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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宜超 市第三人民医

院感染一科副主任医师，毕业

于河南医科大学，焦作市肝病

研究所副所长；从事教学、科研、临床工作

15

年，擅长消

化、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治，尤其对各种内科疑难病症、急

慢性肝炎及肝硬化的诊治有较高造诣。

乙肝治疗七误区

本报记者 朱传胜

上周，本报以《乙肝患者擅自停药酿悲剧》为题，报

道了一名乙肝患者在看到自己的肝功能检查结果正常

后，便自行停药，结果造成肝衰竭死亡的悲剧。 消息见

报后，引起了不少乙肝患者的关注。为了避免这样的悲

剧再次发生，近日，记者采访了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一

科副主任医师和宜超， 请他详细介绍乙肝的治疗误区

以及如何正确合理治疗乙肝， 从而让乙肝患者得到科

学、正规的治疗。

和宜超根据几十年的从医经历， 列举了在乙肝治

疗过程中经常出现的

7

大误区。一是误信广告。一些乙

肝患者为了治疗疾病，盲目地相信一些街头小广告，结

果是钱不少花，病情却没有丝毫好转。二是治疗时机错

误。乙肝患者中有

80%

左右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尤其是

青少年，多处于免疫耐受阶段，对各种治疗无应答，如

果此时进行药物治疗，不仅浪费钱财，还会导致病毒耐

药，给以后的治疗增加难度。三是久病成医，自以为是。

一部分人发现医生开的药每次都差不多， 便自行到药

店购买，也不作检查，这样很难保证疗效。 四是单存追

求乙肝病毒表面抗原转阴。 很多患者以为只要是乙肝

表面抗原能够转阴，就是彻底治愈，其实这种想法是错

误的。五是吃药不按时或是“见好就收”。这是多数慢性

乙肝患者的“通病”，有了症状后就去找医生开药，等到

症状有所减轻时便立即停药。 六是认知不足， 忽视耐

药。目前，耐药问题已成为影响乙肝患者得到持续有效

治疗的“瓶颈”。 由于部分乙肝患者乃至部分医生的认

知局限，在初始治疗时就对耐药问题缺乏重视，使治疗

过程遭遇“暗礁”。 七是本末倒置，重治疗轻生活。 很多

患者将乙肝治疗中的短期指针达标当作唯一的目标，

情绪经常随着指针的波动而起伏不定，神经紧张，失去

正常生活的信心，其实快乐和药物一样重要，快乐可以

使药效提高。

那么，如何正确合理治疗乙肝呢？ 和宜超表示，对

于乙肝治疗，一定要选择专业医院和专科医生，经过精

确地检测后， 才可以针对乙肝患者的具体情况给予科

学、规范和彻底的治疗。

关于终止 JGT2013-10号土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交易活动的公告

2013

年

7

月

5

日

17

时，在

JGT2013-10

号土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交易活动中，因网上交易系统出现故障 ，致使网上交易系统在竞买

人最终报价低于挂牌出让底价的情况下为竞买人发送了《网上竞得

证明》。

按照国土资源部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

十九条规定：“在挂牌期限内无应价者或者竞买人的报价均低于底

价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不成交。 ”及《焦作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网挂系统因

不可抗力、网络入侵等非可控因素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 ，应终

止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法律法规的规定，终止

JGT2013-10

号地块

的出让活动，此次挂牌出让不成交，择期重新组织挂牌。

特此公告

焦作市国土资源局 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3

年

7

月

11

日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

9

时在

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焦作矿山机器厂附件分厂的全部破

产财产。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3

年

7

月

18

日

16

时前将竞买保证

金缴至我公司指定账户， 并携带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 竞买不中者，保证金于会后三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预展时间：

