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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是指糖尿病病人的脚特别
容易发生血管和神经病变，轻微的外伤都
能迅速导致溃疡、感染和坏疽，以致截肢的
风险。市人民医院的专家告诉我们糖尿病
足难治可防，日常生活中养成以下好习惯
就可以避免糖尿病足的发生：

1、自我护理很重要。每天观察脚部有
无细小的损伤，破溃或是感染迹象；听从医
生、护士、营养师的指导，按规定用药及饮
食治疗；检测血糖，将血糖控制在正常或基
本正常的范围之内。

2、让病人了解溃疡发生的原因，选择
合适的鞋袜，正确洗脚。

穿鞋的注意事项：买鞋时要测量脚的
准确尺码，以免购买的鞋过大或过小，购买
鞋的时间最好是下午至傍晚，若双脚大小
不一，买鞋时以较大的一只为准，选择鞋面
要质地柔软并且透气性良好，形状要圆头、
厚软底、鞋口是系带或拉扣，避免尖头及高
跟鞋；外出选择密闭鞋头，避免穿凉鞋、拖
鞋外出，首次穿新鞋的时间不宜过久，穿新
鞋后应仔细检查双脚是否有红肿、破损、水
泡等，如有则表明此鞋不适合应更换；每次
穿鞋前应仔细检查鞋底有无尖锐异物并及

时处理，鞋垫皱褶也要及时整理；不要赤足
穿鞋、走路。

穿袜的注意事项：选择浅色棉质袜，脚
部有破损能及时发现；不要穿弹力过强的
袜子，避免影响血液循环；不要穿有破孔或
反复修补后的袜子，避免引起脚部损伤；每
日更换袜子，保持脚部清洁、干爽；冷天可
穿厚棉袜或毛袜保温。

做好脚部皮肤清洁：每天仔细洗脚，水
温不超过 35 度，用力不宜过大，使用中性
香皂，保持局部清洁干燥；洗脚、泡脚的时
间不宜长于 5 分钟，用浅色棉质毛巾擦脚，
如有异常可以及时发现，趾缝要把水占干，
避免趾间擦破；脚部如干燥时，清洁后需要
擦润滑油，充分按摩，防止干裂。

3、预防意外受伤。正确剪趾甲，不能剪
过短，趾甲边缘锉圆滑，切勿过度修脚；若
患者视物模糊，必须让家人帮助检查脚部
和修剪趾甲；冬天保持双脚温暖，忌用热水
袋、暖炉、电热毯取暖，避免脚部烫伤；

经常检查鞋内有无异物，有无指甲撕
裂。发现脚部溃疡、感染等应及时就医诊
治，切忌自行不当处理延误病情。

（孙忠贤 卿文华）

糖尿病足 防胜于治
专家:日常生活好习惯助你远离糖尿病足

及早识别及早识别 早期干预早期干预

王阿姨现年 64 岁，2 年前家人发现其记忆
减退，丢三忘四，总是说自己的东西不见了，才
说的事情，一会儿又忘记了，但是仍可以外出
买菜做饭，认识家里的人，说起既往陈年旧事
头头是道，仍然可以独自生活，家人认为她就
是“老糊涂”了，没有在意。1 年前王阿姨外出买
菜，久久未归，家人才惊慌失措四处寻找，花了
两天时间才在一救助站将她寻回，家人这才惊
觉她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然而，家人认为既
然这病已经治不好，就不用住院了，于是雇请
保姆看护她。

但王阿姨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疑神疑鬼，
老说自己的东西被保姆偷了，频繁更换保姆。后
来情况急转直下，王阿姨开始对空自语，乱骂，说
楼上有许多人在骂自己，坚信有人在整天害她，
夜里也不敢入睡，带着刀剪防身。保姆惊吓不已，
辞职不干了。眼见没人照看了，子女才赶忙将王
阿姨送到了市三医院老年精神科住院。经过一个
月的治疗，王阿姨终于安静下来，可以出院了。

