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帕金森病患者可申请特材救助
符合条件的参保患者手术耗材可报销70%

本报1 2月1 8日讯 (记者 李晓闻 )

日前，青岛市启动了帕金森病大病
的特材救助，并与北京天坛医院及美
敦力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符合条
件的参保患者手术耗材可报销70%，
患者即日起可申请帕金森病特材救
助。

据了解，今年7月1日起，青岛市
实施城镇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用于帕
金森病手术治疗的脑深部电刺激疗法
(DBS )刺激器被纳入第一批特材救助
范围。据北京天坛医院教授张建国介
绍，DBS疗法目前在欧美各国已相当
成熟，目前全国已完成该手术4300多
例，已经成为帕金森病的首选外科治
疗方法。然而一个DBS刺激器的费用
接近30万元，这对于患者家庭来说往

往难以承受。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及帕金森患病率计算，青岛市目前
约有两万名帕金森患者。

16日，青岛市社会保险事业局与
国 内 最 好 的 帕 金 森 病 手 术 治 疗 机
构——— 北京天坛医院及全球领先的医
疗科技企业美敦力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帕金森病特材救助正式启动。
据介绍，符合条件的参保患者根据准
入协议确定的内容，按最高费用限额
内个人自负费用的70%给予救助。这
样，原本价值近30万元的脑起搏器植
入手术耗材，符合条件的参保患者支
付4万元左右就可使用，加上3万元左
右的手术费用，患者治疗帕金森病的
成本将大大降低。

据悉，青岛市罹患重大疾病、罕

见病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保的参
保患者，均可以申请DBS刺激器大病
特材救助。目前，脑深部电刺激疗法
的适应症是：原发性帕金森病；服用
复方左旋多巴曾经有良好的疗效；疗
效已明显下降或出现严重的运动波动
或异动症，影响生活质量；排除痴呆
和严重的精神症状。

目前脑深部电刺激疗法刺激器的
责任医师是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
任医师张建国、解放军第三O一医院神
经外科主任医师凌至培、青岛大学医
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谢安
木、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
科主任医师孙鹏。患者申请救助须经
过责任医师的医学诊断并确认其符合
临床医学标准，咨询电话：80934393。

1、参保患者持本人病情相关医疗文书(医学检
查、检验报告、住院病历、含有记录使用救助耗材的
治疗方案的病历)，到责任医师处接受医学诊断，确
定是否符合临床医学标准。符合标准的，责任医师
出具本人签字确认的《青岛市医疗保险特材救助专
家评估表》；

2、参保患者持本人门诊大病证、相关病情医疗
文书(医学检查、检验报告、住院病历、含有记录使用
救助耗材的治疗方案的病历)以及《青岛市医疗保险
特材救助专家评估表》到社保窗口提出书面申请；

3、符合相关准入条件且材料齐全的申请，社保
即时审核；

4、社保核准后，参保患者持社保出具的核准材
料到救助项目顶点药店(青岛惠友大药房)，交纳个
人负担部分的费用，拿到收费单据后即可赴北京天
坛医院就诊和手术。

DBS刺激器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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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电力
积极应对雨雪天气

17日，胶州迎来今年第一场雪，为全力应对雨
雪天气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造成的不利影响，国
家电网山东胶州供电公司采取多项措施，减少恶
劣天气造成的供电损失。 (刘砚萍)

平度电力
物资利库1369万元

12月14日，国家电网山东平度供电公司在新
的物资管理系统上线后，顺利完成物资利库1369

万元，使物资集约化管理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乔显德 苗风霞)

即墨配电工程队
冒严寒施工

12月8日早6点30分，天刚放亮，当人们还沉浸
在周未的睡梦中，国家电网山东即墨供电公司配
电工程队的施工队伍早已投入到电网架设工程
的工作中。 (鲁浩夏 肖孝宾)

爸爸妈妈睁大眼
别让孩子乱吞了
各大医院常遇儿童误吞病例，硬币、围棋子最易被吞

为全面普及食品安全知识，让社区居民了解食
品安全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能，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
意识，11日，虎山路街道办事处在馨苑社区组织召开
了食品安全宣讲会，邀请工商、质检和食品药品三
个监管部门的宣讲人员对居民进行食品安全宣讲
活动。

虎山路街道
对居民进行食品安全宣讲活动

李沧区大力转变计生干部工作作风

李沧区采取举措，转变计生干部工作作风，践
行和谐人口，诚信计生工作理念。建立完善政务公
开制度，通过政务公开栏向社会公开办事职能和办
事指南。设立举报箱和举报电话，加强计生执法情
况的检查督导。设立便民服务窗口，做到群众诉求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你以为你的胃肠可以炼钢炼铁化作绕指柔？你以为血肉之躯刀枪
不入？这里有刀片、钢针、铁棒、铁片、钉子等。”近日，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微博号@华西胡兵)在其微博上晒出被儿童误吞
的异物图片引起广泛关注。记者调查发现，岛城有的医院一年接诊儿童
误吞病例近二三十个，儿童误吞并不少见，有的家长还因为看错药品剂
量导致孩子“被误吞”。

