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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7个省级医学中心确定
合肥四院成为
安徽省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星报讯（朱世玲 李皖婷 记者 马冰璐） 昨

日，记者获悉，安徽省科技厅、省卫健委近日组织

完成了我省第二批7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评审

工作，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安徽省精神卫生中

心）被认定为安徽省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

新成立的安徽省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将面向我国精神心理疾病诊疗和防控需

求，以临床应用为导向，发挥基础和资源优势，

集聚省内精神专科主要医疗和研究资源，开展

精神心理疾病的发病机制、新型生物标记物等

前沿研究。探索先进诊疗适宜技术，产生一批

先进创新成果，加强与北大六院、湘雅二院、上

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及安

徽医科大学等学术水平高、科研能力强的专科

医院和高校间深度合作和学术交流，加强人才

培养和临床转化，推广普及成果应用，极大提升

安徽省精神心理疾病科研和临床诊疗水平。

构建覆盖省、市、县三级精神卫生专业机构

的中心协同网络构架。合肥四院作为中心单位，

全面负责中心构架和研发平台建设；省内15家地

市级具有精神心理疾病诊疗资质的医疗单位为

协作单位，参与平台建设和临床研究；52 家医联

体单位（包括 20 多家县区级代表性协作医院）为

协作单位，参与临床研究和技术推广。

星报讯（鲍邦红 费秦茹 记者 马冰璐） 合肥

市民许先生，多次出现不明原因昏厥，他以为并无

大碍，岂料差点酿成大毛病。昨日，专家提醒，若

经常不明原因晕倒，应警惕颈动脉狭窄。

近日，许先生又一次发生晕厥，并且伴有口角

流涎，家人连忙拨打120把他送到了合肥市一院急

诊科就诊，后转入心内科进一步寻找晕厥原因。

原来，许先生的左侧颈动脉存在重度狭窄，

这个就是导致他发生多次晕厥的罪魁祸首。“如

果不手术，以后发生脑卒中的风险极高。”血管外

科吴忠寅副主任医师与许先生充分沟通后为他实

施了左侧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手术顺利，

一周后，许先生顺利康复出院。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逐

步加快，脑卒中的发病率逐年增高。脑卒中致残

率高、病死率高、预后差。据统计，我国有一半

以上的脑卒中患者是由颈动脉狭窄引起。

专家表示，在高速血流的冲刷下，某些不稳定

颈动脉斑块会脱落到脑组织内造成远端血管栓

塞，同时颈动脉重度狭窄也可以导致脑供血不足，

引发脑梗塞，而此时对于这类患者，手术往往是行

之有效的办法。

经常晕倒？警惕颈动脉狭窄！

星报讯（刘旭祥 邱向峰 记者 马冰璐） 1 月

份是冬季最寒冷的季节，气温低、气候干燥，昨

日，合肥市疾控中心发布提醒，目前已进入流感、

水痘等疾病的高发期，应注意预防呼吸道传染病

的发生。2020 年 1 月份恰逢新春佳节，人员流动

频繁，外出旅游、度假、探亲和聚餐机会明显上

升，在聚会度假期间应注意生活节律，避免疲劳

过度，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市民更要注意避免情绪

激烈波动。

据介绍，老人、儿童以及有基础性疾病者，是流

感的易感人群，这类人应该及早接种流感疫苗。

在流感高发期，尽量不到人多拥挤、空气污浊的场

所；不得已必须去时，最好戴口罩。

水痘好发季节在深秋和冬季；感染对象主要为

幼托、学龄前与学龄期儿童，应注意平时开窗通

风，保持空气流通；对易感儿童亦可接种水痘减毒

活疫苗免疫预防。对患病儿童应及时就诊，注意

护理，防止继发感染。

食源性疾病主要借助食品摄入病原菌感染

发病，发病可表现散发，亦可呈集体性发生。市

民在这一季节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外出旅游、度假

或聚餐时应注意食品卫生，不吃不卫生、腐败变

质、不洁食品；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等良好个人卫

生习惯，防止食源性疾病发生。

冬季门窗紧闭，通风不良，极易因为煤球或燃

气燃烧不充分导致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气温骤

升骤降时因气压变化导致中毒。市民应检查燃气

或煤球炉及其管道畅通情况，定期开窗通风，保证

室内充足的新风量，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冬季来临，雾霾天气逐渐增多，抵抗力弱的老