对于王阿姨的情况，市三医院老年精神科
主任刘华莉惋惜不已，她表示，其实王阿姨刚开
始出现对近期事情易遗忘、怀疑东西被窃时，已
经是痴呆最常见的早期反应了，此时如能到记
忆门诊就诊，完成整套记忆体检，早期明确诊
断，及早使用改善促进智能药物是可以有效缓
解疾病发展的。

刘华莉同时提醒广大市民，虽然阿尔茨海
默病目前仍是世界难题，无法根治，但是已有大
量临床研究证实，已经有药物对轻中度阿尔茨

市三医院老年精神科：

帮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寻找迷失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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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上午，市三医院
老年精神科5病房内气氛愉悦，
今天是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性痴
呆症）患者王阿姨病情缓解出院
的日子。王阿姨安静地坐在那
里，看着丈夫由衷向每一位来送
行的医护人员道谢。谁都想象不
到，就在一个月前，王阿姨还是
一位犯起病来气得丈夫胃出血，
打得保姆不敢近身的精神行为
异常患者。

其实多年来，市三医院老年
精神科全体医护人员，用无私大
爱与精湛医术，以及专业的诊疗
设备，让无数像王阿姨这样的阿
尔茨海默病患者找回了迷失的
自我，融入家庭生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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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默病有效，同时通过干预一些痴呆危险因素如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以及改变不良生活习
惯，均可延缓疾病发展。

据悉，自2016年5月市三医院老年精神科开
设绵阳市首个记忆障碍门诊，目前已诊治了上千
人次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已经让更多患者得到
及早的治疗。

全程管理全程管理 双管齐下双管齐下

69 岁的赵婆婆是市三医院老年精神科的患
者。刚住院时，赵婆婆跟照顾她的丈夫刘爷爷提
要求：“我要爸爸妈妈！”刘爷爷没好气地回答她：

“他们早就死了得嘛！我上哪儿去给你找回来
呢？”为此，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赵婆婆认为
刘爷爷骗人，刘爷爷气得认为赵婆婆无理取闹。
对此，医护人员赶紧前去“救火”。市三医院老年
精神科副主任刘玉耐心地找刘爷爷聊天，纾解他
的情绪，并告诉他面对老年性痴呆亲人的行为紊
乱时，做家属的该如何应对。

除了家属，医护人员还会对患者家属请来的
陪护进行及时的心理治疗与照料技巧的培训。
刘玉告诉记者，阿尔茨海默病的照护者（包括家
属和保姆）均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甚至有些

家属还因此造成血压升高，应激性溃疡。而且家
属与陪护对待患者的态度与方式，会影响患者治
疗的结果。因此，市三医院老年精神科率先在全
市医疗机构提出了“老年性痴呆治疗全程管理”
的治疗理念，即患者、照料者（家属、保姆、护工）、
医护人员三位一体共同参与治疗，目的是使患者
无论在痴呆的任何阶段，都有治疗的价值，通过
治疗可以延缓病情发展，减少并发症，减轻家属
照护负担。

据悉，市三医院老年精神科医护团队定期开
展健康讲座，让照料者接受照护培训，并对照护
者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减轻照护者焦虑抑郁情
绪，提高照护者对患者病情变化应对能力。与此
同时，科室坚持以“放手不放眼”的服务理念，在
不断提升护理人员护理水平的基础上，对陪护人
员定期开展噎食急救培训、心肺复苏培训、跌倒
防范培训等。

优质服务优质服务 让爱延伸让爱延伸

走进市三医院老年精神科作业治疗部，一
时有走进幼儿园的错觉，室内整齐摆放着各种
有趣的玩具，几位老年患者聚在一起，在护士的
照看下，兴致勃勃地玩着打地鼠游戏。刘玉告诉
记者，专业的照护更有利于患者情绪的稳定，所
以科室医护人员专门为所有患者安排了丰富多
彩的娱乐生活，寓治于乐，将经颅磁刺激治疗、
认知功能训练、心理干预、艺术治疗、作业治疗、

平衡功能康复训练等专业的非药物治疗，以趣
味游戏的方式引导患者们参与其中。

据了解，科室不光定期安排书法、音乐等艺
术治疗课程，还会举行各种有趣的手工制作大
赛，以此进行作业治疗。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
治疗下，很多患者收到了可喜的效果，令家人喜
极而泣。70 岁的“血管性痴呆”患者徐大爷就是
其中的一位。