本报记者 杨林

误吞下螺丝，食道穿了孔
18日，记者从青岛市妇儿

医院了解到，该院急诊科曾经
接诊过因为误吞带着螺母的
螺丝造成食管穿孔的男童。据
了解，这个男孩7岁，父母在人
民路上开了一家五金店。孩子
跟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误吞

了一个带着螺母的螺丝。之后
孩子一直喊着胃难受，吐出的
唾沫还有血丝。

孩子的父母赶紧带着孩
子来到医院，医生通过透视
发现男孩吞下的螺丝有两厘
米长，已经滑到食管和胃连

接的地方，上不去也下不来
让男孩非常难受。因为带着
螺母，医生的判断螺丝顺着
肠道自行排出可能性极低，
便决定用胃镜将螺丝取出。
如果螺丝再长一点的话，很
有可能伤及动脉。

硬币、围棋子孩子最爱吞
记者从岛城多家医院了解

到，儿童误吞异物的病例并不少
见，有的医院一年就可以接诊二
三十例。宝宝们吞下的异物最常
见的有硬币、体温计、围棋子等。

青岛市妇儿医院急诊科主
任徐静向记者列举了她见过的
各种被儿童误吞的物件：硬币、
围棋子、钢笔帽、钉子、胸针、纽
扣、螺丝、玻璃球、玩具零件……

每年接诊的二三十名误吞异物
儿童中，遇到最多的就是误吞体
温计的情况。“幸好体温计里的
水银含量没有到致命的程度，简
单的解毒治疗可以见效。”徐静
说，一些家长爱把体温计当口表
用，闲不住的宝宝有时会咬断体
温计吞下。

海慈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
医师高峰玉称，科室每月都能接

诊三五例误吞异物的病例，见到
最多的情况是儿童误吞围棋子
和硬币，这些东西因为是圆形
的，对腔道内壁伤害不大。市立
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宋明
全还接诊过误吞钉子、胸针的儿
童，这些边缘尖锐的物品容易划
伤儿童的食道、胃壁，市立医院
一年接诊的误吞异物的儿童在
10人左右。

糊涂家长让孩子“被误吞”
在所有儿童误吞异物的情

况中，药品误吞都被各医院医
生重点提到。因为有的家庭成
员随意放药，给儿童误吞埋下
了隐患，还有的糊涂家长看错
药品的服用剂量，导致了儿童
被动误服。

徐静接诊过几例儿童误吞
安定片、降压药的情况，都是因

为家里有老人睡眠不好或者患
有高血压需要长期服药，家里
到处都是吃剩的药品。一个孩
子误吞了妈妈用的高锰酸钾，
嘴里被染得通红，把家长着实
吓得不轻。还有一次，一个家长
半夜带着孩子赶到医院，孩子
当时已经出现了抽搐的情况。

“一边抢救一边听家长埋怨家

里的保姆”，徐静说，原来孩子
那段时间需要服用一种中草
药，保姆看错了剂量，一次给孩
子服了十次的剂量，导致孩子
出现了抽搐的症状，医生采取
了各种办法解毒才挽回他的生
命。徐静提醒家长，给孩子吃药
时一定要看清剂量，免得让孩
子莫名其妙地遭罪。

三岁以下孩子最危险
高峰玉告诉记者，从收治的

儿童来看，各个年龄段的儿童都
有，以四五岁的儿童居多，但三
岁以下的宝宝最需要小心。高峰
玉说，三岁以内的宝宝食管和胃
都没有发育完全，吞咽反射还没
有建立，嘴里的东西最容易被无
意识地吞下去。

“误吞异物的患儿被送到医
院以后，要先对其消化系统进行

透视，确定异物能否排出去。”高
峰玉说，异物卡在食管的入口、
食管与胃的接口、胃与小肠的接
口、大肠和小肠的接口最不容易
排出去，排不出去的物体只能用
胃镜拿出来，胃镜也拿不出的，
就要采取外科手术。边缘锋利的
物品如果不及时取出，就有可能
刺穿消化道和胃的内壁，引起粘
膜出血、损伤。

为了防止孩子误吞异物，家
长首先要把家里的小物件收好，
不要在孩子身边遗留发卡、硬
币、胸针等零碎东西。家里的药
品、杀虫剂等物品应放在高处。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出现了误吞
异物的情况，不要把孩子倒提起
来拍打，也不要采用塞馒头、用
硬物往下顶、用酸性液体泡等土
办法，而应该及时到医院就医。

网友@华西胡兵晒出
的部分儿童误吞的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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