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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梅舒）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可当医生把从孩子气管里取出的牙齿拿给在手术
室外焦急等待的段先生时， 他的眼泪刷地一下就
出来了。 “我这是激动啊！ 之前好紧张， 怕孩子
有生命危险， 这下放心了！”

段先生的儿子小蒋今年 10 岁， 上周五下午，
小蒋和同学们一起打篮球时， 球碰到了他的脸上。
当时他感觉自己的牙齿被撞进了嘴里， 还呛了一
下， “好像吞了个牙齿下去”。 第二天， 小蒋开始
发烧， 情况在恶化。 3 月 12 日， 段先生带着小蒋
到当地医院进行检查。 在 X 片下， 医生看到孩子
的气管里有异物， 段先生这才想起可能是那颗大
牙惹的祸。 医生告诉段先生需要将异物取出， 可
风险很大， 建议转上级医院。

于是， 当天下午， 段先生带着孩子来到了娄
底市中心医院急诊儿科。 经过会诊， 小蒋住进了
该院 8 病室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这时小蒋已经
有些呼吸困难， 脖子变粗， 右侧胸口也感觉有胸
闷胸痛。 管床医生谭孟婷告诉段先生， 孩子目前
的情况十分危险。 由于气管破裂， 气管里的气体
就跑到了别的地方， CT 显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皮
下气肿和纵隔气肿， 如果不及时取出异物会引起
心脏压迫和胸腔感染， 这些都可能导致心脏骤停
等生命危险。

磨牙是口腔后面的大牙， 是咀嚼食物时咀嚼
效率最高的牙齿。 可到了气管里， 却成了取出难
度最高的异物之一。 它个头大， 表面又十分光滑，
容易夹不稳， 很可能滑落堵住主气道发生危险。
再加上停留在气管的时间长， 感染明显， 到处都
是白色的脓液， 稍微触碰就容易出血， 视野很不
好。 对医生来说， 风险很高、 压力很大。 如果选
择开胸或者气管切开取出异物， 对医生来说更容
易， 可考虑到孩子还小， 这样会造成气管狭窄和
留有疤痕， 影响孩子的成长， 医生们还是决定直
接从气管 “拔牙”。

在完善相关术前准备后， 在手术室和麻醉科
的通力配合下， 由五官科党支部副书记、 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主治医师颜梅生、 丁传金组成的手术
团队为小蒋进行支气管镜下异物取出术。 在专家
们精准的技艺和娴熟的操作下， 准确地将这颗大
大的乳磨牙固定， 然后小心翼翼地穿过小小的声
门， 将其顺利取出。

���������3 月 21 日， 宁乡市
卫健局、 市疾控中心、 市
卫健局团委、 横市镇人民
政府联合宁乡市计生协
会、 市中医医院、 横市镇
卫生院等， 开展第 28 个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宣
传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 通过视频宣传、 健康
讲座、 知识抢答、 文艺汇
演、 义诊咨询等多种形
式， 向大众普及结核病防
治知识。 图为宁乡市中医
医院专家为群众开展义诊
服务。

通讯员 陈丹 朱峰林
摄影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顾天成） 针对
近期公众关心的流感防治热点问
题，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
感中心主任王大燕 3 月 20 日表示，
继此前我国流感活动水平有所升高
后， 目前已监测到有几个省份流感
活动高峰出现拐点， 开始下降。

“今年较往年约晚 2 个月进入流
感流行季， 本次流行的流感病毒以甲
型 H1N1亚型流感病毒为主， 其次为
甲型 H3N2 亚型流感病毒。” 王大燕
表示，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
为防控新冠病毒的措施同时对季节性
流感防控也非常有效， 使得流感等其

他呼吸道病毒流行受到一定程度压
制； 二是由于近 3 年甲型 H1N1 亚型
流感病毒未在我国流行， 导致人群对
流感病毒的预存免疫力有所降低。

专家提示， 面对流感流行， 公
众应坚持做好个人防护， 勤洗手、
戴口罩、 勤通风， 尽量避免去人群

聚集场所。 若出现流感样症状， 应
避免带病上班、 上学， 接触家庭成
员时需戴口罩。 对于尚未接种流感
疫苗的孕妇、 老年人、 慢性病患者、
低龄儿童等高风险人群， 建议在流
感疫苗可及的情况下积极接种， 仍
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保护作用。

������人民网北京3月21日电 （孙
红丽）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消
息， 为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
管理和服务， 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启用统一制
发的新版出生医学证明 （第七版）。

据悉， 出生医学证明 （第六
版） 签发日期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
启用出生医学证明 （第七版）。

出生医学证明 （第七版）
将出生医学证明 （第六版） 的

正页、 副页和存根三联右下方
的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表示
形式予以改变， 由 “1 位字母
9 位数字” 变更为 “1 位字母
9 位数字条形码”， 并将此区
域底色由绿色改为黄色。

本轮流感高峰在部分省份已开始下降

宣传结核病防治知识

疾控专家表示， 病毒以甲型 H1N1亚型流感病毒为主

������本报讯 （通讯员 高琳 刘
辉敏） 最近， 家住长沙市雨花
区的王云山 （化名 ） 反复发
烧， 以为自己是因为春季气温
变化而感冒， 去医院却被查出
患了肺结核。 在 3 月 24 日第
28 个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来
临之际， 医生提醒， 春季是结
核杆菌繁殖和传播的高峰期，
反复感冒需警惕肺结核可能。

据了解， 今年 85 岁的王
云山素来身体健康， 半个月前
不慎感冒开始发烧、 咳嗽， 在
自行服用退烧药和感冒药后症
状好转。 然而好了没多久， 王
云山又开始发烧 ， 且反复咳
嗽、 气促， 症状逐渐加重， 在
家人陪伴下来到长沙市中心医
院 （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

院） 寻求进一步医治。 结合病
史描述和影像检查结果， 接诊
医生高度怀疑王云山患上了肺
结核， 将其收治到该院结核重
症监护室。 完善相关检查后，
王云山被最终诊断为肺结核、
结核性胸膜炎。 医生表示， 王
云山需经过规律的抗结核治
疗， 待病情好转后方可回家继
续口服药物治疗。

该院结核重症监护室主任
傅满姣解释道： “咳嗽、 咳痰是
肺结核最常见的早期症状， 也最
易使患者甚至医生误以为是 ‘感
冒’ 或 ‘气管炎’ 而导致误诊。
如果咳嗽、 咳痰持续两周以上，
就要注意排查结核病。”

傅满姣提醒， 长期感冒导
致身体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也容

易受到结核杆菌入侵， 患上肺
结核。 因此， 如果近期反复感
冒达半个月以上， 应该当心肺
结核。

傅满姣建议广大市民， 肺
结核早发现、 早治疗极为重要。
如果咳嗽、 咳痰 2周以上或伴有
咯血等症状， 应及时到专科医院
进行 X 线检查及显微镜下痰涂
片检查。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来临之际医生提醒：

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治疗失眠 除了药物

�������扫码阅读科普长图：《得了肺结
核！ 成为“药罐子”从此“与世隔绝”？
医生：莫慌，治疗比你想的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