入院前，70岁的徐大爷出现了间歇性言语紊
乱、反应迟钝、出门走失、生活难以自理等症状。在
市三医院老年精神科经过促智药物多奈哌齐治
疗、非药物性治疗后，徐大爷的病情得到了极大缓
解，不仅坚持每天叠好自己的被子，他还积极主动
为病友削苹果，并于两个月后顺利出院。

为了让更多像徐大爷这样的出院患者得到
更好的照顾，同时也为患者家庭减负，市三医院
老年精神科还主动将治疗延伸到院外。刘玉等医
护人员，“追”着出院患者到养老机构，定期上门
访视，指导用药。徐大爷的儿子对此服务赞不绝
口，由衷表示：“三医院的医生想得太周到了，这
样不仅减少了复诊时的来回奔波，也不用再害怕
他一不小心走失了！”

据悉，目前市三医院老年精神科已为数以万
计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找回了迷失的自我，成立
的记忆门诊已阻止了数千人滑向老年痴呆的深
渊，在多年来无疆大爱与专业服务下，科室不仅
获得了省级重点学科的金字招牌，也造福一方，
赢得了百姓的金口碑。 （娄煜 张强）

绵阳市卫生计生委认真贯
彻十九大精神，积极创新构建
分级诊疗新格局，将优质医疗
资源延伸下沉至基层，不断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优质
资源纵向流动为基础，以医保
政策向基层倾斜为依托，以有
序服务为引领，逐步构建基层
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急
慢分治的合理就医新格局,有
效缓解我市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的新需求。

组建医联体
构建分级诊疗良好秩序

进一步完善医联体组织模
式，组建一般医联体、城市医疗
集团、医疗共同体、跨区域专科
联盟、远程医疗协作网。在医联
体内，以人才共享、技术支持、
检查互认、处方流动、服务衔接
等为纽带进行合作，形成资源
共享、分工协作的管理模式。根
据我市医疗机构优势专科资
源，以若干所医疗机构特色专
科技术力量为支撑，以专科协
作为纽带，形成补位发展模式，
重点提升重大疾病救治能力。
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医疗资源
纵向流动，提高优质医疗资源
可及性和医疗服务整体效率。

建立完善制度
明确医疗机构功能定位

今年 10 月，市卫生计生委
代政府起草了《关于巩固完善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推进医疗
联合体发展的实施意见》，明
确城市三级医院主要提供疑
难复杂疾病的诊疗服务和接
收下级医院上转的疑难重症
患者。县级医院主要提供县域
内常见病、多发病诊疗，以及
急危重症患者抢救和疑难复
杂疾病向上转诊服务。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和康复医院、护理
院等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
慢性病患者、康复期患者、老
年病患者、晚期肿瘤患者等提
供治疗、康复、护理服务，同时

承担预防、保健、健康教育、计
划生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目前，该《实施意见》已报市政
府审议。

强化能力建设
提升基层诊疗服务水平

鼓励医联体内牵头单位向
成员单位派驻管理服务团队，
加强成员单位内部规范管理；
根据成员单位专业及当地群
众健康需要派驻专业技术服
务团队，领办业务科室，提升
成员单位医疗业务服务能力；
在保持资产归属、行政隶属、
人员身份和财政投入渠道不
变的前提下，支持牵头单位对
成员单位的医疗业务实行统
一管理和经营，成员单位医疗
业务收入由牵头单位统收统
支，牵头单位负责成员单位业
务技术人员薪酬的发放和医
疗业务的整体发展。

严把质量关口
促进分级诊疗取得实效

进一步强化“以患者为中
心”的理念，持续改善医疗服
务，健全同质化的医疗质量管
理和控制体系，严格落实三级
医师查房、手术分级管理、术
前讨论、手术安全核查、疑难
病例讨论、分级护理等医疗核
心制度，加强对医疗核心制度
的培训和考核，严格执行医疗
质量监测、评估和通报制度，
狠抓医疗服务过程重点环节、
重点区域、重点人员、重点时
段的管理，重点抓好医院感染
控制、医疗费用控制、抗菌药
物使用、限制类医疗技术备案
等工作，认真落实《医疗机构
从业人员行为规范》，严把医
疗质量安全关。

