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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卫生生
科科普普天天地地

百百科科
论论坛坛

在新时代的洪流中，城管政工人员作
为城市管理的坚强支柱之一，其能力素养
的高低，将成为衡量城市管理效能与成果
的重要标尺。因此，着力提升城管政工人
员的能力素养，不仅是优化城市管理布
局、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举措，更是推动
城市文明进程不可或缺的一环。
城管政工人员的工作境遇及剖析
当前，城管政工人员面临新时期挑战

与机遇。城市化进程加快使管理任务更繁
重复杂，同时要求他们兼具专业知识、沟
通能力和应变策略。然而，部分人员在思
想观念、业务技能等方面存在短板，难以
适应新形势，制约了管理效能的提升。深
入剖析这些问题，我们不难探寻其背后的
原因：

一、培训机制亟待健全。有的城管部
门对政工人员的培训工作重视不足，缺乏
系统性、前瞻性的培训规划，这导致政工
人员的知识更新滞后，技能水平提升缓
慢，难以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难以适应
城市管理的新要求。

二、思想认识有待提升。部分城管政
工人员对自身职责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
乏锐意进取的职业精神。满足于现状，缺
乏自我提升的动力和决心，难以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崭露头角。
三、工作压力持续增大。城管工作涉

及面广、任务繁重，政工人员在应对各种
复杂问题时常身心俱疲。在诸多工作压力
下，往往难以抽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
自我提升和学习充电，成为制约其能力素
养提升的又一重要因素。

提升城管政工人员能力的深远意义
提升城管政工人员的能力素养，对于

推动城市管理事业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
意义。首先，有助于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
化的城管队伍，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一个团结一致、积极向上的团队，能够
更有效地应对各种城市管理难题，提升城
市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为城市的繁荣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其次，城管政工人员能力的提升将有
助于更高效、更精准地解决城市管理中的
各种问题。能够以更加专业的视角审视问
题，以更加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从而推
动城市管理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城市管理服务。

通过提升城管政工人员的能力素养，
我们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市民群众。一
个有能力、有担当的城管队伍，能够赢得
市民的信赖和支持，增强市民对城管工作
的满意度和认同感。这将有助于构建更加
和谐稳定的城市社会环境，为城市的持续
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探索提升城管政工人员能力的多元

路径
针对当前城管政工人员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全面提升其能力素养：

一、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筑牢思
想根基。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引导城管政工人员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
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他们的职业操
守和奉献精神，让他们在工作中始终保持
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还可以通
过树立先进典型、弘扬正能量等方式，激
发城管政工人员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为
他们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源泉。

二、完善培训体系，提升业务技能水
平。建立健全城管政工人员培训体系，制
订科学合理的培训计划。我们要明确培训
目标和内容，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
过业务培训、技能竞赛、专家授课等多种
形式，全面提升政工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实
操能力。此外，还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如在线学习平台、虚拟现实技术等，
为政工人员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学习途
径，帮助他们随时随地进行自我提升和学
习充电。
三、注重实践锻炼，积累宝贵经验。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提升城管
政工人员能力的重要途径。要鼓励政工人
员积极参与实际工作，通过处理复杂问
题、应对突发事件等实践经历，不断积累
经验、提升能力。同时，我们还要加强与兄
弟单位的交流合作，借鉴先进经验做法，
拓宽工作思路，提升工作效率。通过实践
锻炼和交流合作，让城管政工人员在实践
中不断成长、不断进步。

四、建立激励机制，激发内在动力。
通过建立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
制，激发城管政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
创造力。我们要对表现优秀的政工人员
给予表彰和奖励，树立榜样，激励他们成
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对工作懈怠、不思进
取的人员进行批评教育，督促其整改提
高。通过正向激励和负面约束相结合的
方式，推动城管政工人员不断提升自身
能力素养，为城市管理事业贡献自己的
力量。

五、营造良好工作氛围，激发团队活
力。一个和谐、积极的工作氛围能够激发
城管政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努
力营造一个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工作环
境，鼓励政工人员之间互相学习、共同进
步。通过定期组织团队活动、开展文体竞
赛等方式，增强团队凝聚力和向心力。同
时，还要关注政工人员的身心健康状况，
定期开展文体活动和心理疏导活动，帮助
他们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和精神面貌。通
过营造良好工作氛围和关注其身心健康，
让城管政工人员在工作中感受到更多的
关爱和支持，从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工作
中去。

