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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托幼机构如何预防诺如病毒感染
学校、 幼儿园是人员高度密

集的场所，学生近距离接触，大大
增加了诺如病毒的传播风险。 那
么， 这类场所该如何预防诺如病
毒感染呢？

了解诺如病毒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是由诺

如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胃肠道疾

病，容易在学校、托幼机构等相对
封闭的场所引起胃肠炎暴发。

诺如病毒感染的症状以轻症

为主，主要症状为恶心 、呕吐 、腹
部痉挛性疼痛及腹泻等。 病人在
患病急性期和症状消失后的 3
天内传染性最强。 诺如病毒感染
病程较短 ，一般为 2～3 天 ，病情
大多呈自限性 ，治疗时不需用抗
菌素 ， 以对症或支持治疗为主 ，
愈后良好。

诺如病毒如何传播

诺如病毒感染患者和隐性感

染者为诺如病毒感染的传染源 ，
传染途径主要有食源性传播 、水
源性传播以及人接触传播。

1.食源性传播
食用被诺如病毒污染的食

物，如贝类、蔬果等。
2.水源性传播
桶装水、市政供水、井水等饮

用水源被诺如病毒污染， 被人所
饮用。

3.人接触传播
主要包括粪口传播、直接接触

诺如病毒感染患者、接触被诺如病

毒感染患者污染的物体。

托幼机构和学校如何预防诺

如病毒感染

1.及时发现病例
学校及托幼机构应做好晨午

检及缺勤缺课登记， 一旦发现学
生出现恶心 、呕吐 、腹泻等症状 ，
要立即就医并隔离； 发生聚集性
和突发疫情时， 及时向辖区疾控
中心报告。

2.加强清洁消毒
学校及托幼机构应建立日常

环境清洁消毒制度， 加强校园内
环境清洁消毒， 定期对室内物品
和用具的表面进行消毒， 比如马
桶、门把手、玩具。 多开窗通风，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

3.加强食品从业人员管理
将患急性胃肠炎的食品从业

人员暂时调离岗位并隔离， 杜绝
带病上班。 购买新鲜食材，正确烹
饪食物，对食堂餐具用具、生产加
工场所进行彻底清洁消毒。

4.强化饮水安全
学校及托幼机构应保证饮

用水安全 ，禁止私自使用未经严
格消毒的井水 、河水等作为生活
用水。

5.加强健康教育
学校及托幼机构应加强传染

病健康宣教工作， 督促个人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 使其做到科学
规范洗手，增强防病意识。

（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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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治疗技术实现新突破
市中心医院

本报讯 4 月 18 日，记者在周口
市中心医院获悉，日前，该院介入科
成功为 58 岁的酒精性肝硬化患者
陈先生实施了经肠系膜静脉肝外门

体分流术（TEPS），填补了我市介入
治疗领域的一项技术空白， 标志着
该院介入治疗技术水平位于省内前

列。
“我们为陈先生进行了检查，认

为其患有肝硬化伴食管胃底静脉重

度曲张、 顽固性腹水， 需要手术治
疗。 ”市中心医院介入科主任邢程介
绍，医务团队经过会诊，结合陈先生
及其家属意愿， 决定为其实施开腹
探查与经肠系膜静脉肝外门体分流

术（TEPS）。

经过术前准备 ，邢程带领医务
团队为陈先生进行手术 ，清除其腹
盆腔积液 8000 毫升 ， 并在建立门
体分流通道的同时 ，利用栓塞材料
对其曲张的食管胃底静脉进行栓

塞 ， 最大限度预防并发症的出现 。
手术取得了成功 ，目前 ，陈先生恢
复良好。

“TEPS 在我国应用于临床尚不
满两年，但因其效果良好，已经得到
了许多大型医疗机构的认可。 ”邢程
表示，医院介入科掌握了这项技术，
将更好地为我市患者提供优质 、高
效的医疗服务， 为肝硬化患者排忧
解难。

（普淑娟）

加强感染防控 筑牢安全防线
市中医院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感染控制

管理工作， 提升感染防控质量，4 月
19 日， 市中医院召开第一季度质控
反馈暨感染防控培训会议。

会议对该院第一季度质控工作

中存在问题进行了反馈分析， 对卫
生及多重耐药菌管理专项行动中存

在的高风险因素进行了梳理， 提出
相应的整改建议， 并要求大家在工
作中严格落实感染防控各项措施 ，
确保医患安全。

会议还对第一季度全院职业

暴露情况进行了汇总分析 ，从职业
暴露的暴露源 、人员构成 、相关操
作 、处置流程及标准预防等方面进

行分析 ，着重强调要关注职业暴露
风险点 ，进一步增强职业安全防护
意识。

会上，市中医院普外科医生毕大
磊围绕手术切口分类、手术部位感染
诊断、手术部位感染监测工作流程等
方面进行了培训讲解。

市中医院感控科科长尚萌表示，
市中医院全体职工将进一步增强感

染风险意识， 全面提升感控工作质
量，落实好一级质控，持续关注职业
暴露，增强自身防护意识，做好标准
预防， 切实保障医务人员职业安全
及患者诊疗安全。

（刘伟）

强化安全管理 提升护理质量

市妇幼保健院

本报讯 为推动医院护理工作高

质量发展， 进一步推进护理质量管
理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
保障医疗护理安全， 提高患者满意
度，4月 17日，周口市妇幼保健院（周
口市儿童医院） 召开 2024 年第一季
度护理质量与安全管理委员会会议。