市卫计系统将持续推进分
级诊疗制度，努力为全市人民
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
服务，不断健全优质高效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竭力促进群众
既奔小康又获健康。

（市卫计委医政科供稿）

创新构建分级诊疗新格局
满足群众美好生活新需求

我的主人有糖尿病，因为对血糖升高
不重视，所以经常控制不好血糖。高血糖导
致末梢神经和血管的病变，所以我的感觉
越来越差，冷热、疼痛我都不知道。今年夏
天的一个晚上，主人发现鞋垫有水浸湿，觉
得奇怪，抬起脚一看，天啦，居然有一颗铁
钉扎在我的身上呢，我居然不知道。我的足
掌面已经有 2 个 4x4cm 的坑洞，腐烂的组
织还散发出阵阵恶臭。

第二天一早，主人带着我匆匆赶到医
院看医生，医师看着我皱起了眉毛，然后对
主人说：有可能要截肢哦！我主人于是带着
我到内分泌科住院治疗。住院检查后发现，
主人除了高血糖，还有中度贫血，创面有奇
异变形杆菌感染，多重耐药；下肢动脉血管
部分阻塞，足背动脉不能扪及搏动。

因为有内分泌科医师控制血糖，输了4U
红细胞悬液，饮食增强营养，还请了伤口专科
护士给我换药，每次换药都要用剪刀清理我
身上坏死的组织，控制感染，管理渗液，补水，
引流，给我创造适合恢复的条件。经历了约两
个月的换药，完全恢复指日可待……

糖尿病足的

最近，一段大跳抖肩舞的视频火了，动
作非常喜感，瞬间刷爆了朋友圈，引发了网
上各行各业模仿抖肩舞的热潮。

抖肩舞实际上是一种腰颈肩部的放松
活动。久坐、长时间对着电脑屏幕、或是频
繁低头，容易患上腰椎、颈椎、肩部疾病。通
过这种抖动可以起到舒筋通络，行气活血，
增加肌肉力量、活跃生理机能的作用，对缓
解肩颈腰部疲劳有一定好处。抖肩舞看似
很随意，动作其实有讲究，正确发力、把动
作做标准，才能起到放松肌肉的目的,否则
就会拉伤肌肉。

市骨科医院上肢科副主任医师蒲超
教你正确的抖动方式——跳抖肩舞的时

候，动作不到位，如躯干不动，手臂随意摆
动，此时双肩处于放松状态，幅度和频率一
大，快速抖动双肩时就容易拉伤肌肉，尤其
是造成肩袖损伤，引起肩部疼痛及活动受
限。肩袖是肩关节周围的四块重要肌肉的
组成部分——腱性部分，不仅保护肩关节，
还支配手臂前倾、外展等活动。四五十岁的
人，其肩膀等各个关节已经处于逐渐老化
的状态，一旦进行肩部不恰当的锻炼容易
引起肩袖损伤。长期伏案工作的人，肩背部
肌肉往往比较僵硬，锻炼抖动前，最好先做
一些拉伸活动。

“抖肩舞”可作为一种简单颈肩腰部肌
肉的放松活动，中老年人如果要尝试抖肩
舞，需要结合自身身体状况，减慢节拍、用
力不能过大。如果肩、颈部不适，尤其是已
经出现头晕、头痛、手麻以及肩部夜间痛、
反复痛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

几个“小动作”放松肩颈部

动作一：两肩尽可能向上提，达到极限
时停留片刻后下落；

动作二：努力往后压脖子，让自己变成
双下巴；

动作三：双手握在背后，人站成一条直
线，拉伸胸部前侧的肌肉；

动作四：端坐在椅子上，身体向一侧慢
慢旋转至 90 度，保持几秒后，身体转向另
一侧，可以改善胸椎活动度。 (蒲超)

你知道吗?
“抖肩舞”如何“抖”

一图读懂：
如何预防糖尿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