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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喝咖啡能降低肝癌几率

医界观察

根据一项发表在《肠胃病学和肝脏病》杂志上的最新荟萃研
究分析表明，咖啡能降低肝细胞癌(HCC)风险，降低程度达40%左
右。此外，研究中的部分数据表明，每天三杯咖啡可减少肝癌风
险达50%以上。新的研究证实了过去的猜测：咖啡对你的健康有
好处，特别是对肝脏而言。咖啡降低肝癌风险的有益效果可能受
益于咖啡预防糖尿病的有效性，因为糖尿病是肝癌的已知危险
因素。

三甲大医院的

县域探索

齐鲁晚报公众健康调查问卷

石念军

中心院区床位瓶颈凸显，病号上
门却收不进病房，不仅加剧百姓“看
病难”顽疾，而且制约三甲大医院的
自身发展。驻济三甲大医院纷纷走出
城市下乡“结亲”，优势医疗资源加速
下沉基层。产业链的拉长和服务面的
拓展为基层百姓带来利好。

10月13日-19日是我省卫生系
统首个“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诊活
动周。其间，省千佛山医院5支专家
服务队，分头前往高密、阳谷、定陶、
昌乐等地5家县域医院开展医疗帮
扶。

实际上，除却此类统一部署，前
述对口帮扶行动在驻济一些大医院
早已实现常态运行。10月26日刚刚带
队前往威海与当地市人民医院签署
全面合作协议的省千佛山医院副院
长于振海就提到，该院目前已与30多
家基层医院建有不同类型的合作关
系，每周都有多支专家服务队前往合
作医院，开展义诊、查房、会诊、手术
等帮扶行动。城市社区方面，该院则
创建了省广电局门诊部和文东社区
服务中心等基层服务终端。另有多家
基层门诊部也已着手筹建。

省千佛山医院的新思维是驻济三
甲大医院发展动向的一个缩影。一个
日渐凸显的产业背景是，这些大医院
中心院区的床位增幅，已经远远不能
满足基层群众不断提升的诊疗需求。
比如省千佛山医院，尽管与两年前相
比，开放床位总量增幅近倍达到1700

多张，但“一床难求”的态势始终未得
彻底缓解。这不仅使得局部的“看病
难”顽疾加剧，而且也极大限制了医院
的自身发展。驻济三甲大医院由此加
速下沉基层，以期拉长产业链、提升品
牌力、拓展服务面也就成为必然。

今年上半年，省千佛山医院就专
门制定合作医院技术服务方案，对自
2011年以来医院建立全面合作关系的
30多家县级医院开展对口技术帮扶，
旨在打造以“技术服务”为核心、各种
医疗资源优势互补的健康服务链，以
提升品牌影响拓展产业范围。同期，
齐鲁医院青岛分院等分院区建设也
明显加速。这些基层平台的搭建，在
完善基层医疗服务窗口的同时，也使
得知名大医院在基层区域有了可感
可知的“形象展示”。以服务百姓为核
心，大医院和小医院的合作也由此成
为一种多赢的选择：大医院拓展品牌
影响范围，小医院提升区域服务竞争
水平，基层百姓收获实惠。

济南市电力医院是省千佛山医
院的合作医院，该院王东岳院长坦
言，电力医院作为一级医院，医务人
员少，设备条件较差，对于疑难病例
的诊断存在一定的困难。专家定期到
电力医院坐诊，给电力职工及周边群
众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同时，基层
医院的疑难杂症患者定向转诊到上
级合作医院，也为大医院专心攻坚疑
难杂症提供了基础。正如省千佛山医
院院长孙洪军认为，看病扎堆大医院
现象的形成，很大原因就是基层医疗
机构的初诊水平不高，使得大多数病
人无序流向大医院尤其是高级别的
医院，城市大医院不得不承担了大量
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任务。

长远而言，优势医疗资源向基
层转移对整个医疗行业都影响深
远：一级、二级医院等基层医疗机
构，在大医院的帮扶下承担起初级
诊疗的功能；大医院在基层医疗机
构的“初诊把关”下专心攻坚疑难杂
症——— 如此，医疗资源高效运转，百
姓健康势必可获更多保障。

本本报报““首首届届健健康康节节””本本周周六六举举行行
专家义诊、养生讲座、健康问卷现场抽奖等活动等您参加

本报济南10月28日讯
11月2日上午9时，省卫生厅、
省科技馆与本报联合主办的
首届健康节公益活动将在山
东省科技馆举行，为广大读
者提供现场专家义诊、养生
讲座、健康体验等。此外，读
者填写本报健康调查问卷并
在活动现场上交后，将有机
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为回报广大读者，服务

百姓健康，本报组织了省内
众多品牌医院和知名专家，
推出形式多样的健康义诊、
专家讲座和体验活动等。广
大读者可在健康节现场享受
免费血压血糖检查、口腔保
健、眼科检查等，还可针对呼
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
统、内分泌、妇科、男科、儿
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
等方面疾病向专家进行现场

