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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YANG ZHONG YI

尊敬的各位患者及家属：
近期，全国多地已出现多例确诊病例及

无症状感染者。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确实保障患者、家属和医务人员安
全，避免交叉感染，结合目前疫情防控形势及
医院实际，现将我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告知如下：

一、门诊就诊须知
所有人员进入医院时,规范佩戴口罩、主

动出示健康码、配合测量体温。请您就诊时
尽量独立就诊，如确需陪同，只允许带一位陪
同人员。就诊时全程正确佩戴口罩，非必要
情况下不要摘下口罩，使用后的口罩按规定
取下后扔在专用垃圾桶，不得随意丢弃。

候诊期间保持一米间距，坐下休息时请
间隔就坐，避免人群聚集。就诊时,严格遵守

“一医一患一诊室”,未叫到号的患者请在诊
室外耐心等候。挂号、缴费、药房等候期间要
保持一米间距；相邻楼层请选择步梯，避免人
群聚集，减少交叉感染。

二、住院探视与陪护须知
医院所有病区严格实行 24 小时出入管

控，谢绝探视。所有住院患者非必须不陪护，
确需陪护的须固定陪护人员，执行“一人一陪
护”，不得更换陪护人员，住院期间不得随意
进出溜达串门，避免人员聚集。住院患者及
陪护人员均须进行核酸检测，确保“应检尽
检”措施的落实，并配合医务人员进行流行病
学调查、查看行程码。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
需凭腕带、陪护证出入，并按防护要求正确佩
戴口罩，勤洗手，保持一米线间距，做好个人
防护，主动配合进行体温测量及信息登记。

三、预约就诊推荐
您可提前在家中拨打电话预约：62212671（西工院区

北 院 导 医 台）、62212928（西 工 院 区 南 院 导 医 台）、
64600449（涧西院区导医台），也可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
洛阳”选择“洛阳市中医院”，或打开“支付宝”搜索“洛阳市
中医院”，进行预约挂号，减少您的等候时间。

防控疫情人人有责，为确保您及家属的安全，请您自
觉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祝您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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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医学是什么？能在哪些方面帮助患者？”
近日，在伊川县卫健委会议室里，洛阳市中医院西
工院区康复医学科主任李鸿亮，对到场的190多名
基层医生展开培训。这是在入选河南省区域中医
康复专科诊疗中心建设单位后，洛阳市中医院开展
的一项建设推进工作。

“康复医学进入中国不过40多年，乡医等基层
医生对其认识多数比较浅显。我们科在康复医学

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中西医有效结合，
传统康复与现代康复无缝对接’的理念，取得了较
好临床效果，赢得了广大患者的口碑。如果能通过
我们的传帮带，让更多基层医生学到正规、系统的
中医康复疗法，那么就会给更多患者带来便利。”李
鸿亮说，具有中国特色的康复医学是中医、中药、针
灸、推拿的有效融合，让基层医务人员认知中国特
色的康复医学科，才能真正实现《健康中国 2030》
提出的“人人享受康复医疗”的目标。目前，我院已
整合出中风、颈肩腰腿痛等疾病的中医康复诊疗规
范，并在建设协作单位伊川县中医院、汝阳县中医
院、嵩县中医院进行了推广应用和同质化管理。

洛阳市中医院还是河南省区域中医心病、脑病
专科诊疗中心建设单位。我院的中医心病相关诊
疗规范已在建设协作单位偃师区中医院、嵩县中医
院、栾川县中医院、伊川县中医院、宜阳县中医院被
广泛应用；我院中医脑病相关诊疗规范已在建设协
作单位新安县中医院、洛宁县中医院、汝阳县中医
院、孟津区中医院、长垣市中医院被广泛应用。

（宣传科）

洛阳市中医院河南省区域诊疗中心建设工作快速推进
——中医院的心病区域诊疗中心、脑病区域诊疗中心、康复区域诊疗中心将为患者

提供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洛阳市中医院健康扶贫
专项行动走进伊川县

为落实健康扶贫工作目标，助推健康洛阳、文明洛
阳建设，根据市卫健委工作部署，7月 14日上午，洛阳
市中医院专家团队走进伊川县城关镇卫生院、高山镇
卫生院、鸦岭镇常川卫生院举行乡医培训和大型义诊
活动。

