息系统的运用，让

患者省去不少人工手续；就诊后，患者可在手机上查看检验报告和付费；
乡镇患者通过远程诊疗平台就能享受到专家的诊疗服务。

这些都是中卫市中宁县“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区建设成果的一个
个缩影。近年来，中宁县紧抓县域医共体建设契机，紧紧围绕“互联网+医
疗健康”示范区建设规划、实施方案，积极组织加快推进“互联网+医疗健
康”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让辖区群众看病就医感受明显改善，真真
切切感受到“互联网+医疗健康”带来的便利。

远程会诊 村民家门口享受专家诊疗

一直以来，偏远地区群众“就医
难”的问题尤为突出。

日前，在中宁县渠口农场医院就
诊的徐先生，通过远程影像诊断中心享
受到中宁县人民医院专家的会诊。“不
用出村，我们就能享受到县城医院专家
的诊疗，远程医疗真是太好了！这要放
在几年前，我们想都不敢想。”

目前，中宁县已建成“互联网+医
疗健康”一体化平台，建成中宁县区域
影像诊断中心、远程心电诊断中心、远
程超声诊断中心、远程医学教育培训中
心，实现县域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促进
医疗信息与疾病防控、妇幼保健、卫生
监督、紧急救援、公共卫生等工作相融
合。分级诊疗产品已开发完成部署，与
各基层医院信息系统免密对接，一键发
起会诊、转诊申请，上级医院收到申请
后，由管理员进行分配及管理，完成远
程会诊及上下转诊相关工作。

“通过线上与线下资源相结合，将

自治区级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引进县级
医疗卫生机构，将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优
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实现上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银
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宁夏儿童医院，下
与县域内各乡镇卫生院互联互通，使患
者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二级以上医院
专家诊疗、远程影像、心电诊断服务。”
中宁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万晓霖说。

截至目前，远程影像诊断中心为
成员单位辖区患者提供影像远程诊断
1.43万余例；远程心电诊断中心为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远程诊断 2.54万余
例；远程超声诊断中心完成会诊教学指
导 50余例。

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诊疗，促进
互联网诊疗服务健康发展，保证医疗质
量和医疗安全，中宁县建成医疗监管平
台，依托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的相关标
准，可对县域内所有公立医院的在线问
诊、处方、转诊等核心业务进行实时监控，
实现互联网医疗全过程、全要素监管。

吃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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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郝 婧）12月13日，
记者获悉，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血
液科在诊疗中发现了一例罕见血液
病，经文献检索该病例是国内第二
例，实属罕见。

据了解，47岁患者孙某于2020年
1月因四肢无力、肿胀、僵硬、行走困难
就诊多家医院未果。2020年9月，患者
病情持续加重，逐渐累及臀部、腰背部、
腹部肌肉，导致胳膊抬不起来，蹲下起
立都困难，且每次只能缓慢行走一小
会便要停下休息。孙某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于2020年9月首次就诊自治区人
民医院骨科，查体后发现多处肌肉硬
实呈板状，弹性消失，双侧肘关节轻度
外翻畸形，肌张力增高。

为此，全院多学科专家共同讨
论，都认为不排除“浆细胞疾病”，随
后，孙某转入血液科进行进一步检
查。经完善相关检查，查阅大量文

献资料，孙某最终被明确诊断为系
统性轻链型淀粉样变性（以骨骼肌
受累为主）。医生在给予患者规律
抗浆细胞治疗期间，患者胸腰背腹
部及四肢肌肉均明显变软，近期已
经能独立行走 3公里。目前，孙某仍
在血液科接受治疗。

系统性轻链淀粉样变性是一种恶
性克隆性浆细胞疾病，发病率约100万
分之4，而淀粉样肌病为其罕见表现形
式，仅占系统性轻链淀粉样变性的
0.67％。淀粉样肌病是由于轻链蛋白
错误折叠形成含有反向平行β折叠片
层结构的淀粉样物质并沉积在骨骼肌
的血管、间质、肌膜，导致骨骼肌损伤的
一种蛋白质构象病。