2013

年

7

月

17

日

~18

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咨询电话：

(0391)3996565 13849516516

焦作市乾诚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

7

月

11

日

中国拍卖“

A

”级资质 省先进拍卖企业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招 租

工业路东段门面房招租。 房屋结构： 两层框剪结

构，总面积

3200m

2

，单套面积

142m

2

~250m

2

，可分割、组

合使用。

位置：工业路东段第

91

中心医院大门西侧（焦作

大学老校区对面）

特别声明： 谢绝经营医疗类商业 （包括药品、药

械）、餐饮、娱乐（歌厅、酒吧、足疗保健、网吧、台球厅

等）行业租用。

联系人：赵先生

18639169011 15538978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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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路

睡眠习惯差影响儿童智力发育

良好的睡眠习惯对身体健康

十分重要，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证

实，睡得晚或睡觉时间不规律会影

响儿童智力发育， 降低其反应、阅

读和算术等能力。

英国研究人员对

1

万多名

7

岁儿童进行研究后发现，如果没有

相对固定的睡觉时间或睡觉时间

晚于

21

时，儿童在阅读、算术等方

面的成绩会比较差。 相对来说，女

童所受影响比男童更大，而且这种

影响会不断累积。

研究人员还调查了

3

岁和

5

岁儿童的睡眠情况，发现

3

岁儿童

睡觉时间最不规律，约五分之一的

3

岁儿童没有固定睡觉时间。 总体

而言，睡眠不规律对所有年龄段的

儿童都有影响， 他们的反应能力、

空间认知能力会有所降低。

研究人员解释，缺乏睡眠或睡

觉时间不规律会影响自然的身体

节律，干扰大脑对新外界信息的接

收和处理过程。

研究负责人认为，家庭环境混

乱也可能是儿童睡眠不规律的原

因，而家庭环境对儿童认知能力也

有影响，不过即使将这些因素考虑

在内，睡眠与智力发育仍有密切关

系。 因此，家长应尽早帮助儿童养

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新 华

盲肠也有“味觉”

“普通绒”是生活在巴西热带

雨林中的一种小型猴子，研究人员

发现，它的盲肠中有大量能传递味

觉信息的蛋白质，这意味着它的盲

肠在感知味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

作用。

“普通绒”栖息在热带雨林的

树冠上，以植物的叶子和果实等为

食，树脂和树液在“普通绒”的盲肠

中发酵，从而提供营养。 盲肠在人

体中的作用并不明显，而植食性动

物则有长袋状盲肠，特别是那些不

能反刍消化植物纤维的动物。

研究人员检测“普通绒”的消

化器官时发现，其盲肠和大肠中传

递味觉信息的蛋白质合成量并不

亚于舌头。而在日本猕猴和狒狒体

内，盲肠和大肠并不合成同样的蛋

白质。研究人员认为这跟“普通绒”