提升新时期城管政工人员的能力素
养，需要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完善培训
体系、注重实践锻炼、推进信息化建设、营
造良好氛围及自我反思总结等方面持续
努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为城市发
展贡献力量。

(六安市金安区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 黄国涛)

城管政工人员能力素养提升路径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

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
势，一直以来为推动我国各项事
业稳步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和
智力支持。进入新时代，适应新
形势、新变化、新要求，与时俱进
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效能是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方面。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
公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已从单
一技术层面延伸至人文关怀和
制度规范层面。医院作为社会健
康体系的核心载体，其服务质量
和思政工作效能直接影响医患
关系与社会信任。做好医院思想
政治工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就
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对医院思政
工作者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

素养，简单而言就是“素
质”和“修养”，一般是指某个人
与生俱来的特质和后天通过学
习实践得到的品质和能力；抑或
是指从事某种工作或参与某种
活动所拥有的基本条件和能力
的总称。结合新时代医院思政工
作的特点，我们可以概括出医院
思政工作者素养的定义，即通过自身的
后天努力和工作环境逐渐形成的能完
成相关思政工作任务而需要具备的、由
相关知识内化而成的一种素质，相关专
业知识是职业素养的核心内容。可见，
医院思政工作者的素养是开展思想政
治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作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医院思政
工作者，要具备哪些综合素养才能有效
提升思政工作的有效性呢？笔者结合自
己的工作实践，试着从以下角度提出医
院思政工作者素养提升的路径和框架。
知识素养：构建多维知识体系
众所周知，各行各业所有的思想

政治工作都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
巧作为支撑。如今随着思政工作职责
要求的拓宽，医院思政工作的范畴与
内涵越来越丰富，因此，医院思政工作
者必须不断扩大自身的知识储备，做
到精通政策法规、融合医学人文、关注
前沿动态。要熟练掌握国家关于医疗
机构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以及相关
政策性文件，确保工作合规性和正确
导向。要熟悉医学伦理学、心理学常
识，精准掌握医护人员思想动态，提升
沟通技巧。要密切关注医疗改革趋势
和社会公众核心关切，通过持续学习
实现知识迭代，避免工作滞后。构建多
维知识体系是医院思政工作者开展思
想教育、化解矛盾纠纷的前置性条件
和必要性条件，有助于增强其权威性
和说服力。
方法素养：倡导分层分类施策
在新医改的形势下，医院思政工作

者除了需具备基本的知识素养外，还需
要在具体实践中采取灵活多变的工作
方法。换句话说，要避免搞一刀切，学会
根据不同的工作对象和不同实施阶段
设计差异化方案，采用不同的执行策
略，选择最优方法。比如，针对青年医护
群体，可以采用互动式培训、典型案例
探讨等形式，结合职业规划激励其职业

荣誉感和使命感。对于资深医务人
员，可以鼓励他们分享工作经验和
从业感悟，引导其发挥“传帮带”的
示范作用。针对医患纠纷、政策调
整等情境，要学会设身处地站在对
方角度思考问题，以柔性疏导避免
空洞说教。医院思政工作者一定要
做到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力争取得最佳效果。
创新素养：突破传统思维定式
医院思政工作不是在封闭环

境中进行的，而是与经济、社会、文
化、政治等各方面因素息息相关。
外部环境的变化会直接引发医院
思想政治工作环境的变化，具体表
现为：医院思政工作的对象一直处
于不断变化当中，思想政治工作的
内容也不停地变化。面对出现的各
种新变化，传统思政工作的思维和
方式方法已经过时，很难适应新时
代对思政工作的要求，所以，新时
代医院思政工作者要敢于打破固
有模式、突破陈规旧习，不断培养
创新意识与思维，善于以创新的视
角重新审视思政工作。一要做到内
容创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新时代医疗实践相结合，设计特色
主题宣讲、故事会等。二要积极推
进形式革新。引入情境模拟、角色

扮演等参与式、沉浸式教学，增强对青
年医务工作者的吸引力。三要实现机制
优化。通过建立“思政+业务”双考核体
系，将思想表现纳入职称评定，形成长
效激励和正确导向。
实操素养：深化新媒体技术运用
数字化时代必然要求思政工作与