健康洛阳行 大医献爱心

近日，我省郑州、商
丘出现确诊病例，核酸
检测相关事项再次成为
洛阳市民关注的话题。

洛阳市疾控中心日
前发出紧急提醒：7 月
16日以来，曾到过郑州
公布的中高风险的返
(来)洛人员，须主动向
所在社区 (村)报备，并
接受防控隔离措施，积
极配合核酸检测、健康
监测等工作，避免引发
疫情传播风险。

在洛阳市中医院，有不少市民正在核酸检测点
前排队等候采样。那么，做核酸检测时需要携带哪
些物品？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洛阳市中医院西工院区检验科主任陈众介绍，
医院应对核酸检测总结出一套经验，广大市民在进
行核酸检测时，可注意以下几点：

1.携带物品
在进行核酸检测时，市民必须携带个人身份

证，并出示健康码，如有医保卡也可随身携带。
2.挂号
洛阳市中医院目前开展线上、线下两种挂号方

式。线上挂号可关注“健康洛阳”app微信公众号，
选择“洛阳市中医院”，或打开“支付宝”搜索“洛阳
市中医院”进行预约；也可在家中拨打电话预约：
62212671(西工院区北院导医台)、62212928(西工
院区南院导医台)、64600449(涧西院区导医台)。如
有老年人不熟悉线上操作，可携带相关证件到检测
点请现场工作人员帮助挂号。

3.饮食

因鼻拭子易引起不
适，洛阳市中医院在进
行核酸检测多采用咽拭
子。咽拭子采样时可能
会引起反胃、干呕等症
状。建议市民在进行核
酸检测采样时最好空腹
或检测前 2 小时禁食，
以免发生呕吐。

4.防护
市民在前往核酸检

测点时需佩戴口罩，做
好个人防护。在进行核
酸检测过程中，不用手

或其他任何物品触碰采样人员和采样物品；身份
证、手机等随身物品不要放在采样台上，出示后要
及时收起；在摘取、佩戴口罩时，手部不要接触口罩
外表面；进行完核酸检测后，要及时用清洁手部，最
好使用酒精消毒。

受疫情影响，目前来进行核酸检测的市民较
多，排队等候的情况在所难免。陈众提醒广大市民：
在排队检测时要保持耐心，注意与他人的安全距离。

为落实疫情防控工作，洛阳市中医院将核酸检
测点分为两类，一类为普通市民服务，另一类为有
发热症状的市民服务。如果市民当前体温超过
37.5℃，需要到发热门诊进行核酸检测。

洛阳市中医院核酸检测时间为周一至周日的
8:00——18:00，所有核酸检测均可当天出结果。

洛阳市中医院目前有西工院区(北院、南院)和
涧西院区，共计三个院区均提供核酸检测服务，所
有核酸检测工作人员轮流值守，以分秒必争的态度
投入核酸检测工作中，让前来检测的市民放心。

（来源：洛阳网）

注意这些事，核酸检测不用慌
“马上要做核酸检测了，好紧张……”
“做核酸检测有哪些要注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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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中国目前心血管病患者接近3亿，其中，
心衰患者约450万例。病情严重的心衰患者5年病死
率仍在 50%以上，且随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心力
衰竭的死亡率和再住院率居高不下，究其根本，很多
心衰加重或复发，在于心衰患者出院后的服药不规
律、不良生活方式或未定期门诊随访所致。通过有效
的自我管理，心衰患者可以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改善
预后。如何做好心衰患者的日常生活管理，本文将从
以下十个要点进行概括。

一、自我监测
（1）记录血压、心率：推荐晨起后、夜间睡觉前测

量血压、心率并记录。心衰患者要求把静息心率控制
在 55-65次/分。（2）记录出入量和体重：家中常备量
杯和体重计，以便随时记录出入量，维持出入容量平
衡。（3）记录症状和用药反应：记录心衰相关症状也
非常关键，如呼吸情况、水肿、食欲、疲劳、劳累、咳
嗽、口渴、心悸、头晕、活动耐力降低等。