特殊的食性有关。

研究人员在人类大肠等处的

细胞中已发现了与味觉有关的蛋

白质，被认为有助于调整食欲和血

糖值。 研究负责人说，“普通绒”盲

肠的味觉机能可能与调节发酵及

异常时的排泄有关，他认为，对“普

通绒”盲肠的研究有助于了解灵长

类动物肠道的味觉机能。 蓝建中

英国推出世界疾病分布地图

疾病与地域息息相关。据美国

《新科学家》杂志报道，近日，在英

国皇家学会科学展览会上，一幅有

趣的世界疾病分布地图吸引了众

人驻足。

在这幅地图上，每块大陆都被

描绘成人身体某一部位发生病变

时的微观景象，生动展示出不同地

区的人最容易患上哪种疾病或因

何种原因死亡。

在地图中，北美洲被描绘为一

堆肥胖的脂肪组织，因为该地区居

民肥胖症发病率非常高；欧洲和俄

罗斯被描绘为棕色的大脑组织，代

表该地区老龄化严重，认知障碍症

发病率高；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被描

绘为胰腺组织，因为这个地区的人

们容易患上胰腺类疾病并引发糖

尿病；格陵兰岛上被标记了一些精

子细胞的图形，表明这里是不育症

的高发地区。

据了解，这幅分布地图是由一

位名叫奥德拉·诺埃尔的医生绘制

的，她曾是名艺术家。 英国皇家学

会希望这幅疾病分布地图能警醒

人们关注健康，不同区域的人在预

防时应有所侧重。

吕 冰

产后多运动 可以防腰痛

初为人母让人喜悦，可许多新

妈妈却在承受着产后腰痛的折磨，

这已成为产妇最常见的病症之一。

通常出了月子，大多数女性的腰痛

症状会逐渐消失或好转，但有一部

分人却落下了病根。 究其原因，除

了跟孕妇的身体变化有关，坐月子

时的一些疏忽也是重要原因。

怀孕期间由于内分泌改变，腰

部和骨盆处的韧带变得松弛，孕期

身体的重心会发生变化，导致脊柱

严重变形。这些变化都会让许多新

妈妈出现腰痛症状，但这种情况大

多会恢复。 然而，产后错误做法造

成的腰痛恢复起来会比较难。首先

是缺乏运动。现在仍有不少产妇产

后主要是卧床静养，大部分事情都

由家人或月嫂代劳，过于缺乏运动

会减缓新陈代谢、 影响身体恢复。

其次是姿势不良。新妈妈们由于缺

乏经验，在抱起、哺乳及放下宝宝

的过程中姿势不当也会造成腰痛，

比如经常坐着哺乳而没有垫个靠

垫，时间一长，就会导致腰痛。 第

三，有的新妈妈因产后过度进补而

肥胖，导致重心前移，加重腰椎负

担，此外月子中睡的床垫太软也会

导致腰痛。

那么，如何才能预防或减轻产

后腰痛呢？ 多运动是一个好办法。

具体做法：

1.

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包括行

走坐卧及哺乳、抱小孩姿势等；

2.

常做伸展腰部、下蹲等动作

锻炼腰部肌肉，每天定时做提肛收

腹动作锻炼盆底肌肉，还可以做背

部理疗或按摩，放松肌肉；

3.

加强腹部肌肉的练习，让松

弛的腹部尽早复原；

4.

多做转腰动作进行腰椎的

稳定性训练，恢复腰椎正常曲度。

时 报

做德术兼备的好医生

——— 记市人民医院骨二科主任孙晓林

本报记者 董柏生

采访孙晓林，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的

忙碌和耐心。无论是坐诊、查房，还是下班休

息、外出，前来求诊和咨询的患者总是络绎

不绝，很多人并没有进行预约，但不管是谁

来找或者打电话咨询，他总是不急不躁地给

予解答。他说：“既然找到我，就是信任我，我

一定会尽全力帮他们解决。 ”

作为市人民医院骨二科的主任，孙晓林

始终抱着这样一个信念： 患者永远是第一

位，无论病大病小，都要为他们负责。

孙晓林说，自己的父亲就是一名受人尊

敬的医生，从小父亲教他的做人、待人道理

以及在从医过程中许多医家德术兼备的行

为都在无形中影响着他，让他努力去做一个

对患者负责、让患者信赖的医生。

抱着这样的观念， 不论是白天上班，还

是晚上加班做手术，孙晓林不敢有丝毫的疏

忽，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到热情细致对待每

一位就诊患者，尽自己所能对患者进行最佳

的治疗。

家住孟州市南庄镇的一位患者因髋关

节疼痛不能走路， 家人便带着他四处求医，

虽然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但病情始终不

见好转。

2011

年夏天，这位患者在母亲的带

领下找到孙晓林就诊。孙晓林经过认真检查

和仔细分析后， 确诊其患上了髋关节结核，

并随即给他做了病灶清除手术。 术后，这位

患者很快就能下床活动，两个月后复查完全

康复。 复查时，这位患者的母亲紧紧拉着孙

晓林的手千恩万谢：“到哪儿看，医生都叫俺

儿换关节，要都像你这样认真，俺儿就不会

受这么大的罪了，你救了俺一家啊！ ”