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在此背景下，医院
思政工作者要主动学习计算机与信息
传播技术，善于利用互联网、医院多媒
体设备以及新媒体平台，深化新媒体技
术运用，拓展医院思政工作平台，不断
提高新形势下思政工作的实操能力。如
结合医院的官网、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
平台，定期更新思政工作内容，定期向
医护人员推送思政工作内容，还可以用
医护人员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思政工作
扎实推进，从而对广大医护人员形成潜
移默化的影响，逐渐产生“润物细无声”
的效果，这样可以大大增强医院思政工
作的效率。此外，还可以通过多媒体设
备，制作各种视频短片、音频资料或动
画卡通图片，将枯燥乏味的思政工作内
容形象化、生动化，增强吸引力和感召
力。

医院思政工作者的素养提升是一
项系统性工程，需兼顾理论深度与实践
广度。唯有通过知识积累、方法创新、技
术赋能的多维联动，才能在新医改背景
下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提质增效，为构
建和谐医患关系、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注入持续动能。

(六安市人民医院 邱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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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也是地勘单位企业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等方面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做好地勘单位人才队伍的思
想政治建设工作，对地勘单位的生存与发
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地质勘查行业的
深刻变革，地勘单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机遇与挑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加强人
才思想政治建设已然成为提升地勘单位
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一、地勘单位人才思想政治建设的重

要性
安徽省A地勘单位为公益二类事业单

位，主要从事矿产地质、农业地质、旅游地
质、灾害地质、城市地质、新能源勘查、市
政工程、隧洞爆破、地理信息测绘等领域
工作，下属多个职能部门及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经济实体。

作为公益二类地勘单位，A单位目前
正面临差额拨款难以填补的“缺口”以及
传统地勘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双重困境，
这使A单位的生存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
压力。

一线地勘人员长期坚守在高山密林、
荒无人烟的恶劣环境中，以青春和热血丈
量山河。他们与亲人聚少离多，难以平衡
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未成家的职工因长期
驻守野外，个人婚恋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这些现实困境不断消磨着干部职工的工
作热情，给单位的稳定发展带来潜在风
险。

在此背景下，加强人才思想政治建设
迫在眉睫。唯有打造一支脚踏实地、团结
协作、百折不挠的高素质地勘人才队伍，
才能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履行好

能源资源保障和地质技术服务公益职能，
为地勘事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当前地勘单位人才思想政治建设

面临的主要问题
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地勘行业改革

的持续深化，地质找矿工作的内涵与外延
不断拓展，逐步向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
害防治等领域延伸。这些变革对地勘单位
的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全新要求：新时代
的地勘人才，既需具备扎实过硬的专业技
能，以适应行业技术革新的需要；更要筑
牢思想政治根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在生态保护与地质事业融合发展的新
征程中勇挑重担。
当前，地勘单位在人才思想政治建设

方面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首先，思想认
知与重视程度不足，存在“重业务、轻思
想”的倾向。部分单位将工作重心过度倾
斜于生产任务的完成，对经常性思想教育
重视不足，简单套用“一刀切”的教育模
式，忽视个性化思想引导；日常谈心谈话
流于形式，缺乏“春风化雨”的人文关怀，
导致职工理想信念弱化、工作内驱力不
足，难以激发队伍的凝聚力与创造力。

其次，教育模式僵化，创新动力匮乏。
仍依赖传统说教式教育，内容陈旧、形式
单一，难以契合职工多元需求与时代发展
特征，难以引发情感共鸣与思想共振。存
在“两张皮”现象，难以发挥思想政治建设
对业务工作的促进作用。

最后，工作机制存在短板，缺乏科学
规范的管理体系。部分单位尚未建立健全

思想政治建设考核指标与激励机制，对工
作成效缺乏系统性评估与动态反馈，制约
了人才思想政治建设的质效提升。
三、加强地勘单位人才思想政治建设

的措施对策
针对当前地勘单位人才思想政治建

设面临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完善工作机制，强化组织领导
地勘单位应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建设

工作机制，成立由党委牵头，人力资源部、
工会、业务部门组成的“思想政治建设协
同工作组”。将思想政治建设目标与单位
年度重点任务同步规划，形成“党委统筹、
部门联动、全员参与”的工作格局。同时，
优化资源配置，加大对思想政治建设的投
入，为工作开展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将
思政工作成效纳入部门绩效考核体系，确
保资源与考核双保障。

