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余党员参加“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动员会

■

通讯员 贺 静

本报讯

5

月

18

日晚， 市

妇幼保健院七楼会议室灯火闪

烁， 该院班子成员及全体党员

130

余人齐聚 召开 “两学一

做” 动员大会。

党委书记许萩琰对中央开

展的 “两学一做” 专题教育活

动进行了详细解读， 要求全体

党员把个人自学和集中学习结

合起来， 以支部为单位通过组

织专题讨论、 专题生活会等多种

形式融会贯通活动精神， 并将活

动落实到医院三甲复评工作上 。

市卫计委副主任刘景友在会上提

出： 一要注重理论学习， 多学多

思， 学有所悟， 学有所获。 二要

注重党性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坚

定理想信念， 牢记誓词， 不忘初

心。 三要将活动落实到严明纪律

上， 引导党员干部立标杆、 作表

率。 四要把活动落实到推动医院

发展上。

新生儿 6 种异常不用慌

对新出生的小婴儿， 出现种种与

成人不同的现象， 新手爸妈难免手足

无措。 以下为您介绍新生儿

6

种看似

异常的正常现象。

1.

体重下降。 新生儿在出生一周

后体重减轻， 是因为宝宝在妈妈体内

一直泡在羊水里 （

100%

湿度）， 再加

上宝宝进食还没上轨道， 每天排出的

大小便、 呼吸及皮肤排出肉眼看不见

的水分等， 使体内水分丢失， 造成体

重在出生一周内减轻。 减轻的重量最

多可达到出生时体重的

10%

。 随着宝

宝渐渐适应， 到了第

10

天， 体重就

会增加。 若在

10

天后出现体重不增、

甚至下降， 则可能是喂养不当或受疾

病影响。

2.

吐奶。 未到

3

个月的宝宝， 贲

门肌肉尚未发育健全， 且新生儿胃容

量较小， 所以， 大部分宝宝都会在喂

奶后、 哭闹多动或轻拍背部时， 从嘴

角慢慢溢出或多或少的白色奶汁。

因此， 喂完奶后， 家人可用手轻拍

宝宝背部几分钟， 避免宝宝过度哭

闹。 随着月龄的增长 ， 吐奶症状

会逐渐缓 解 。 但 奶 水 若 是 喷 射

出来的 、 吐出量很多 ， 或是吐出

带有黄绿色的物质， 就需进一步检

查。

3．

头顶肿起。 阴道分娩的新生

儿头部一般呈椭圆形， 像肿起一个

包。 这是由于分娩过程中胎头在产

道内受压引起的。 有的婴儿出生后

头部出现柔软的肿块， 这是分娩时

受压而引起的头皮水肿或血肿， 一

般在出生后

6~10

周可消失。 但是

如果肿块进行性增大或在

10

周后

仍未消失， 要及时就医。

4．

长马牙。 新生儿的齿龈边缘

或上顎中线附近， 常会长些乳白色

颗粒， 表面光滑， 数量从

1

到数十

颗不等 。 这些颗粒在临床上称皮珠 ，

俗称马牙， 是牙齿发育最原始的组织，

在胚胎发育

6

周时， 由口腔黏膜上皮

细胞增质变厚形成。 一般

2

周左右就

可自行吸收 ， 不能用针挑或用布擦 ，

以免损伤黏膜， 引起感染。

5．

尿色发红。 新生儿在最初几天尿

色发深， 稍有混浊， 有时尿布上可看

见淡淡的红色， 属正常现象， 一般

5~6

天后会消失， 但如果

10

天后仍有此情

况， 则为异常， 要及时就医。

6．

斗鸡眼。 一般而言， 新生儿早期

眼球尚未固定 ， 看起来有点斗鸡眼 ，

且眼部肌肉调节不良， 常有短暂性斜

视， 属正常生理现象， 尤其好发于脸

型宽阔、 鼻梁扁平的宝宝。 父母应常

抱宝宝看室内或外面各个地方， 促进

宝宝的眼珠不断转动 ， 防止斗鸡眼 。

但是如果宝宝

1

岁以上仍存在斗鸡眼，

需要到医院眼科检查。

想要孩子身体棒？

你必须教会他这样“挑食”