该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张伟目
前正在积极撰写论文，以个案报告
的形式发表于 2021 年 9 月出版的

“中华血液学杂志”上。

本报讯（记者 郝 婧）12月13日，
记者获悉，为进一步方便广大门诊
大病患者线上就医，自治区人民医院
互联网医院在原来高血压及其并发
症等 5种门诊大病的基础上，新增风
湿性关节炎、干燥综合征、强直性脊
柱炎、恶性肿瘤药物治疗、风湿性心
脏病、股骨头坏死、脑血管意外后遗
症、阿尔茨海默病、癫痫、慢性病毒性
肝炎，共计 15种门诊大病开通线上续
方，所有诊疗服务实现线上医保支
付，医生根据病情与患者通过视频、
语音或文字交流，广大市民足不出户
即可享受专业咨询、线上续方、线上
复诊、医保支付、药品配送等服务。

据了解，3个月内在医院线下诊
断就诊的患者，可以使用“线上复
诊”功能，挂号、问诊并开具药品和
检验检查，挂号或预约后，按照所选
择的时间段就医。“线上续方”功能
的使用是 3个月内曾在医院线下就
诊且符合高血压及其并发症、糖尿

病及其并发症、冠心病、心脏支架植
入术后抗凝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风湿性关节炎、干燥综合征、强
直性脊柱炎、恶性肿瘤药物治疗、风
湿性心脏病、股骨头坏死、脑血管意
外后遗症、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
病）、癫痫、慢性病毒性肝炎中一种
或多种的门诊大病患者，可以开具
同样处方药品。挂号时上传在医院
线下开具的处方，供医生审核。

针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线上护
理，互联网医院还开通了线上义诊
功能，20 位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为
大家开展师生门诊、发热门诊、PICC
专科门诊、伤口造口专科门诊、助产
士专科门诊等免费咨询服务。

对于取药方式，该院在线上还
提供了 3种缴费取药方式，线上缴费
配送到家、线上缴费到院自取、线下
支付到院自取，线上诊疗结束后，通
过App在线缴费，缴费后由中国邮政
统一配送。

本报讯（记者 郝 婧）12月13日，
记者获悉，日前由中华中医药学会、
上海中医药大学主办的第五届石筱
山伤科学术传承与创新高层论坛暨

“石筱山伤科学术联盟”成立大会在
上海中医药大学召开，宁夏回族自治
区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成为“石筱
山伤科学术联盟”首批理事单位。

石筱山伤科学术研究中心由上
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和上海
中医药大学康复学院的老中青三代
教师和医务人员组成。2020 年，自
治区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徐创龙
医师作为西部之光访问学者、自治
区青年拔尖人才培养人选进入石筱
山伤科学术研究中心学习，并拜师

于石筱山伤科学术研究中心学术带
头人、“石氏伤科”第五代传人、上海
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拥军教授，今
年 6月，王拥军一行来该院考察指导
工作，在慢性筋骨病的临床诊疗、石
氏伤科特色成果转化、科学研究、人
才培养和团队建设等提出详细的指
导性建议。合作申报自治区自然基
金重点项目等 3项，1项已获批宁夏
医科大学课题。

该院将以“石筱山伤科学术联盟”
为平台，在名医工作室建设、科研和临
床特色诊疗成果的引进、人才培养、科
研多中心临床研究 、地方病联合攻关
等方面，形成“宁中骨伤”特色，为助力

“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自治区人民医院血液科发现一例罕见血液病

自治区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成为
“石筱山伤科学术联盟”首批理事单位

自治区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线上续方新增10种门诊大病

材料：红枣 10粒、生姜片 25克、陈
皮 10克、蜂蜜适量。

做法：将红枣去核，和陈皮、生姜片
一起洗净后，共同放入锅中，再加入清
水，需没过材料，然后直接开火炖煮。
待红枣煮烂，倒出来放置几分钟，加入
蜂蜜搅拌均匀食用即可。

