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线：82888000

特色科室

3厘米鱼刺卡气管 3个月后镜下拔除

北风卷，胃口开，只是享用美食时千
万别被“刺客”伤害。74岁的老人庄先生
（化名）吃鱼时，不慎被一根3厘米长的硬
鱼刺扎进气管，就因这一口鲜美在鬼门
关走了一遭……

老人吃鱼后反复咳嗽发烧

11月21日，74岁的庄先生因咳嗽、咳
痰无法忍受，来到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呼
吸科门诊就诊。一问才知道，这个症状已
经持续了3个月之久。3个月前，他在家
庭聚餐吃鱼时不慎呛咳，一阵剧烈的咳嗽
之后仍感觉呼吸道不太舒服，但并没在
意。随后一周庄先生因为咳嗽、发热到社
区医院打针消炎，体温恢复正常了，但咳
嗽却一直反反复复，痰也特别多。

来到医院后，经查胸部CT和仔细询

问病史，医生初步怀疑老人气管内有异
物，质地很硬，局部尖锐，若不取出，患者
不但要持续受咳嗽、咳痰困扰，甚至有刺
破血管大出血的风险，极其危险，于是准
备收入院完善气管镜检查。

最终，青岛市市立医院副院长韩伟带
领科室医护人员经过充分评估、反复讨论
后果断作出决定，李双保主任医师带领科
室医护人员在保障防疫安全、严密防护前
提下，成功为患者完成支气管镜检查。

3个月后镜下拔除“肉中刺”

不出所料，果然在老人气管内发现
了罪魁祸首——一根约3厘米长的硬质
鱼刺。刺尖朝上不断刮刺气管内壁，迫
使其不断咳嗽，刺激局部长出了肉芽组
织。倘若鱼刺变换方位刺向气管外壁，
很可能引起刺破气管、扎入纵膈大血管、
引起大出血甚至死亡风险；倘若鱼刺被
新生肉芽包裹堵塞气道，一半的肺就会

因为没有空气出入而阻塞实变、反复感
染、丧失功能。医疗团队相互配合，通过
气管镜，将这根“肉中刺”顺利拔除，手术
后庄先生之前的不适症状也立即缓解
了，目前已经康复出院。

专家提醒，气管异物往往都是不起
眼的东西，无论小孩还是老人，都应预防
为主。对儿童来说，应该特别注意弹珠、
小橡皮球和乳胶气球等玩具。食物方面
不应给予4岁以下儿童硬的或圆的食物，
包括但不限于糖块、花生、瓜子、葡萄干、
苹果块、坚果、爆米花、西瓜子和生的胡萝
卜等。进食时不要呼喊、说话、玩、跑、哭
和笑。对于吞咽反射减弱的成人或老年
人群，饮食中尽量避免呛咳，若进食含鱼
刺、小块骨头、辣椒皮、瓜子皮等特殊食物
时发生呛咳，应及时就诊，就诊时向医生
提供准确病史。监护人应学习掌握基础
生命支持和窒息急救课程，如海姆立克
急救法、人工心肺复苏等，做好意外发生
时第一时间的抢救工作。 观海新闻/
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通讯员 徐福强

致力于全生命周期
构建健康青岛新格局

问：身上长了几个不痛不痒的脂
肪瘤，我很担心会不会癌变？

王野（海慈医疗集团本部普外一
科主任）：日常生活中，有些人会无意
间在身上摸到很多小疙瘩，大大小小
有很多，也不痛。因为不影响正常生
活，很多人对它并不在意。这其实是
一种疾病，是皮下脂肪瘤。脂肪瘤好
发于 40 至 60 岁的中年人群，20 岁以
下患者少见，但儿童可发现先天性脂
肪瘤，且男性发病率略高于女性。虽
然病因不明，但多发性的脂肪瘤常具
有遗传性倾向。

皮下脂肪瘤这种疾病，目前没有
明确的内科保守治疗方法，最好的治
疗方式是手术治疗。脂肪瘤一般情况
下并不会转化成恶性肿瘤，而且因为
它生长缓慢，通常不会对身体造成明
显危害，若无明显症状或不影响外观，
可不进行治疗。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日常生活中
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适
当放松缓解压力。饮食方面注意调
理，补充维生素，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需要摄入足够多的蛋白质，但是要注
意低胆固醇饮食，比如动物内脏类尽
量少吃。还需要禁酒及酒精类饮料，
少吃辛辣的食品，刺激性的食物。

中老年常见骨病
往往有“亲密”关系

问：最近查体发现骨质疏松症和
骨关节炎，这两者是一回事吗？

侯增涛（海慈医疗集团骨关节与
创伤外科中心主任）：骨关节炎和骨质
疏松症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疾病，这两
种疾病常常伴随而来，有着“亲密”关
系。骨关节炎（OA）是指由于关节下
软骨的损坏，引起关节边缘骨赘形成、
关节间隙变窄等病理改变，并累及整
个关节组织的最常见的关节疾病，最
终发生关节软骨退变、纤维化、断裂、
缺损及整个关节面的损害。骨质疏松
症（OP）是一种代谢性骨病，主要是由
于骨组织微量结构改变，骨量减少，导
致骨的脆性增加、易发骨折的一种系
统性全身性骨骼疾病。

骨关节炎与骨质疏松症的共性在
于：这两种疾病均可引起骨关节疼痛，
活动受限，甚至发生功能障碍，从而影
响患者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两者区别
在于：骨关节炎发病于关节软骨，而骨
质疏松症则是整个骨头的病变，改变
了骨密度。