二、遵医嘱服药
(1)切记自行停药或改药：有些治疗心力衰竭的

药物（某某普利或沙库巴曲缬沙坦）的生物学效应需
要在持续用药 2-3个月后逐渐产生，因此尽管症状
改善也要坚持服药，切忌自作主张更改或停用药，以
免疾病反复或加重。(2)避免漏服或重复服药：为避免
老年人漏服或重复服药，可用列表、药盒等辅助提醒
方式来帮助患者每日准时按医嘱服药。(3)出现漏服
的，切不可在次日补加。

三、饮食与营养

(1)限水：要准备一个有刻度的水杯和量杯，用于
计量每日出入量，每日最多入量 1.5～2L。(2)低盐饮
食：避免高盐食物，如调味品、腌制食品、加工肉制
品、卤菜榨菜等食物。(3)维持营养：保持健康的生活
方式，饮食以水果、蔬菜、种子、坚果、豆类、全麦谷类
为主，可适当摄入鱼类和乳制品等，减少红肉的摄入
（牛肉、羊肉等）。

四、体重管理
体重是一个测量简单、有针对性的判断心衰病

情变化的指标。心衰患者要每天称体重，对比前一
天，前一周的体重情况。如果3天内，体重增加2kg以
上，应尽快就诊。

五、运动康复
有研究表明，坚持运动的患者比以休息为主的患

者，发生猝死的风险要低20%左右。(1)重度慢性心衰患
者，应注意休息，卧床时应对进行下肢进行被动运动，
避免肌肉萎缩和静脉血栓形成。心衰症状稳定后，应该
循序渐进地慢慢增加活动量，以不引起症状、不感到疲
惫为宜。(2)选择适宜的体育锻炼。对心脏最好的运动是
有氧运动，如：散步、骑车、爬楼梯、健身操、太极拳、八段
缎等，避免剧烈跑步、打羽毛球，重体力劳动等。推荐每
周运动3～5次。千万别在家里“静养”哦。

六、避免感染
心衰患者要避免感冒、呼吸道感染及其它各种

感染，这些是心衰加重的第一诱因。保持室内温度湿
度合宜，保持通风；注意季节交替，注意天气预报，及
时增减衣物，注意佩戴口罩，防止感染。老年人可以

注射流感疫苗、肺炎疫苗等进行预防。
七、避免情绪激动
抑郁焦虑和孤独是老年心衰患者的常见心理问

题，也是心衰恶化的因素之一。因此，患者要学会消
除紧张情绪,对自己的疾病要有新的认识，情绪镇静。
家庭成员要为患者提供情感支持，鼓励患者调整心
情，提高免疫力。

八、防止便秘
心衰患者的便秘发生率很高，用力排便会使血

压、心率迅速增加，增加心肌氧耗，加重心脏负担，甚
至可能会引发急性心肌梗塞等事件。因此，保持大便
通畅尤为关键。定时的腹部按摩可加速肠道蠕动，促
进排便。排便时切忌太过用力，家里可自备开塞露，
必要时使用。适当进食红薯、香蕉、玉米、芹菜、火龙
果等润肠和促进肠道蠕动的食物。

九、戒烟戒酒
吸烟、饮酒是心血管疾病的常见危险因素。吸烟

作为心衰的一个独立死亡因素，有研究表明，吸烟的
心衰患者对比无吸烟的心衰患者，死亡率明显增加。
此外，大量酒精摄入对于心肌有直接毒性作用，可导
致心功能减退，导致心肌病发生。

十、睡眠充足
心衰患者应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营造安

静、舒适的睡眠环境，播放舒缓性音乐助眠。睡觉前
做些放松的运动，如瑜伽、散步等，睡前一小时内避
免使用电视、手机或电脑。利尿药避免夜间服用，以
免影响睡眠质量。 （西工院区心血管一病区）