功效：红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生
姜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温肺止咳，陈皮
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因此这款红枣汤
具有驱寒暖胃的功效，非常适合冬季怕
冷人群饮用。 （据《大河健康报》）

冬季怕冷多喝红枣汤

“橘子上火，柚子去火”的说
法在民间广泛流传，有些人表示，
吃完橘子后确实出现过口腔溃疡、
牙龈肿胀、喉咙干涩等问题，所以
很多人对这句俗语深信不疑。

其实，吃橘子引发“牙龈红肿、
嘴巴溃疡”等症状的原因可能是摄
入了大量的糖分。高糖分会让嗓子
发干发涩，如果吃完后没有及时清
洁口腔，这些食物残渣、糖分就容易
在口腔内滋生细菌，引起牙龈发
炎。吃的时候一定要控制量，每天
在 3个以内最好。

现代《中医药膳学》记载，柚子
味甘酸，性寒，具有消食和胃、健脾
止咳的作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

用柚子治疗痰气咳嗽的药膳食疗
方，这说明柚子在去除肺热方面确
实有一定作用，和人们常说的“去
火”功能类似。但这并不意味着柚
子就可以大量吃，胃肠疾病患者和
胃肠功能较弱的人更要注意，以免
引发不适。 （据《厦门晚报》）

橘生火 柚去火？控制好量是关键

日常预防很重要
本报记者 郝 婧

目前，哮喘已成为严重威胁
公众健康的主要慢性疾病，全世
界约有 1 亿哮喘患者，我国约有
1000 万以上哮喘患者，成人哮喘

三分之二为过敏性哮喘，儿童哮喘 70%为过
敏性哮喘。

12月 11日是“世界防治哮喘日”，记者就哮喘的
防治相关知识采访了宁夏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学科主任何静江。

“哮喘病人在发作时反复出现加重的气短、咳
嗽、喘鸣、胸闷等症状，但在病发时呼吸道可以在短时
间通过自行缓解，因而往往被患者忽视而延误治疗。”
何静江说，事实上哮喘一旦急性发作可能导致死亡，
所以患者必须小心预防，大量的哮喘病人都是过敏体
质，对尘埃、花粉过敏的哮喘病人需远离过敏原。

何静江告诉记者，哮喘疾病的发生有遗传和环
境两大因素，环境和生活方式改变可能更为重要，其
中又以接触过敏原为最主要的诱因，猫、狗及陈旧
的羽毛、羊毛等都可成为过敏原。除动物毛屑吸入
物外，常见吸入物过敏原还有冷空气、花粉、屋尘、
螨、真菌、昆虫排泄物、感染、食物等；非特异性吸入
物有硫酸、二氧化硫、氯氨，还有甲醛、甲酸等；职业
性哮喘的特异性吸入物有甲苯二异氰酸酯、邻苯二
甲酸酐、乙二胺、青霉素、蛋白酶、淀粉酶、蚕丝、动
物皮屑或排泄物等。

谈及过敏原，何静江说，前几天在门诊接诊了
一位患者，她是一位养猫爱好者，今年 36 岁，长期
养猫，但最近几年经常咳嗽、气喘，尤其遇到冷空
气入侵，咳嗽、气喘就会随之加重，检查中被诊断
为支气管哮喘。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过敏性哮喘是一种比较顽固
的疾病，多在婴幼儿期发病，如果忽视治疗，可能伴随终
身。大部分哮喘患者都存在过敏现象或者有过敏性鼻
炎，有过敏性鼻炎的哮喘患者发病前有打喷嚏、流鼻涕、
鼻痒、眼痒、流泪等症状，由于症状与呼吸道感染或炎症
相似，许多人缺乏相关知识，往往在早期忽视治疗，也极
有可能被误诊。