当骨关节炎伴有骨质疏松时，两
者都要积极治疗。对于骨关节炎，除
了药物及手术治疗，日常生活可以采
取康复训练，提高关节周围肌肉力量、
改善关节功能，还要避免关节负重和
冲击。对于骨质疏松，要注意调整生
活方式，日常要摄入蛋白质、摄入足量
的乳制品，适当日晒，适量补充钙和维
生素，戒烟戒酒，避免过量饮用咖啡或
碳酸饮料，采取有效措施减缓骨量流
失的速度、减轻关节的磨损。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青岛早报联办

崇尚健康
远离疾病

预防脂肪瘤
先改变不良生活习惯2022年，青岛市卫生健康系统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统筹疫情防控和卫
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健
康青岛建设，居民人均期望寿命达到
81.78岁，主要健康指标继续保持全
省全国前列。

全生命周期健康提质增效

“一老一小”照护服务获得新提
升，全市医养结合机构达到168家，列
全省第一。托育机构和托位总数同比
增长 83.8%、48.4%，成立全省首家托
育服务产教联盟。获评国家新生儿安
全项目试点城市。

青岛市作为首批山东省慢性病综
合防控示范城市，2022年全市省级及
以上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覆盖率
100%，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覆盖率40%，居民的健康水平和幸福
指数全面提升。联合青岛大学附属医
院、青岛市中心医院，在全市 5 个区
180 个社区启动并实施“城市癌症早
诊早治”“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与干
预”和“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
综合干预”三个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在
7个区市开展门诊重点慢性病机会性
筛查工作，累计筛查805062人次。

我市不断探索出生缺陷防控前
沿，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近十年
来，累计确诊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听力
障碍、先心病共 7500 余例，新生儿疾
病筛查率均达 99.5%以上，随访治疗
率达95%以上，取得了显著临床效果
和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同时，青岛
市妇幼保健院（市妇女儿童医院）作为
全市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中心，成立了
全省第一家胎儿医学专业门诊，产生
了很多国内领先的创新型技术及服
务，改变了以往胎儿疾病治疗都需要
长途跋涉转诊外地的困境，真正实现
了胎儿疾病领域“大病不出市”。

2022年，青岛市打造省内首个特

殊健康状态儿童预防接种评估和接种
体系，自10月份起，市、区市两级评估
门诊和接种门诊启动运转。自评估门
诊开诊以来，共有10名特殊健康状态
儿童接受评估，根据专家评估结果进
行预防接种，目前未出现不良反应。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争一流

青岛市入选中央财政支持公立医
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城市，
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门诊、住院次均
费用分别下降59元、344元。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比57.06%，老年
人居家医疗服务“点菜单”式做法入选
省级优秀改革案例，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迈上新台阶。

96%的镇街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达到国家基本标准，县级综合医
院全部达到国家医疗服务能力推荐标
准。获批我市首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出台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倍增三年行动
计划，加快5个市级卫生重点项目建设，
遴选打造160个重点专科，引育高层次
人才133名；63个学科入围中国医院五
年总科技量值学科百强榜单，列计划单
列市首位；获省市科技进步奖16项；联
合阿斯利康打造罕见病诊疗高地。

中医药强市建设进入新阶段，出
台建设中医药强市 18 条措施，投入
1900 万元支持市中医医院建设省级
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和3个齐鲁中医药
优势专科集群，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镇街卫生院全部提供中医药服
务，越来越多的中医药适宜技术走进
市民家庭，形成覆盖城乡的15分钟基
层中医药服务圈。

“数智卫生”服务新体验

2022年，“健康青岛科普资源库”
互联网平台浏览量1772万人次，二级
及以上公立医院全部接入“健康青岛”

便民惠民服务平台。“就医付费一件事”让
市民无须排队缴费，就诊时间从平均3小
时缩短为1小时。“出生一件事”一键联办
新生儿证件，办理材料从 19 份简化为 4
份。公共卫生服务取得新成效，省级慢性
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全覆盖、国家级示范区
达到 4 个，列全省第一。在复旦大学

《2022卫生健康公共数据开放报告》中我
市综合等级列115个参评城市第一名。

今年，青岛市卫生健康委统筹搭建全
市统一的互联网医院平台，构建资源集
中、共享普惠的互联网诊疗服务体系，通
过在线图文、语音、视频交流，开展包括健
康咨询、在线复诊、支付、处方流转、药品
配送等寻医购药一站式服务，让复诊居民
足不出户，快速找到就医康复路径，居民
复诊就医更加方便快捷。目前，青岛市互
联网医院平台入驻医疗机构个数达到28
家，其中开展图文咨询业务28家，线上问
诊业务19家。“全市一家医院”让不同医
院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试行医院已
互认5514项次检验检查结果。医生在规
定排班时间内登录程序，查看本科室的视
频问诊病人列表及已预约本人的视频问
诊病人列表。问诊时点击叫号问诊，通过
图文、视频等方式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
问诊过程可查看患者历史就诊数据，结束
问诊后医生可开具咨询建议或诊断建
议，诊断建议包含诊断、处置、药物处方、
检验检查等智能医嘱操作，需经药师审
方后系统自动通知患者，提示患者完成
后续流程。据悉，青岛市卫生健康委与
医疗保障局后续将打通线上门诊慢大病
患者医保报销流程，实现“慢病续方”一
体化结算。患者选择医保定点医院，即
可 享 受 慢 病 续
方、在线问诊、续
方缴费、药品配
送 等 一 站 式 服
务。观海新闻/
青岛早报记者
杨 健 通 讯 员
宋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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