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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芳

10 月 18 日是第 17个世界镇痛
日，本周是中国镇痛周。疼痛，可能是
人一生中体验最早、最多的主观内在
感觉。当这种感觉持续堆积或急性烈
性发作，不少人会选择到疼痛门诊寻
求帮助。近日，记者来到中日友好医
院疼痛门诊，记录这里的医患和他们
的故事、感受——

一忍再忍Vs一疼就来

上午9时，来自辽宁的60多岁的
王女士推门走进中国医师协会疼痛科
医师分会会长、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
主任樊碧发教授的诊室。

“工作的时候意外撞到了后腰，然
后就一直疼，全身都疼。”艰难而缓慢
地落座后，王阿姨描述起病情。

年过60岁，工作？樊碧发略有疑
惑：“撞伤多久了？”

“2002年1月撞的，快20年了！”
王女士回答。近20年与疼痛相伴的

日子，随着她的讲述被慢慢揭开：开始
只是撞击处疼，很快痛感扩散到全身，
甚至导致头疼、牙疼。向前弯腰超过
30度就会疼，能向后或向左右两侧无
痛感活动的角度更小。站着疼，坐下
更疼，打个喷嚏也疼。晚上上床疼，翻
身更疼，整宿整宿疼醒。试过记录疼
醒的次数，结果一晚20多次，基本相
当于没睡。试遍了口服止痛药、推拿
按摩，几乎都不管用……“所以这次专
门来北京看看。”王女士说，“我真的太
难受了。”

耐心地触诊、检查活动状况、询问
病史等后，樊碧发开了影像检查单以
进一步诊断，并开了几种止疼外用
药。“每次用一种，然后下次来告诉我
哪张用上效果好。”樊碧发叮嘱，“疼痛
拖了这么多年，不可能一下子治好，要
有耐心，一步步来。”

王女士出门后，74岁的刘奶奶一
进门就热情地打起招呼：“樊主任，还
认得我吗？十几年前我神经根疼，就
是您给瞧好的。”刘奶奶打开话匣子就
滔滔不绝，“现在又开始疼了，这个月
疼了两回啦”！

樊碧发扶着刘奶奶，请她按指示

做动作。弯腰到哪儿开始疼？刘奶奶
一下弯到双手快触地，不疼。后仰
呢？不疼。坐下、站起呢？不疼。走
路呢？好着呢！晚上睡觉呢？也不
疼，现在哪儿都不疼。那啥时候疼？
就这个月疼了两下，就赶紧来了。樊
碧发笑了，给老人开了止疼膏药，叮嘱
家属再观察一段时间。

一前一后两名患者，一名面对疼
痛一忍再忍，没有及时规范治疗；一
名则稍有不适就赶快就诊，“区别就
在于后者有过疼痛科就诊经验，知道
疼痛科能做什么，长期疼痛不能靠
忍。”樊碧发说，门诊中这样的患者对
比非常常见，这提示镇痛治疗普及度
不高，公众认知度仍然不足。“专设
中国镇痛周开展各种宣教活动，就
是要让更多患者了解疼痛科，了解
镇痛治疗。”

十七八岁降到不足十岁

9岁的患者小睿走进诊室时，疼
痛科朱谦主任医师有点儿意外。在这
个患者以成年人居多的房间，出现一

名胖乎乎的、小学四年级男生，确实有
些特别。

“孩子怎么不舒服了？”面对朱谦
的提问，小睿说出一串答案：头晕、头
疼、脖子疼、后脑勺疼，有时候还会眼
睛胀疼。

听到这里，朱谦心里略略有底：
“平时运动多吗？在家玩不玩手机？
作业多吗？”“玩！天天捧着玩！恨不
得钻手机里！”小睿妈妈说，“当然，还
上补习班，作业也比较多。”

小睿可能患上了原本多发于中老
年人的颈椎病。朱谦开出了检查单。

“现在颈椎病的年轻化趋势越来
越明显了。”朱谦回忆，10年前，他即
使接诊到年轻的患者，最小也就是18
岁左右。主要是为了应对高考，长期
伏案学习、缺乏活动导致的。