(二)创新教育方式，增强工作实效
地勘单位需立足行业特性与时代发

展需求，构建“多元融合、精准触达”的思
想政治教育体系。搭建“云端课堂+移动学
习”平台，利用短视频微课、网络教学等资
源，实现野外作业与室内办公场景下的线
上线下协同教育。在教育形式创新方面，
强化实践育人功能。通过组织职工赴革命
老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现场
教学，或结合野外地质勘查项目设立“党
员先锋示范岗”，将地质“三光荣”精神融
入野外一线实践；同时，依托“五四”“十一”
等重要时间节点，策划“地质先锋志愿服
务”等主题活动，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行

动深度融合。
(三)强化实践锻炼，提升综合素质
地勘单位需立足野外作业、项目攻坚

等核心业务场景，构建“实践育人、岗位练
兵”的思想政治素质培养模式。依托重大
地质勘查项目、应急地质灾害防治任务
等，设立“党员先锋责任区”“青年技术攻
坚队”，通过签订“思想政治与业务双目标
责任书”，将理想信念教育、艰苦奋斗精神
培育融入任务全过程。同时，注重将实践
锻炼与团队建设、创新驱动相结合。开展

“野外项目协同攻关”“技能大赛”等活动，
引导职工在跨部门协作、技术难题破解中
强化团队意识，激发创新思维。

(四)转变思想观念，强化服务导向
地质勘查行业是务实型行业，其思想

政治工作亟待实现范式转换：应将传统工
作模式中聚焦思想认知层面的问题解决
路径，与现代管理体系中解决实际问题的
实践路径有机融合，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从

“务虚”向“务实”、从“管理本位”向“服务导
向”转型升级。唯有将思想政治工作深度
嵌入地质勘查业务实践，建立“思想引
领——— 实践应用——— 效能提升”的闭环工
作机制，才能切实达成地质勘查单位人才
思想政治建设的战略目标，为行业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精神动能。
新形势下，加强地勘单位人才思想政

治建设对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推动可持续
发展至关重要。针对当前问题，地勘单位
应通过完善机制、创新教育、强化实践、转
变观念等措施，提升思想政治建设质量，
培养德才兼备的复合型人才，为地勘单位
的创新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13地质队

高佳佳)

新形势下地勘人才思政建设对策

医学影像技术如同手术刀前的
“导航仪”，通过绘制肿瘤的分子特征
图谱与空间定位地图，为医生提供毫
米级精度的治疗决策依据。
靶向治疗的“锁钥”密码

传统化疗药物如同“地毯式轰
炸”，在攻击肿瘤细胞的同时，往往对
正常组织造成不可逆损伤。而靶向治
疗则开启了“生物导弹”时代，通过识
别肿瘤细胞特有的基因突变或蛋白
质靶点，实现精准打击。以非小细胞
肺癌为例，携带EGFR基因突变的患
者使用吉非替尼等靶向药物后，中位
生存期可从化疗组的10个月延长至
30个月，且不良反应发生率降低60%
影像技术的“多模态探针”
医学影像技术通过融合解剖结

构与功能代谢信息，为靶向治疗构建
三维决策模型，正在重塑现代精准医
疗的实践模式。这种多模态影像融合
技术如同为医生装配了“分子显微
镜”，在毫米级空间分辨率下同时解
析肿瘤的生物学特性，使治疗从传统
的“区域轰炸”升级为“精确制导”。

一、解剖定位的“空间坐标系”
CT扫描通过X射线旋转扫描与计

算机重建，可清晰显示肿瘤与血管、脏
器的空间关系。在肝癌治疗中，增强CT
能区分肿瘤供血动脉与门静脉分支，为
介入栓塞治疗提供精确靶点。MRI的软
组织分辨能力更胜一筹，在脑胶质瘤治
疗中，其T1增强序列可精确勾勒肿瘤边
界，指导手术安全切缘的划定。

二、代谢特征的“分子密码本”
PET-CT通过注射18F-FDG等放

射性示踪剂，量化肿瘤细胞的葡萄糖代
谢水平。肺癌病灶的标准化摄取值
(SUV)若超过2 . 5，则高度提示恶性病
变。更前沿的68Ga-PSMA-PET/CT可
特异性识别前列腺癌细胞的PSMA表
达，使微小转移灶的检出率提升至95%
以上。
三、血流动力学的“实时监测网”
超声造影技术通过注射微泡造影