“过敏性哮喘一般可自行或用药治疗后缓解，某些
患者在缓解数小时后可再次发作，甚至导致哮喘持续状
态。过敏性哮喘长期反复发作可并发慢性支气管炎、肺
间质纤维化、阻塞性肺气肿和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呼吸
骤停和呼吸衰竭、气胸和纵隔气肿等，将会危及生命，但
其实过敏性哮喘是可防可控的。”何静江建议，患有过敏
性哮喘的患者应积极治疗，尽可能控制症状，包括夜间
症状；改善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使肺功能接近最佳状
态；预防发作及加剧；提高自我认识和处理急性加重的
能力，减少急诊或住院；避免影响其他医疗问题；避免药
物的副作用；预防哮喘引起死亡。

生活中，尽量避免让患儿接触过敏原；避免养小动
物等。建议过敏性哮喘患者应保持家居清洁，吸尘打
扫时应避开患儿；多参加运动；季节交替时特别注意不
要着凉；空调温度不宜过低、空调房应注意通风及打扫；
避免冷刺激，尽量少让过敏性哮喘患者吃冷饮等。饮食
方面宜温热、清淡、松软，可少食多餐。在哮喘发作时，
还应少吃胀气或难消化的食物，如豆类、山芋等，以避免
腹胀压迫胸腔而加重呼吸困难。哮喘患者常有痰浊内
伏之病机，不宜食用鱼肉或肥甘油腻之品，可多进食萝
卜、丝瓜、薏米、柑橘、银杏等化痰利湿之品；有内热或痰
热的患者，不宜吃辣椒、花椒、芥末、茴香等辛辣刺激性
食品，可进食绿豆、油菜、苦瓜、柚子等清热之物。

为什么深色蔬菜要占全天蔬菜摄入量的一半？

我国膳食指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建议我们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
入300克至500克蔬菜，深色蔬菜应占二分之
一。基于其营养价值和健康意义，建议增加
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的摄入。你吃对了
吗？为什么建议蔬菜要吃深色的呢？

颜色是“植物化学物”丰富与否
的指标

在我们摄取的食物中，过去较多被
称为非营养素生物活性成分，这类物质虽
然不是机体生长发育的必需营养物质，但
对维护人体健康、调节生理功能和预防疾
病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称之为“植物化学物”。植物化学
物包括：类胡萝卜素、叶绿素、花青素等。

换言之，为什么要重视黄橙色、绿
色、紫红色等深色蔬菜呢？因为颜色是蔬
菜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丰富的表现之

一。植物化学物又有哪些生物活性呢？

“植物化学物”有哪些作用？

1.明显降低癌症发生危险
蔬菜中富含的植物化学物多有预防

人类癌症发生的潜在作用。

日常蔬菜摄入量高的人群较摄入量

低的人群癌症发生率要低 50%左右。新

鲜蔬菜沙拉可明显降低癌症发生的危险
性，对胃肠道、肺、口腔和喉的上皮肿瘤证
据最为充分。

2.抗氧化
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与过

量反应性氧分子及自由基的存在有关。
现已发现多种植物化学物，如类胡萝卜

素、叶绿素、花青素等也有明显的抗氧化作用。
3.免疫调节作用
免疫系统主要具有抵御病原体的作

用，同时也涉及癌症及心血管疾病病
理过程中保护作用。

迄今为止，已进行了很多有关

类胡萝卜素对免疫系统刺激作用的动

物试验研究，其结果均表明类胡萝卜

素对免疫功能有调节作用。

植物化学物所具有的其他促进健

康的作用还包括调节血压、血糖、血小板

和血凝以及抑制炎症等作用。

“植物化学物”存在于哪些蔬
菜中呢？

比如类胡萝卜素在植物中主要来
自黄橙及深绿色蔬菜（如胡萝卜、番
茄、叶菜等）；比如多酚类（包括黄
酮类）化合物主要存在于各种有色
蔬菜植物中等。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