咨询。同时，健康节现场还设
置了“健康食品”专区，届时
将有精彩茶艺表演、现场熬
制阿胶等丰富多彩的体验活
动。

活动当天，主办方还在
省科技馆二楼报告厅安排了
两场“健康公益大讲堂”，将
邀请省内知名保健养生专
家，围绕秋冬季养生保健等
话题进行健康讲座。

此外，本报还特别推出
了“公众健康调查问卷”，读
者可填写报纸上的调查问
卷，在健康节现场，我们将对
问卷进行回收。活动结束后，
主办方将从参与填写问卷的
读者中抽取100名幸运读者，
赠送由圣谷山茶场提供的精
美茶礼一份，欢迎大家积极
参与调查并现场投递。

（本刊记者 佟霞）

1、依据您填写的这份健康信息表和近期体检结果，我们将对公众健康习惯进行系统分析；
2、本表填写的内容关系到评估报告的准确性，请您务必完整、客观地填写；
3、健康信息涉及您的个人隐私，我们将对您体检记录和所有的个人资料严格保密。

一、基本情况

1 .姓名 ______________(请书写工整) 2 .性别 口男 口女 3 .出生日期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4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目前健康状况

1 . 总体来讲，您的健康状况是： 口非常好 口好 口一般 口差
2 . 您过去一段时间感到疲劳的程度： 口无疲劳 口稍微疲劳 口很疲劳 口非常疲劳
3 . 同一年前相比，您的体重是： 口增加 口基本不变 口下降 口不清楚
4 . 在近一年内，您曾试图减过体重吗： 口否 口是
5 . 您近半年内测过血压吗： 口未测 口测过
6 . 您近半年内测过血脂吗： 口未测 口测过
7 . 是否经常有颈部、腰部、骨关节疼痛： 口否 口是
8 . 是否有慢性腹泻、便秘、大便不正常： 口否 口是
9 . 家族史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脂血症 冠心病 脑卒中 肥胖 下肢动脉闭塞 代谢综合征

父 亲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母 亲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三、膳食与运动

1 . 膳食结构
1 . 1 每日主副食比例： 口主食为主 口主副食各半 口主食为辅
1 . 2 豆腐和豆制品摄入量： 口经常吃 口偶尔吃 口不吃
1 . 3 奶和奶制品摄入量： 口经常吃 口偶尔吃 口不吃
1 . 4 平均每天吃蔬菜： 口≥8两 口5-7两 口<4两
1 . 5 平均每天吃水果： 口≥5两 口3-4两 口≤2两
1 . 6 平均每天吃鸡蛋： 口≥3个 口2个 口≤1个
1 . 7 平均每天吃鱼和肉： 口≥8两 口4-7两 口≤3两
1 . 8 每人每月植物油消费量： 口>4斤 口3-4斤 口2-3斤
1 . 9 每人每月食盐消费量： 口≥8两 口4-7两 口<4两
1 . 10 您常吃早餐吗： 口每天吃 口偶尔吃 口不吃
1 . 11 您通常每日吃几餐： 口两餐 口三餐 口四餐以上
2 . 体力活动及锻炼
2 . 1 工作或日常生活中(8小时)坐着的时间： 口几乎全部 口多于4小时 口少于4小时 口几乎没有
2 . 2 近距离(3公里以内)外出办事，您主要的出行方式是： 口步行 口骑自行车 口乘车或开车 口很少外出办事
2 . 3 一般情况下，外出办事您往返所用的时间大概是多少分钟：口≤10 口11-30 口31-60 口>60
2 . 4 日常生活中的拖地、擦窗等家务劳动： 口经常 口有时 口很少 口没有
2 . 5 您参加体育锻炼吗？如果参加，您最常用的锻炼方式是(只选一个最常用的)：

口散步 口跑步 口自行车 口舞蹈或太极拳 口上下楼梯 口球类 口游泳 口其他 口无
2 . 6 您平均每周锻炼的次数： 口≤2次 口3-4次 口≥5次
2 . 7 平均每次锻炼时间是多少分钟： 口≤20 口21-40 口41-60 口>60

四、行为习惯

1 . 吸烟情况
1 . 1 有无被动吸烟： 口经常 口偶尔 口从无
1 . 2 您是否吸烟： 口否 口是 口偶吸
1 . 3 每日吸烟支数： 口1-5支 口6-10支 口11支以上
1 . 4 吸烟年数： 口1年内 口1-5年 口6年以上
2 .饮酒情况
2 . 1 您是否经常饮酒： 口是 口否 口很少
2 . 2 主要饮酒种类： 口白酒 口啤酒 口其他
2 . 3 每日平均饮酒量 __________ml
3 . 精神和睡眠情况
3 . 1 在过去一个月时间里，您精力充沛吗： 口大部分时间 口比较多时间 口小部分时间 口没有此感觉
3 . 2 在过去一个月时间里，您生活得充实吗： 口大部分时间 口比较多时间 口小部分时间 口没有此感觉
3 . 3 您感到垂头丧气，什么事都不能使您振作起来吗： 口是 口否
3 . 4 睡眠状况： 口很差 口差 口一般 口良好
3 . 5 睡眠时间： 口<6小时 口6-8小时 口9-10小时 口>10小时
3 . 6 经常熬夜吗： 口经常 口偶尔 口很少 口无

填写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征稿

《病榻札记》：讲出您的医疗故事，帮助更多的人从中有所感悟。
《医人说医》：医务工作者说与医疗有关的事，尽在《医人说医》！
《我来帮你问》：架起与名医名家沟通的桥梁，为您的健康支招。
来稿请洽：snj120@sina.com。一经刊用，稿酬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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