“现在连小学生的颈椎都出问题
了，而且越来越多。”朱谦说，近年
来，儿童青少年学业繁重，久坐学习
时间变长，户外活动时间越来越少；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普及，不少
青少年沉迷手游网游，成为“低头
族”，这些都导致颈椎病高发。“除了
规范治疗，还会建议患儿多进行有

利于颈椎的运动。”

睡眠质量是重要指标

在疼痛门诊，樊碧发最常问患者
的一句话是：睡觉怎么样？他解释，睡
眠质量是衡量疼痛程度和治疗效果的
重要指标。能睡好，治疗就有了更多
希望。而面对一些长期忍受疼痛的患
者，他也表现出甚至比患者家属更多
的耐心。“这是因为疼痛、失眠、抑郁常
常是共患病。”樊碧发说。

近年来，朱谦在出诊时发现，同时
忍受疼痛、失眠、抑郁的年轻人有增多
趋势。工作、人际交往和婚恋的难题
等，都可能成为压力源。压力大会导
致睡眠不足，疼痛也会带来失眠……
朱谦曾到某个互联网大公司做宣教义
诊，看了22个年轻人，其中17人有熬
夜、疼痛问题。

面对这种或许由社会发展带来的
疼痛问题，一名疼痛科医生无法完全
解决。樊碧发表示：“但把疼止住，
能成为帮患者跳出恶性循环的关键
一步。”

走进疼痛门诊的人们

□特约记者 姚秀军
本报记者 郭蕾

什么是“未来之星”？他们或许是
喜欢在专业领域创新挑战的专科医生，
是充满爱心的新生儿守护者，还可能是
从小怀揣从医梦想的康复专家……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医者。

10月 16日，由健康报社、“健康
北京”政务新媒体主办的北京市卫生
健康系统“未来之星”中青年典型人物
培育展示活动成功举办。55位优秀
中青年医生代表个性化、多角度地分
享自己的从医故事，展现医务人员精
神风貌，彰显卫生健康行业风采。会
上，评选出2021年首都卫生健康“未
来之星”培育计划“科普达人”15名，

“专业新星”10名，“仁心医者”10名，
“健康使者”20名。

让健康科普“炫”起来

打开短视频平台，搜索“医路向前
巍子”，该账号的主角是一位帅气的急
诊外科青年男医生，2000多万粉丝、
1000余个科普视频。高巍乘上短视
频的快车，用自己的方式传递健康知
识。“我的朋友说，他们很喜欢听我讲

医患之间的温情故事，听后很受启
发。这给了我做短视频科普的灵感。
我可以利用讲小故事的方式，传播医
学知识。实践证明，传播效果很好，我
也一直在坚持。”密云区医院急诊外科
医师高巍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高
巍每天都在发布科普视频，科普消杀
知识、及时辟谣、号召正确佩戴口罩
等。“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
人掌握科学医学知识，让更多人受
益。”高巍说。

“医生，我的孩子嘴里吐泡泡，是
不是得肺炎了？”“医生，我的孩子大便
不规律，是不是肠胃有问题？”“医生，
我的孩子睡觉不安稳，是不是生病
了？”……每天，首都儿科研究所的胡
晓明都要解答无数次相同的问题。“初
为人母人父，他们总会对孩子的小异
常牵肠挂肚，于是我萌生了一个想法，

如果我能把新生儿科学养护知识整理
出来，给这些家长看，是不是就能解决
一部分家长的难题呢？”胡晓明说。于
是，胡晓明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把自己
在门诊遇到的重复性问题总结整理，
把那些难懂晦涩的专业词汇，转化成
通俗易懂的话。“我的科普文章阅读量
不断增加，看着日益增长的数字，我特
别开心。因为我知道，这对于一些家
长来说，是及时雨般的帮助。”