“医生，作为一个性命相托的职业，不光

要有仁慈济世的爱心， 更要具备高超的医

术，方能解除患者的痛苦。 ”孙晓林说。

1984

年， 孙晓林从河南医科大学毕业

后就来到市人民医院骨科工作，这一干就是

近

30

年。这些年来，他不断学习、不断探索、

不断超越，逐渐成长为焦作地区骨科方面的

权威，并创造了焦作地区骨科专业方面的许

多个“第一”。

1996

年，他晋升为副主任医师，是焦作

医疗临床系统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 ；

2002

年，晋升为主任医师；

2011

年，被评为国家

“三级教授”。 同时， 他还是河南省卫生厅

2012

年公布首批具有全膝、 全髋关节置换

免培训资格医师；在河南省率先开展全程无

痛骨科手术、微创骨科手术。

在工作中， 他注意对临床经验进行总

结，在国家、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0

余

篇，“利用废弃残指急诊手功能重建” 等十

几项成果获得市级科技成果奖。其中，“线锯

法后路双开门治疗颈椎管狭窄”获得省级科

技成果奖。

2007

年， 市人民医院把骨科分为骨一

科和骨二科，孙晓林任骨二科主任。 科室刚

成立时，年轻人多，技术力量比较薄弱，除了

自己是主任医师外， 仅有一名副主任医师。

几年来，他一方面以身示教，一方面鼓励督

促科室人员加强学习，进修培训，提高业务

技能。 为了追求前沿学术水平，他还把科室

骨干分为微创脊柱专业组、股骨头坏死关节

置换专业组、创伤显微外科专业组

3

个专业

组，有针对性地提高医生的专业水准。现在，

骨二科已经有

3

名副主任医师，

4

名主治医

师。 多年来，骨二科一直是我市市级医学重

点学科，是中国医学基金会美敦力威高骨科

教育公益项目培训基地。

微创手术是一种更加人性化的治疗方

法，具有创伤小、手术时间短、切口小、出血

量少、不易感染、恢复快以及迅速解除患者

病痛的特点，是脊柱外科的发展方向。 近年

来，骨二科在孙晓林的指导下逐步由传统的

开刀手术向微创手术转变，目前科室已开展

了如椎间孔镜技术、椎间盘镜技术、微创通

道下融合内固定术、微创非融合术等一系列

脊柱微创技术，不仅避免了开大刀需承担的

较大风险和长期卧床对患者的危害，还有利

于患者早期活动，极大地缩短了患者的治疗

周期，节省了医疗费用，得到了广大患者的

好评。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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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老太太因外伤导致腰椎压