心衰患者自我管理十要点

“糖足防治健康行”，我们一
直在路上……本着“普及糖尿
病知识，减少糖尿病危害”的初
衷，洛阳市中医院西工院区周
围血管病防治中心何春红团队
于 2021 年 7 月 28日圆满举办了
第 38期“糖足防治健康行”科普
知识讲座。

韩 甜 甜 护 士 为 大 家 分 享
《低血糖的危害》，告知大家监
测血糖的重要性，低血糖发生
时的症状、处理，及低血糖带来
的危害，此话题引起了大家的
共鸣，糖友叔叔阿姨们纷纷主
动分享、讲述自己抗糖路上的
点点滴滴。

针对部分糖友联合用药多，
不大清楚服药的时间等问题从
而导致的血糖控制不佳情况，
王夏医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举例分析，为大家讲解了口服
降糖药物的种类、服用方法及
服药时间等，并用顺口溜：“格
列要在早饭前，阿卡波糖饭中
服，双胍饭后来帮忙”帮助大家
掌握服用降糖药物时间表。并
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

我们“糖足防治健康行”科
普知识讲座的“外聘讲师”——
西安科协李靖安老师，为我们的
糖友们讲授糖尿病人的夏日养
生，如“山药冬瓜天天见，苗条健
康在身边”，现场教大家做头部
血管保健操及金三角治疗失眠
等简单、易学的小妙招。

会后为参会糖友赠送中药
熏洗制剂、便携手消液等，免费
筛查糖尿病足及义诊等。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糖足防治健康行”，我们一

直在路上……
（西工院区周围血管病一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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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中 的 预 防 作
用，结合洛阳地区居民生活习
惯、气候、时令等特点，市卫健
委组织中医药专家修订了新冠
肺炎中医药预防处方，供广大
市民参考使用。

“去年，市卫健委发布过新
冠肺炎中医药预防方案，当时
主要面对冬春季的预防，此次
暑期疫情形势严峻，我们按照
时令和气候等特点，对去年的
方案进行修订，在方剂中新增
藿香等药材。”市卫健委中医科
相关负责人说，此次新版方案
共有三种处方，以供不同年龄
段人群使用。

一、成人预防用方：防感解毒汤
生黄芪 10g、苍术 9g、防风 6g、藿香 6g、贯众

10g、芦根10g、生甘草10g、金银花10g。
功 效：扶正解毒，健脾化湿。
适应症：适用于14岁以上普通人群的预防，可

提高人体抗病能力。
用 法：一日一剂，水煎服。上药用冷水浸泡

30分钟，大火煮沸后改用小火继续煮 15分钟。连
续煎煮两次，将两次所熬药液混匀约 400毫升，每
次口服约 200毫升，每日 2次，连服 5天，无不适可
继续服用。

注意事项：过敏体质、久病体虚、孕妇、有严重
基础疾病且处于不稳定期的特殊人群，请在医生指
导下服用。

二、儿童预防用方
生黄芪 6g、苍术 5g、防风 3g、藿香 5g、贯众 3g、

生甘草5g、金银花5g、山楂5g、神曲5g。

功 效：扶正解毒，化湿护胃。
适应症：适用于2-14岁儿童的预防，可提高人

体抗病能力，保护胃气。
用 法：一日一剂，水煎服。上药用冷水浸泡

30 分钟，大火煮沸后改用小火继续煮 15 分钟。
连续煎煮两次，将两次所熬药液混匀约 300 毫
升，每次约 100 毫升温服，每日 3 次，连服 5 天，可
加适量白糖调味。2 岁以下幼儿服用量酌情减
少。

注意事项：过敏体质、有严重基础疾病且处
于不稳定期的特殊儿童，请在医生指导下服用。

三、代茶饮方：保肺解毒饮
生黄芪9g、葛根5g、芦根5g、白茅根5g、金银花

10g、陈皮3g、生甘草5g。
适应症：适用于流行期间普通人群的预防。
用 法：煎或泡水代茶饮，不拘时，少量频饮。
注意事项：脾胃虚寒腹泻、过敏体质及孕妇

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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