家长们常教育孩子 “不能

挑食”，但对家长来说，给孩子

吃的的确需要挑挑拣拣。 婴幼

儿、 儿童身体器官发育尚未完

善，有些食物的确不适合食用。

1

岁内别吃蜂蜜。 蜜蜂在

采集花粉的过程中有可能把被

肉毒杆菌芽孢污染的花粉和蜜

带回蜂箱， 且肉毒杆菌芽孢适

应能力很强， 在

100℃

的高温

下仍然可以存活。因此，蜂蜜在

酿造、运输的过程中，很可能受

到肉毒杆菌芽孢的污染。婴儿，

尤其

6

个月内的婴儿， 肠道菌

群不够完善， 肉毒杆菌芽孢容

易在肠道中发芽，产生毒素，从

而引起中毒。中毒症状主要有：

便秘、头颈部肌肉软弱、吸吮无

力、吞咽困难、全身肌张力减退

等， 严重的可因呼吸麻痹而猝

死。 因此， 为了宝宝的安全，

1

岁以内的婴儿不应食用天然蜂

蜜。

1

岁以上的孩子已建立了

正常的肠道菌群，可适当吃。

2

岁内不宜喂牛奶。 《中国

居民膳食指南（

2007

）》建议，母

乳喂养到

2

岁（

24

月龄），或每

日给予不少于相当于

350

毫升

液体奶的幼儿配方奶粉， 但是

不宜直接喂普通液态奶、 成人

奶粉或大豆蛋白粉等。 主要因

为婴儿体内消化酶分泌不足或

活性不高， 喂牛奶后不一定能

消化，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

如呕吐、腹胀、腹泻等。 如果不

能母乳喂养， 应该选用婴儿专

用配方奶粉。

但要注意， 此处说的只是

“不宜”，并非完全不能喝。如果

孩子在

1

岁以上， 饮食良好或

不肯接受配方奶粉但愿意接受

普通牛奶， 完全可以选择纯牛

奶、酸奶等普通牛奶。

3

岁内不宜吃猕猴桃 、芒

果等易过敏食物。 某些水果很

容易引起过敏， 最好不给宝宝

吃。 因为过敏不仅会引起皮肤

红肿痒，可能发生皮疹、腹痛、

腹泻，严重的还会引起哮喘。

3

岁内的幼儿出现食物过敏的几

率很大。比如，芒果中含有一些

化学物质， 不成熟的芒果还含

有醛酸， 这些都对皮肤黏膜有

一定刺激作用， 可能引发口唇

部接触性皮炎； 菠萝含有菠萝

蛋白酶等多种活性物质， 对皮

肤和血管会产生一定的刺激 ，有

些人食用后很快出现皮肤痒 ，四

肢和口舌麻木等；水蜜桃、奇异果

等表面有绒毛的水果中含有大量

的大分子物质， 婴幼儿肠胃透析

能力差，无法消化这些物质，很容

易造成过敏反应。

学前期不宜多吃糖果、 话梅

及海鲜。 甜蜜的背后隐藏着巨大

的危害， 吃过多的甜食不仅能引

起龋齿、肥胖。 近年发现，吃过多

的甜食还可能造成儿童性格异

常。 另外，吃甜食太多、喜食重口

味食物的孩子， 容易养成不良的

饮食习惯， 这与成年后发生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密切相关。 一

些蜜饯类食物由于含有大量添加

剂，对孩子更不健康。 此外，应避

免给

3

岁以下的婴幼儿整颗坚果

或类似坚硬的食物， 以免被卡着

或呛到气管里。 一般建议，容易过

敏的食物可以晚些添加。

螃蟹等海鲜中含有大量蛋白

质和较高的胆固醇， 也应该控制量，

尤其是过敏体质的孩子食用后容易

过敏，甚至可能出现风疹；若孩子

患哮喘，还易导致哮喘发作。

儿童期不宜多喝茶及功能饮

料。 喝茶有多种好处，但茶叶中的

咖啡因对中枢神经系统有一定的

兴奋作用。 儿童神经系统尚未发

育完全，对咖啡因较敏感，特别是

睡前饮茶可使儿童兴奋， 影响睡