剂，动态观察肿瘤新生血管的灌注情
况。在肝癌消融治疗中，造影剂填充缺
损区可精准界定消融边界，将局部复发
率从25%降至8%。

影像组学的应用
影像组学技术的兴起，使医学影像

从定性诊断迈入定量分析时代。通过高
通量提取影像特征并建立预测模型，医
生可提前预判治疗响应与耐药风险。

一、基因突变的“影像签名”
研究发现，肺癌EGFR突变患者的

CT影像具有特征性纹理模式：突变型
肿瘤在肺窗下呈现更高偏度值，而ALK
重排肿瘤则表现出更低的熵值。基于这

些特征构建的机器学习模型，对驱
动基因的预测准确率可达82%，避
免30%以上不必要的穿刺活检。

二、疗效预测的“动态仪表盘”
在结直肠癌肝转移治疗中，

治疗前CT影像的肿瘤异质性指数
(Heterogeneity Index)与患者无
进展生存期(PFS)显著相关。每增
加1个标准差的异质性指数，疾病
进展风险升高40%。通过动态监测
该指标变化，医生可提前2-3个月
预判治疗失效，及时调整方案。
三、耐药机制的“早期预警系

统”
对于接受EGFR-TKI治疗的

肺癌患者，治疗1个月后的PET-
CT影像显示：若肿瘤代谢体积
(MTV)减少不足30%，或病灶内出
现18F-FDG摄取异质性增强，则
预示着T790M耐药突变的发生概
率超过70%。这一发现使二线治疗
启动时间平均提前8周。

AI赋能
人工智能与医学影像的深度融合，

正在重塑肿瘤诊疗流程。深度学习算法
可自动解析影像数据中的复杂模式，为
医生提供决策支持。

一、病灶识别的“火眼金睛”
在肺结节筛查中，AI系统对直径3

-5mm微小结节的检出灵敏度达
98 . 7%，特异度96 . 3%，较放射科医师
平均提升15%。更关键的是，AI可通过
分析结节的边缘特征、密度分布等200
余个影像特征，预测其恶性概率，使早
期肺癌的检出窗口期提前2-3年。

二、治疗方案的“智能参谋”
针对直肠癌新辅助治疗，基于MRI

影像的AI模型可综合评估肿瘤浸润深
度(cT分期)、环周切缘状态(CRM)等8
项指标，推荐个性化治疗方案。该系统
使病理完全缓解(pCR)率预测准确率提
升至89%，避免20%以上患者的过度治
疗或治疗不足。
三、手术导航的“虚拟孪生”
在肝胆外科，医生可将患者的CT/

MRI数据导入3D可视化系统，生成包
含肝动脉、门静脉、胆管及肿瘤的数字
孪生模型。通过模拟不同手术路径的出
血风险与残肝体积，将复杂肝切除的术
后肝功能衰竭发生率从12%降至3%。
影像技术赋能精准医疗，推动肿瘤

治疗从“经验”迈向“数据”时代。医学影
像作为基础与临床的桥梁，通过绘制肿
瘤“分子”“空间”图谱，助力实现“健康
中国2030”癌症5年生存率提升目标，
惠及更多患者。

(安徽省金寨县中医医院
影像科 翁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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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原则在医疗领域占据重要位置，
保证医疗用品的无菌状态是有效预防感
染的关键，对患者安全及医疗事业长久发
展有重大意义。医疗纸塑袋是一种用于存
放医疗用品的包装产品，在保障医疗用品
无菌状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现阶段，医
疗纸塑袋已在临床得到推广，为医疗工作
带来了诸多便利。本文将为大家介绍医疗
纸塑袋包装相关知识，探秘医疗纸塑袋在
无菌保障方面的应用优势。

什么是医疗纸塑袋？
医疗纸塑袋亦有“灭菌包装袋”之称，

是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医疗包装产品，广
泛应用于医院消毒中心、手术室等科室。
从功能角度分析，可以将医疗纸塑袋视为
专门储存灭菌用品的“容器”，其出色的密
封性能有效避免外界微生物侵入，可以为
灭菌质量提供良好保障，是维持医疗服务
质量的重要工具。