会上，医院护理部相关负责人宣
读了 《关于调整护理质量与安全管
理委员会的通知》，对该院 2024 年第
一季度护理质量、护理安全（不良）事
件情况进行反馈， 从各科室质量检
查成绩、护理安全（不良）系统数据、
护理“零容忍”情况等方面，客观呈现
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原因
并提出改进措施。

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王芳表示，
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确保护理安
全。 要加强薄弱环节管理，强化重点
时段、重点环节、重点人群管理，加强

护患有效沟通， 保证护理服务安全。
要加强护理学科建设， 注重人才培
养，优化护理人才梯队，充分发挥专
科护士优势， 持续提升护理服务水
平。 要落实护理核心制度，强化三基
三严培训，夯实基础护理，做好优质
护理服务。 要持续优化“互联网+护
理”服务，提升延续性护理服务质量，
提升患者满意度。 要强化人文关怀，
提高护士归属感、荣誉感，进一步提
升患者就医体验。 要借助短视频平
台， 加强护理健康科普及工作亮点
宣传。

王芳表示，医院将以患者健康为
中心、以护理质量为核心、以护理安
全为重点、以患者满意为目标，完善
护理工作，提升护理标准，持续优化
护理服务流程， 为医院高质量发展
贡献护理力量。

（韩瀚）

为新生儿提供日间光疗服务
市人民医院

本报讯 俗话说 “十个宝宝九个
黄”， 新生儿黄疸是新生儿常见的问
题之一。 蓝光治疗是目前治疗新生
儿黄疸最有效、最安全的手段。 4 月
20 日， 记者从周口市人民医院了解
到， 该院新生儿科现已开设日间光
疗病房， 让新生儿无需住院便可接
受蓝光治疗。

“日间光疗是指黄疸宝宝白天在
病房进行蓝光照射治疗，每次治疗时
长为 8至 10 小时。治疗结束后，家长
可以将宝宝接回家， 不影响晚上休
息。 ”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相关负责
人介绍，治疗期间，新生儿科专科医
生、护士会观察新生儿的病情，给予
专业护理服务， 且持续予以心电监
测及血氧饱和度监测， 确保新生儿

的安全。
据介绍，日间光疗服务适用于生

命体征稳定、体内间接胆红素含量升
高至光疗指征、无高危因素、体重大
于 2.5 千克、精神良好、体温正常的
新生儿。 若需要该服务，家长可将新
生儿带至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就诊，
专科医生会对新生儿的状况进行评

估，制订专业诊疗方案。
相关负责人提醒，新生儿黄疸大

多是正常生理现象，只要在医生指导
下监测黄疸变化， 必要时进行干预，
新生儿都可以平安度过黄疸期。 但
家长也要充分重视孩子的黄疸病情，
及时带其就诊，以免对新生儿造成不
可逆的多系统损伤。

（史书杰）

市中心血站:开展校园科普宣传 普及无偿献血知识
本报讯 为普及无偿献血知识 ，

4 月 20 日 ，市中心血站与周口师范
学院联合开展了无偿献血知识问

答活动。
活动现场，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

借助校园歌手大赛舞台为师生们讲

解无偿献血知识，发放无偿献血知识

宣传单。 师生们认真听讲，仔细阅读，
牢记相关知识。 随后，师生们竞相登
上舞台，踊跃答题，现场互动频繁，气
氛热烈。

市中心血站血源二科负责人张

金路说 ： “高等院校是无偿献血的
重要依靠 ，广大在校学生一直以来

都是我市无偿献血的先行者和主

力军 。 尤其是在血液短缺的状况
下 ， 各在周高校能够高度重视 ，精
心组织 ，有力地保障了我市临床用
血需求。 ”

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无偿
献血知识问答活动是市中心血站的

首次尝试，效果良好。 下一步，市中
心血站将开展多种形式的无偿献血

知识进社区 、进高校 、进机关 、进部
队等活动，提升无偿献血知晓率，为
我市无偿献血事业的持续发展贡献

力量。
（郑伟元）

妊娠期需要补充的营养有哪些
妊娠期的营养摄入不仅关乎

孕妇自身的健康， 更是胎儿健康
成长的关键和基础。 因此，在这个
阶段，孕妇应该注重补充营养。

叶酸

叶酸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 ，
在宝宝的神经发育中起着重要作

用。 因此，建议在孕前和孕早期就
开始补充叶酸。 根据专业医生的
建议， 孕妇每天应该摄入 400 微
克的叶酸。 这一剂量既能满足宝
宝对叶酸的需求， 又可以保障孕
妇身体健康。