人儿童以及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易感人群应尽量

减少户外活动，采用外出时戴口罩等措施进行自

我保护。

另外，春节期间计划前往东南亚、南美洲、非洲

等地区旅游或居住者应做好登革热、疟疾等蚊媒

传染病预防措施，可穿浅色长袖衣裤，皮肤裸露部

位涂抹驱蚊剂，避免蚊虫叮咬，减少人蚊接触，降

低患病风险。

寒潮来袭，注意预防呼吸道传染病
合肥市疾控中心发布1月防病提示

星报讯（李欢 记者 马冰璐） 71 岁的宋大爷

患有脑梗，一直卧病在床，近日，宋大爷的家人突

然发现老爷子呼吸急促、呛咳不止、甚至一度昏

迷不醒，赶忙将其送至合肥市二院和平路院区急

诊科。

经询问得知，宋大爷自患脑梗开始就出现偏

瘫现象，长期卧床，日常的饮食也由家人喂食。

“我们平时喂食也比较注意，都以软食为主。老

爷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呛咳症状呢？”宋大爷家人

很疑惑。

据合肥市二院ICU陈婷医生介绍，像宋大爷这

样受反复脑梗导致长期偏瘫的患者不在少数，其

中 70～80%容易出现吞咽神经瘫痪，从而影响吞

咽功能协调，被食物卡喉后家属不易察觉，直至昏

迷才被送到医院，来时食物已经呛在了气道中造

成了肺部感染，如果不及时将所卡食物取出，将很

快危及生命。

考虑到患者年纪较大且病情危重，ICU与呼吸

内科团队当即为宋大爷进行了纤维支气管内镜下

的治疗。经过数小时的艰苦奋战，在鳄鱼钳和吸

管的完美配合下，米粒残渣全部被吸取出，患者不

适症状完全消失。

据了解，三高人群是多发反复脑梗的高危群

体，为了防止像宋大爷这样的患者出现所喂食物

呛咳在肺部造成严重的后果，合肥市二院 ICU 项

海清护士长建议，对于长期卧床的偏瘫患者，倡导

采取鼻饲喂食，进食前需将床头抬高30度，喂食结

束后半小时内不宜放下，谨防食物反流造成病人

的误吸。所喂食的食物尽量以流食为主，温度适

宜，每次少量慢送，提倡少食多餐。

小小米粒险酿“大祸”
专家：长期卧床偏瘫患者最好采取鼻饲喂食

合肥7位老人组团
帮扶特殊老人

星报讯（冷梅 陈三虎 记者 沈娟娟） 在合肥

市蜀山新村，有7位热心肠的老人家，虽然平均年

龄已经 65 岁，但他们仍然组建“爱心行动志愿

队”，坚持传递自己的爱心，上门探视、打扫卫生、

推残疾老人晒太阳……他们走街串巷，为辖区的

高龄、孤寡、独居、残疾老人奉献一份份温暖。

丁秀贞奶奶今年（2020 年）87 岁，一生无儿

无女，自从老伴去世后家中更是冷冷清清，人也

变得越来越沉默少语。爱心行动志愿队了解到

这个情况后，经常上门和奶奶聊天，随时关注奶

奶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

“他们真是太贴心了。”丁秀贞家的厨房灶台

上少了一个手柄，志愿者一次上门探视时发现了

这个小细节，当天下午，志愿者就带着新的手柄

上门给奶奶换上，“比亲人想得还周到。”

今年 70 岁的倪宝林是志愿队的队长，他告

诉记者，蜀山新村所在的飞虹社区里有很多老

人，高龄、孤寡、残疾老人居多，平时子女外出打

工，老人们有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和需求都不知道

找谁去说。

“我是一名有着 40 年党龄的老党员，身

边有一些比我年长却孤独的老人，我更有义务

去帮扶他们。”2019 年 10 月，蜀山区民生社会

工作服务社联合飞虹社区打造了一只爱心行

动志愿队，7 位热心肠的老人家走到了一起，

组建志愿服务队帮扶特殊老人，让老人的晚年

过得更幸福。

每个月，这些志愿队的成员们都要去特殊老

人家中探访 1～2 次，倾听他们的需求，检查家里

的水电燃气，帮他们打扫卫生等，还实地观察老

人们的居家环境，记录下需要改善的情况。

“今年，我想再发展 5～7 名志愿队的队员，

更好地服务辖区的居民。”倪宝林说，虽然自己也

到了需要别人照顾的年纪，但只要身体允许，就

会一直奉献爱心。

星报讯（程晨 记者 马冰璐） 昨日，记者从合

肥团市委获悉，随着前期准备、规划设计和招标工

作结束，位于合肥东部新中心，依傍美丽的瑶海湾

湿地公园的合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清表开工。

据了解，合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是合肥市委市

政府为服务青少年创新创造和实践体验成长需

求，由市级财政投资建设的重点公益性工程，项目

总投资约7.9亿元，一期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位于

龙岗路与淮南路交口东北角。中心将建有科创

馆、粹艺传承馆、军事安全馆、纪念馆、演艺馆、展

览馆、运动馆、少年军校及素质拓展训练基地等，

集多种场馆功能于一体。中心还将同时设计科创

类、传统技艺类、军事安全类等一系列课程支撑体

系，开发青少年的创新素养和创造思维，努力建成

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展示、服务六位一体的现

代化大型青少年活动场所。

合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项目计划建设工期 3

年，由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中标承建。

合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清表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