医疗纸塑袋由两个关键部分构成，即
医用级纸张和塑料薄膜，二者经高温烫封
处理后得到医疗纸塑袋成品。与常规塑料
包装相比，医疗纸塑袋具有更加优越的性
能。譬如，采用环氧乙烷灭菌法时，医用级
纸张可确保有害气体及时排出，并阻止外

部微生物侵入，从而保证内部无菌状态，
且医用级透明复合膜便于临床人员更好
地观察内部物品情况。
医疗纸塑袋包装的优势
一、延长灭菌物品有效期
包装材料的整体性能对灭菌物品的

有效期产生直接影响，普通包装袋的密
封性难以充分满足灭菌物品的无菌贮存
要求，而医疗纸塑袋包装可以补足普通
包装的短板，在延长灭菌物品有效期方
面有一定优势。纸塑包装具有良好的细
菌屏障作用，且持续作用时间更长。譬
如，气管套管等使用率相对较低的物品
通常会因贮存有效期问题而频繁灭菌，
使用医疗纸塑袋进行包装之后，既可以
延长其有效期，同时也能确保无菌包质
量及使用安全性。
二、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
医疗纸塑袋表面印有两种变色标识

点，分别表示高压蒸汽以及环氧乙烷，临
床人员根据外观颜色示图便能了解物品

灭菌情况，无需特意粘贴化学指示胶带，
管理效率得以提升。同时，临床人员可以
通过透明的塑面直接观察包装内物品的
实际状态，并明确化学指示卡颜色变化情
况，既能提高物品的取用效率，亦能减少
取用出错风险，保障物品管理质量。
三、节约管理成本
在贮存有效期得以延长的情况下，可

以减少因频繁灭菌而产生的经济开支，还
能够减轻临床人员的工作负担，从而降低
管理成本。此外，在医学技术不断发展的
过程中，无菌物品包的种类及数量逐渐增
多，而一些使用率较低但不可缺少的无菌
包在管理过程中需重复灭菌，不仅会加速
物品损耗，还会增加经济开支。使用医疗
纸塑袋进行包装，可以有效延长这类无菌
包的灭菌周期，从而降低重复灭菌率以及
物品损耗率，节约管理成本。
四、增强安全性
相较于常规灭菌材料，医疗纸塑袋包

装能够取得更加理想的灭菌安全性，同时

具有优良的透析功能。医疗纸塑袋的纸质
面通常不超过35微毫米，可以对微生物及
孢子产生物理屏障作用，在灭菌之后能够
持续发挥阻菌功能。此外，医疗纸塑袋的
防水性能以及抗撕裂性能较为出色，医用
级纸张能够有效抵御水汽，且纸质面以及
塑膜面的韧性及强度相对较高，使用过程
中不易出现破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
灭菌安全性。
医疗纸塑袋包装注意事项

为保障医疗纸塑袋包装的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使用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事项：1.
存放于温湿度达标的环境中，远离潮湿环
境，防止包装密封性受影响。2.取放时应平
托纸质面，切勿倒放或拉扯纸塑袋；使用
前对纸塑袋进行仔细检查，确保完好无损
的前提下投入使用。3 .灭菌后检查色标变
化情况以及封口情况，物品与密封处应保
持安全距离；尖锐器械经消毒处理后可以
先使用透明保护套进行包裹，随后放入纸
塑袋中进行储存。

医疗纸塑袋包装具有良好的灭菌以
及阻菌作用，是保障医疗物品无菌状态的
重要工具。

(金寨县人民医院 徐金萍)

医疗纸塑包装的无菌奥秘

慢性胃病是现代社会的常见健康问
题，包括慢性胃炎、胃溃疡等多种类型，其
症状如胃痛、胃胀、反酸等常反复发作，严
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中医认为，胃为“后
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慢性胃病的发生
与脾胃功能失调密切相关。本文将从中医
视角解析慢性胃病的病因病机，结合经典
理论与现代实践，系统阐述防治策略，助
您实现“脾胃安康”。

病因病机
一、核心病因
饮食失节：暴饮暴食、嗜食生冷辛辣、

过度饮酒等行为直接损伤胃黏膜，导致气
机阻滞。《黄帝内经》指出：“饮食自倍，肠胃
乃伤”，现代人快节奏饮食模式加剧了脾
胃负担。
情志内伤：焦虑、抑郁等情绪通过“肝