缩性骨折，腰背部疼痛难忍，卧床不起，连翻

身都很困难，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以往，此

类骨折均需进行开放手术或绝对卧床两个

月，对老年人来说，开放手术风险极高，绝对

卧床又给患者及家属带来了不便，甚至使一

些老年人死于长期卧床所致的褥疮、坠积性

肺炎、肺栓塞等并发症。 孙晓林和患者及家

属进行充分沟通后，患者及家属毅然选择了

微创手术———“经皮椎体成形术”。 当天，该

科医生在半个小时内成功地为患者实施了

“经皮椎体成形术”。 术后几个小时，患者腰

背部的疼痛就明显缓解， 也能下地行走，实

现了生活自理。

现在，孙晓林是中国医师协会河南省分

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河南分会显微外科会员，

中华医学会河南河南焦作市分会副主任委

员，中华医学会河南分会骨科关节专业组委

员，中华医学会河南分会骨科脊柱专业组委

员。由他带领的团队所掌握的人工髋膝关节

置换技术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主要并发症

小于

0.5%

，较国内平均水平低

1

个百分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面

对称赞和荣誉，孙晓琳感到这是一种压力和

责任。 他说，如果没有医院的大力培养和支

持，没有医院专门为青年医生创造良好的成

长环境，自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今后，他

将一如既往地刻苦钻研， 向具有更高水平、

更精湛的技术领域迈进，把骨二科打造成市

人民医院的一个技术品牌。

不快乐，多是自找的

谁都希望天天快乐。可如今，不快乐却成了一些人的口

头禅。

别人总是光彩照人，自己却是扎入人堆看不见的凡人；

成绩平平、溜须拍马的人平步青云，忙忙碌碌、加班加点的

自己却原地踏步……这一切都搅得自己心绪不宁， 谈何快

乐？ 细想却发现，太多的不快乐都源自同一个人———别人。

生活中，我们大多会把快乐寄托在别人身上，别人才是

自己快乐的源泉，自己只是掌控在别人手中的玩偶。

事实上，看似是别人给的快乐，其实还是自己找到了快

乐。不快乐时，试着去寻找，逗自己快乐，才是快乐的最高境

界，才是生活的最大快乐。 张金刚

小鸡炖蘑菇提鲜 羊肉配萝卜去膻

每种肉都有好搭档

生活中有个伴儿，不会感到孤独

寂寞；职场上有个好帮手，能起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你知道吗？在烹调中，

每种肉也有个自己的好搭档。

猪肉———白菜

猪肉白菜馅的饺子一直被视为

经典搭配， 其实这在营养上也有道

理。大白菜清淡可口，滋味鲜美，和肥

美的猪肉一起搭配， 不但口感好，还

能增进人的食欲。 此外，白菜中的膳

食纤维可以帮助猪肉中的胆固醇从

体内排出，从而减少饱和脂肪酸对人

体的伤害。

牛肉———番茄

红肉是铁元素的重要来源，而牛

肉中的铁含量尤其丰富，遇到富含番

茄红素和维生素

C

的番茄后， 牛肉

中的铁能够更好地被人体吸收。

羊肉———白萝卜

从中医角度来说， 白萝卜性寒

凉，能润燥清火，而羊肉比较温热，因

此两者在寒热方面比较平衡。从营养

上来说，吃萝卜可以补充钾和膳食纤

维；从口味上来讲，两者搭配既能减

少萝卜的辣味， 也能减少羊肉的膻

味；从消化角度来说，加了萝卜，可以

减少吃羊肉后的油腻感。

鸡肉———蘑菇

蘑菇中含有丰富的鸟苷酸盐，鸡

肉含有丰富的肌苷酸盐， 在熬制过程

中，它们都会释放出游离的谷氨酸钠，

产生协同作用，从而使鲜味大大增加。

鸭肉———山药

山药富含多种营养物质，有益肺

止咳、健脾养胃的功效，鸭肉更是滋

阴养肺、止咳化痰的佳品，故而两者

一起煲汤不仅口味鲜美，还能健脾养

胃、止咳化痰。

鱼肉———豆腐

豆腐中的蛋氨酸含量较少，而鱼

肉中这种氨基酸含量丰富；鱼肉苯丙

氨酸含量比较少，而在豆腐中含量较

高。因此，这两者混合食用，可取长补

短，提高营养价值。更重要的是，豆腐

含钙多， 而鱼肉中丰富的维生素

D

能加强人体对钙的吸收，使其补钙效

果更佳。 金 如

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一届三次学术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王龙卿 ）

7

月

6

日，焦作市医学会精神病学专业委员

会一届三次学术会议在市精神病院五

楼会议室召开，来自全市各级医疗机构

精神科、神经内科、心理卫生及相关专

业的医护人员，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委

员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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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据了解，此次会议是我市一年一

度的精神病学专科会议，旨在为全市

各级医疗机构精神科、 神经内科、心

理卫生及相关专业的医护人员提供

学习交流的平台，营造全市精神卫生

专业的良好学术氛围，促进我市精神

卫生事业的发展。 此外，大会通过举

手表决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增

补委员。

在随后进行的座谈会上， 上海

精神卫生中心杜亚松教授、 郑大一

附院李恒芬教授分别作了题为 《青

少年情绪障碍的评估和诊疗进程 》

《联络会诊中的焦虑抑郁障碍》 的讲

座。 随后， 两位专家到病房对特殊

病例进行了会诊。

孙晓林（左）与科室医生在分析病情。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