眠。 所以不建议给孩子喝浓茶、过

量饮茶以及睡前饮茶。 此外，咖啡

因还可通过乳汁进入婴儿体内 ，

母乳喂养的妈妈也要谨慎。

功能性饮料只适合特定人群

或在特定条件下饮用， 其中所添

加的营养素， 当机体需要时可能

有益健康，但当机体不需要时，如

果还补充，反而可能对健康不利。

市场上的功能性饮料大多数是补

充能量和电解质的， 过量饮用这些

高盐、高糖饮料会加重孩子的身体负

荷和肾脏排泄负担。 饮料中含有多种

添加剂，儿童相对于成人来说，较难通

过自身解毒系统将其排出体外。 某些

功能性饮料中含有咖啡因等刺激中

枢神经的成分， 容易导致儿童上

瘾， 过度的咖啡因还会影响儿童

的认知能力，导致反应迟缓，影响

发育。 因此，不管是儿童、青少年

还是成人， 都不推荐选择功能性

饮料作为日常饮品。

据《生命时报》

温岭杀医案

2012

年

3

月连恩

青因长期鼻炎及鼻炎引起的头痛，到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做鼻内镜下鼻腔

微创手术，术后因自觉鼻子通气不畅，

对手术结果持有异议并到该院医务

部投诉数次 ，医院组织医生并邀请

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 有关专家 先

后为其会诊多次 ， 会诊结论均为

:

手术良好 ，不需再做手术 。 事后连

恩青又到台州市中心医院 、浙医一

院就诊 ，诊断结果都表明无需再次

手术 。 但他坚持认为，这是多家医院

串通一气骗他 ，

2013

年

10

月

25

日 ，

连恩青携带事先准备好的榔头和尖

刀来到该院耳鼻咽喉科门诊部寻找

为他治疗的医生未果， 用匕首捅伤

了正在看诊的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

王云杰等

3

名医生。 王云杰因受伤

过重抢救无效离世。

哈医大杀医案 家住内蒙古呼

伦贝尔市的

17

岁少年李梦南因强

直性脊柱炎于

2011

年

4

月到哈尔

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和免

疫风湿科就诊，其后，因该病李梦南

数次在该院接受治疗。

2012

年

3

月

23

日，他再次来到该院，医生得知

其患有结核性胸膜炎，因治疗强直性脊

柱炎的药物会加重结核病进展，建议他

先治好结核后再说。 李梦南认为医生故

意刁难、拒绝为其诊病，耽误了自己的

治疗， 下午

16

时

30

分左右携带水果

刀，闯入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医生办

公室，疯狂砍向正在工作的医务人员和

实习学生，其中刚刚收到香港大学医学

院博士录取通知书、哈尔滨医科大学

09

级硕士研究生

28

岁的王浩来不及躲

闪，被刺中颈动脉，顿时鲜血喷涌而出，

最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另外三名医务人

员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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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水发炎事件 ：