仁心仁术守护生命健康

平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王莉从
小就怀揣救死扶伤的梦想，自四川大
学华西医学院毕业后，如愿成为一名
社区医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王莉
和同事托起了守护社区人民生命健康

的重任。她们走家串户进行核酸采
样，做好重点人员排查，做好社区居民
的健康监测等工作，为复工复产复课
和筑牢战疫防线贡献自己的力量。“如
今，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新冠疫苗接种成为了我的主要
工作。”王莉说，要扎根基层，做群众健
康的守护人。

毅然选择从医，积极投入造血干
细胞移植的专业学习，敢于直面西方
科研人员的质疑，他就是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血液科吕萌副主任医师。作为
第四批中组部援藏专家，吕萌主动请
缨援藏，并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首个
独立血液科的主任。同时，他在第四
批援藏队员中首先承担西藏大学临床
本科生教学，将先进教学模式引入西
藏。吕萌说，他要在雪域高原种下
希望。

当好群众的健康使者

幼时，目睹母亲的沙眼被眼科医
生治好的陶勇，在心里埋下从医的种
子。如今，陶勇已是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
带领患者向着光明前行。他表示，在
医学这条路上，充满了挑战。有时是
技术上的困难，有时是体力上的疲惫，
也有时是心力憔悴，或者是来自内心
的恐惧。但是，救死扶伤的价值感，会
帮助人们战胜疲惫，注入能量。

陶勇说：“选择医学可能是偶然，
但你一旦选择了，就必须用一生的忠
诚和热情去对待它。来自医学的职业
信仰，会深入骨髓，帮助我们克服恐
惧，创造奇迹。”

逐梦未来 医路星光
——记“未来之星”中青年典型人物培育展示活动

国家卫生健康委部署
冬季防寒保暖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徐鹏航 邱冰清）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日前印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
厅关于做好冬季防寒保暖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前
对本地区防寒保暖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要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
对存在低温作业和低温天气作业的重
点行业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督促用
人单位严格落实各项防寒保暖措施，
包括改善作业环境和劳动条件，设置
必要的取暖、烘干等设施设备，提高作
业场所温度或为劳动者提供温暖的休
息室，合理安排和调整劳动者低温天
气工作时间，尽可能减少劳动者在严
寒时段的户外工作时间等。

《通知》明确，加强对低温作业和
低温天气作业的女职工保护，不得安
排女职工从事《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中的低温相关禁忌作业。

《通知》强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条件下，要提前做好冬季突发大规模
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场所的防寒保暖
应急预案，为低温天气下防疫工作者
提供必要的取暖设备及防寒保暖用
品，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切实做好冬季
疫情防控保障工作。

浙江重拳整治
医疗美容乱象

本报讯 （记者郑纯胜）近日，浙
江省卫生健康委、省委网信办、省公安
厅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医疗美容乱象
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方案》，决定从9月
至12月联合开展医疗美容乱象整治
百日攻坚行动。

本次行动5项重点内容分别由5
个部门牵头：卫生健康部门牵头负责
医疗质量安全提升和非法医疗美容行
为查处，市场监管部门牵头负责违法
医疗美容广告及虚假宣传的查处，网
信部门牵头负责互联网医疗美容不良
信息处置，药品监管部门牵头负责医
疗美容器械违法生产、销售（含网络销
售）、使用查处，金融监管部门牵头负
责非法医疗美容贷查处。

《方案》明确，重点开展5项整治
行动：非法医疗美容清零行动，严厉打
击从事医疗美容服务的“黑机构”“黑
医师”；医疗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制定
质量控制标准，推进建立完善三级质
控网络，组织开展全省医疗美容行业
医疗质量安全自查；违法广告信息清
除行动，加大医疗、医疗美容、生活美
容广告在线监测和排查；药品医疗器
械清网行动，严厉打击生产经营使用
无注册（备案）证产品、无许可（备案）
证的相关产品等违法行为；医疗美容
贷清坑行动，全面组织对小额贷款公
司的排查，严厉打击涉及医疗美容领
域的违规放贷行为，严禁银行机构与
无贷款业务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合作开
展“医美贷”业务，严厉打击涉及医疗
美容行业“套路贷”的行为等。