气犯胃”机制影响胃功能。
外邪侵袭：寒邪客胃、湿热内蕴易诱

发急性胃病，迁延不愈则转为慢性。
幽门螺杆菌(Hp)感染：作为慢性胃炎

的主要病因，Hp破坏胃黏膜屏障。
二、病机演变
慢性胃病多呈现“虚实夹杂”特点：初

期：饮食伤胃或外感邪气导致气滞、湿热等
实证。进展期：久病入络，气滞血瘀，出现胃黏
膜萎缩、肠化生等病理改变。后期：脾胃虚弱，
气血生化不足，兼见阴虚或阳虚证候。
分型论治：辨证施治的精准之道
一、脾胃虚寒证
表现：胃脘冷痛，喜温喜按，食欲不

振，便溏肢冷，舌淡苔白。
治法：温中健脾，常用黄芪建中汤或

理中汤。
食疗：生姜红枣粥(生姜10g、红枣5

枚、粳米50g煮粥)。
二、肝胃不和证
表现：胃胀连胁，嗳气频繁，情绪波动

加重，舌苔薄白。
治法：疏肝和胃，选用柴胡疏肝散或

四逆散加减。
穴位按摩：太冲穴按压3分钟，可疏肝

理气。
三、胃阴不足证
表现：胃脘灼痛，口干咽燥，大便干

结，舌红少苔。
治法：养阴益胃，选用益胃汤或一贯煎。
食疗：石斛麦冬瘦肉汤(石斛10g、麦

冬15g、猪瘦肉200g炖煮)。
四、气滞血瘀证
表现：胃痛如刺，痛处固定，舌质紫暗

有瘀斑。
治法：活血化瘀，方用失笑散合丹参饮。
外治法：艾灸中脘穴15分钟，促进局

部气血循环。
日常调养：脾胃养护的四大支柱
一、饮食管理：以“和”为贵
规律进食：定时定量，避免“饥饱无

常”。食材选择：小米、山药、南瓜、猴头菇。忌
口：粗纤维食物、产气食物、过烫饮品。

药膳推荐：香砂六君子粥(党参10g、
茯苓15g、白术10g煮粥)，适合脾胃虚弱
者；姜枣茶(生姜3片、红枣2枚泡水)，温中
和胃。
二、情志调节：疏解“肝郁”之源
冥想与呼吸训练：每日晨起静坐10分

钟，配合腹式呼吸，可降低交感神经兴奋
性，缓解焦虑。

音乐疗法：聆听舒缓的音乐，调节肝
气疏泄。
三、运动养生：动静结合
每日练习八段锦，促进胃肠蠕动。
散步疗法：饭后30分钟缓行5000步，

忌剧烈运动。
四、环境与作息
腹部保暖：夏季空调温度不低于

26℃，避免直吹；冬季可使用艾草肚兜。
睡眠管理：23点前入睡，保证子时胆

经排毒，丑时肝经修复。
特色疗法：中医外治法的独特优势
一、针灸推拿
主穴：中脘(和胃止痛)、足三里(调理

脾胃)、内关(宽胸降逆)。
操作：中脘穴直刺1 .5寸，提插捻转补

法；足三里采用烧山火手法增强温阳效果。

二、穴位贴敷
三伏贴：白芥子、细辛、甘遂研末，于三

伏天贴敷中脘、脾俞，预防冬季胃病复发。
预防与监测：早诊早治的关键策略
一、高危人群筛查
Hp检测：40岁以上人群建议每3年进

行13C呼气试验，阳性者需规范治疗。
胃镜检查：萎缩性胃炎患者每1-2年

复查，伴肠化生者缩短至6-12个月。
二、生活方式干预
戒烟限酒：烟草中的尼古丁导致幽门

括约肌松弛，增加胆汁反流风险。
慎用伤胃药物：如需长期服用阿司匹

林等NSAIDs类药物，应配合黏膜保护剂。
慢性胃病的防治需遵循“三分治，七

分养”原则，中医强调整体调理与个体化
治疗相结合。从饮食有节、情志调畅到针
灸药治，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治未病”的
核心思想。正如《脾胃论》所言：“内伤脾胃，
百病由生”，唯有养护好脾胃这一生命根
基，方能实现健康长寿的目标。
(六安市中医院重症医学科 彭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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