2007

年

2

月底 ，

有媒体因即将到来的“

3

·

15

”决定策划

一个矛头指向卫生等社会敏感行业的

主题报道。记者乔装成患者，谎称自己

“尿痛” 将事先准备好的茶水送到杭

州

10

家医院检测，结果有

6

家医院检

测出茶水“有炎症”。

3

月某媒体刊发

新闻《茶水当作尿液样本送检，医院竟

化验出了炎症》，报道一出，引起如潮

评论，大量读者大骂医院缺乏医德。后

经全国

92

家三甲医院医务人员以实

验证明，茶水当成尿验，九成化验单呈

假阳性，事件算是平息。

缝肛门：

2010

年

7

月， 深圳一名

孕妇在凤凰医院顺产下男婴后， 被丈

夫陈先生发现肛门处被缝线。 陈先生

怀疑助产士因索要红包不成伺机报

复。凤凰医院院长则表示，肛门肯定没

有被缝上，并非医疗事故。由于助产士

和产妇家属各执一词， 有媒体在未充

分采访双方当事人的情况下， 凭患者

单方面的说辞，就撰写了报道，甚至采

用了诸如 “产妇肛门被缝”“助产士索

要红包”等标题。 后经调查证实，产妇

肛门处缝线是对产后痔疮出血的紧急

处理。

八毛门：

2011

年

9

月一个出生仅

6

天的婴儿因腹胀、 无法正常排便

求诊深圳市儿童医院， 被医院诊断

为“先天性巨结肠”建议先做造瘘手

术， 再做巨结肠手术， 全部费用需

10

万元。 建议被患儿做口腔科医生

的父亲拒绝， 跑到广州另一医院开

了

0.8

元的石蜡油润滑通便， 缓解

了症状。 有媒体不经认真求证以一

些耸人听闻的题目予以报道 ，

10

万元与

8

毛钱间的巨大反差， 引发

网上热议， 医院被推到舆论的风口

浪尖上。

20

多天后患儿症状进一步

加重，求诊武汉同济医院，证实了深

圳儿医的诊断并在该院施行了先天

性巨结肠手术治疗， 当事人事后道

歉。

挂号门：

2012

年

12

月，有媒体

报道， 江苏省盐城市一对母子遭遇

车祸，母亲当场身亡，男婴被送医院

抢救。而医院医生以先挂号为由，拒

绝对伤者施行急救措施。 直至婴儿

死亡， 也未见医生实施救助或出动

“

120

”急救车。 医生、医院的“冷血”

被公众广泛诟病。后来，事发医院相

继公布多段相关监控视频， 证实男

婴在接受治疗的半个多小时内，医

护人员采取了积极的救治措施。

烤婴门：

2013

年

7

月

17

日， 微博

用户

＠

欢喜就好妞宝发了一条图文微

博， 称 “泉州儿童医院出人命， 出生

12

天的宝宝无故死亡”。 照片显示， 一

名婴儿趴躺在架板上， 一动不动， 身

体皮肤严重紫胀。 一时间， 多家媒体

蜂拥而上， 开始一系列夺人眼球的报

道。 事实上， 新生儿保温箱的最高设

定温度只有

37°C

。 后经调查认定， 该

院保温箱处在正常使用范围， 婴儿系

因葡萄球菌感染， 发生松弛性烫伤样

表皮剥脱症而死亡。

丟肾门：

2015

年

6

月

19

日徐医附

院心胸外科的胡波医生等人历时

7

小

时手术救活了一个因外伤引发腹腔脓

肿并肺、肝、肾多脏器挫裂伤患者。 他无

比满足。

2016

年

5

月

5

日，胡波被不同

网媒、铺天盖地的“一夜之间右侧肾脏

哪去？ ”打晕了头：媒体、患方一边倒的

怀疑他利用手术摘了患者的肾脏做了

见不得人的交易。

6

天里，他一轮又一轮

的情况介绍， 一次又一次的自证清白，

好在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核磁共振报告

证明了他无数次对患方解释过的原因：

外伤导致右肾移位，同时外伤引发的血

栓堵塞肾血管引起右肾缺血性萎缩。

医患关系如何处理

盘点这些年发生在医患间的那些荒唐 “乌龙事件”

5

月

5

日， 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

陈仲伟在家中被

20

多年前治疗过的病人袭击

,

伤

重不治不幸逝世；

5

月

18

日， 邵东县人民医院

五官科医生王俊在给患者清创治疗中被另一名不

愿等待的患者家属围殴致死。 这些消息引起医界

一片哗然。 不少医务人员通过各种渠道发声， 表

达自己的愤怒和哀悼之情。 有些医生发出 “杀光

陈仲伟， 你们人人都是魏则西” 的呐喊。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 “医生” 是一个被戴上

了光环的职业： 体面、 高收入。 然而超时工作、

无正常节假日、 没有业余活动……才是大部分医生

的真实生活。 超负荷工作、 医疗纠纷多、 患者期望

值过高是医生们感觉压力山大的主要原因。

2014

年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 《中国医生执业状况白皮

书》 的数据显示， 有

64.48%

的医生不愿意自己的

子女从医， 仅有

15.69%

的医生希望子女子承父业。

本该唇亡齿寒的医患关系， 何以变成了今天模

样， 本该相互信任的关系何以变得如此陌生， 笔者

特别盘点了近十年重大医患案件和事件， 以期开一

扇探索之窗。 （陈 敏）

<< 盘点这些年发生在医患间的那些荒唐“乌龙事件”

<< 盘点近年来恶性杀医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