云南又一批县级
中医医院能力达标

本报讯 （记者陆继才）近日，云
南省卫生健康委公布2021年度县级
中医医院综合服务能力达标验收结
果，25家县级中医医院拟通过验收。

据悉，2021年8月和9月，云南省
卫生健康委利用两个月时间，组织专
家对2021年县级中医医院综合服务
能力开展达标验收工作。经现场评估
验收、绩效平台评价，昭通市鲁甸县中
医院、红河州蒙自市中医医院等25家
县级中医医院达到《云南省县级中医
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标准（试行）》要求，
拟通过验收。2020年，云南省第一批
39家县级中医医院达到了建设标准
要求，顺利通过省级评审验收。云南
省计划利用2至3年时间，加大力度
推动其他52家县级中医医院建设，力
争实现全面达标。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兰兰 通
讯员邱浣敏）自制吸氧连接管，临时转
换医护角色，紧急借调抢救药物……
在中国第31期援桑给巴尔医疗队到
奔巴岛阿卜杜拉姆才医院工作的第3
天，近10名队员克服重重困难，成功
抢救了一名当地急性心衰患者。

9月30日，来自苏州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的医疗队队员王海鹏医生查房
时，看见隔壁病房跑出一人紧张地和
另一名患者家属说话。虽然语言不
通，但直觉告诉他隔壁病房肯定有

事。王海鹏迅速进到隔壁病房，只见
一名年轻女性患者全身大汗、精神萎
靡、端坐呼吸。经检查，患者是急性充
血性心衰发作。

虽然在国内抢救急性心衰患者，

队员们很有经验，但是当地医疗条件
有限，妇产科医生王娟立即向副队长
殷骏汇报请求支援。很快殷骏带领其
他医疗队队员携抢救药物赶到，将强
心、利尿、扩血管等一套“组合拳”用了

上去。
其间，遇到吸氧管不配套难题，队

员李春杰就自制连接管；当地护士对
静脉推注去乙酰毛花苷不熟悉，王海
鹏就自己上阵推药；患者无法说话，家

属不会英语，队员殷骏、王羿萌就拉着
当地医生向家属了解患者既往病史；
耳鼻咽喉科医生李满意和麻醉科医生
单希胜则携带气管插管设备在旁严阵
以待；王娟奔走于护士台和病房之间，
更是为了抢时间跑到操作室和护士一
起配置抢救药物……

队员们跑出了生命“加速度”。半
个小时过去，患者的呼吸、血压、心率
逐渐平稳。“我感觉好一点了。”当患者
说出这句话时，当地医生和家属一起
向中国医生竖起了大拇指。

援外队员跑出生命“加速度”

学龄前儿童营养改善
与发展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范洪岩）近日，学
龄前儿童营养改善与发展研讨会在京
举行。研讨会评估了湖南省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学龄前儿童营养改善试
点项目的结果。

据介绍，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永顺、龙山两县，学龄前儿童营养缺
乏问题普遍存在。该项目以两县为试
点，以33所幼儿园的3000多名儿童
为支持对象，通过提高乡（村）幼儿园
学龄前儿童就餐条件及推广营养膳
食，达到改善儿童营养状况的目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副所长赖建强介绍，该项目由联合国
世界粮食计划署于2018年启动，至今
已惠及近8000名农村儿童。此次研
讨会由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与国际
食物政策研究所联合主办。

天麻
进入采收季

10月20日，村民在贵州省毕
节市七星关区杨家湾镇香炉村采
收天麻。近年来，毕节市七星关
区利用辖区丰富的山林地资源，
引导鼓励群众林下仿野生天麻种
植近 7 万亩，年产鲜天麻 8000 余
吨，产值近4亿元，成为当地群众
增收的主要产业之一。

罗大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