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D
对于孕妇来说， 应该摄入适

量的维生素 C， 这不仅关系到母
体的健康， 还能保障胎儿的正常
发育。 建议孕妇在日常饮食中增
加绿叶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 ，因
为这些食物都是维生素 C 的天然
来源。同时，维生素 D 也是孕期重
要的营养素， 可以促进胎儿骨骼
的正常发育。 如果孕妇体内缺乏
维生素 D， 就会导致胎儿出现佝
偻病、生长发育迟缓、牙齿发育不
良等问题。

铁元素

孕期贫血是一个常见问题 ，
补充铁元素对预防和治疗贫血有

一定的作用。 为确保孕妇和胎儿
的健康，在日常饮食中，孕妇应注
意摄入铁元素含量丰富的食物 ，
如红枣、绿叶蔬菜、猪肉、牛肉、羊

肉、鱼肉等。 若铁元素严重缺乏，
除了摄入补铁食物， 孕妇还可以
在医生的建议下适量服用铁剂 。
服用铁剂时， 应注意尽量避免与
茶水、咖啡、牛奶等同服 ，以免影
响机体对铁的吸收。

蛋白质

蛋白质是人体细胞的重要成

分， 也是构成胎儿组织的重要成
分， 孕妇补充蛋白质可以促进胎
儿的生长发育。 在众多食物中，鸡
蛋、鱼类、豆类、瘦肉是优质蛋白
质的理想来源， 它们不仅富含蛋
白质，而且易于人体消化吸收。 每
天摄入约 60 克的蛋白质，可以满
足孕妇和宝宝的基本需求。

钙元素

钙元素是构成骨骼和牙齿的

主要成分，还影响许多重要的生
理功能 ，如神经传导 、肌肉收缩
等。 如果钙元素缺失 ，就会导致
孕妇骨质疏松 、 妊娠期高血压 、
胎儿骨骼发育迟缓 。 因此 ，孕妇
在孕期应该特别关注钙元素的

摄入。 需要注意的是 ，钙的摄入
量要进行控制 ， 孕晚期为每天
1000 毫克 ， 最高耐受量为每天
2000 毫克 ，切忌补充过量 ，避免
引发便秘。 孕妇可以选择钙含量
丰富的食物，如奶类、豆制品 、海
产品及蛋类等，在正餐或者加餐
时食用。

（据 4 月 20 日 《医药卫生
报》）

�������4 月 18 日至 19 日，周
口市医保局组织召开全市

医药服务管理工作座谈会

暨周口市医保支付方式改

革培训宣讲会， 回顾总结
2023 年全市医药服务管理
工作情况， 分析研判 2024
年医药服务管理工作新形

势， 部署安排下一阶段工
作任务。 图为会议现场。

史书杰 摄

我省启动四河流域环境与健康
综合监测及相关风险评估

4 月 18 日，记者从河南省四河流
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及相关风险

评估启动会暨技术培训班上获悉，我
省今年要利用专项经费首次启动四

河流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及相关

风险评估工作，探索建立我省环境因
素与人体健康监测及风险评估体系，
完善评估机制。

近年来，我省环境健康危害因素
监测工作稳中求进， 不断创新，2014
年以来， 城乡水质监测体系日臻完
善，饮用水质量显著提升。 全省空气

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监测工作自

2013 年在郑州启动以来，已逐渐覆盖
5 个城市、10 个县（区）。 在省疾控中
心的带领下，全省疾控系统与生态环
境、气象、公安、教育等部门建立了密
切协作机制，在疾控系统内部建成了
“直达一线、全程质控”的管理模式。
2019年，河南省疾控中心被评为首批
“国家环境健康风险评估试点”。

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郭万申说，
河南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是全国唯一
横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河流域

的省份， 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起
点，肩负着保障首都等北方地区水资
源安全的重要使命。 四河流域环境与
健康综合监测及相关风险评估是河

南利用中央转移支付项目资金创立

的地方特色项目。 全系统要建立健全
工作协同机制、 强化全流程质量控
制、推动工作成果加速转化，确保四
河流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及风险

评估工作取得实绩实效。
郭万申表示，各级疾控部门作为

牵头部门，要切实担当作为，狠抓工

作落实，积极建立常态化数据共享机
制，推进本地化方案制订、督导检查、
考核评估、 项目总结等全流程工作。
各级疾控中心要成立专门工作组织，
由领导小组抓好统筹，由专业工作组
负责各专项工作。 省疾控局和省疾控
中心要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严格按照
时间节点推动项目开展。 各项目市县
参训人员要切实掌握采样、 监测、资
料收集、数据分析等关键技术，把监
测项目各项要求落实落细。

（据 4 月 20日《医药卫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