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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0日(记者 孙淑
玉 通讯员 叶杏 邢守林

周梦飞) 50岁的姜先生睡
觉打呼噜多年，上班老是犯困
没精神。近日，他白天开车犯
困竟然撞到了树上。到烟台山
医院呼吸内科门诊检查，他被
确诊为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

据介绍，姜先生睡觉打呼
噜20多年了，近几年情况加重，
白天老犯困，注意力不集中，脾
气暴躁，记忆力下降，血压高，
早晨起床后常感到头痛。经烟

台山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康丽君
检查，最终确诊姜先生患了重
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经睡
眠时配戴CPAP呼吸机治疗，取
得了满意效果，如今他精力充
沛，血压也正常了。

烟台山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康丽君介绍，凌晨是一天中死
亡发生的高峰时间，生活中我
们偶然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
素来健康的人在睡眠中莫名其
妙地突然死去。其实这种意外
死亡很可能与我们睡眠中司空
见惯的一种现象有关，那就是

打鼾及频繁的呼吸停止——— 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康丽君介绍，睡眠呼吸暂
停综合征是各种原因导致睡眠
状态下反复出现呼吸暂停和
(或)低通气、引起低氧血症、高
碳酸血症，从而使机体发生一
系列生理改变的临床综合征。
夜间表现为打鼾，睡觉过程中
出现呼吸暂停、憋醒、多动不
安。早晨起来头痛，白天嗜睡、
犯困，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
中、精细操作能力下降、记忆力
和判断力下降、性功能减退等。

许多患者还有个性变化，如烦
燥、易激动、焦虑等，严重的出
现抑郁症。

康丽君称，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可导致患者高血压、冠
心病、肺心病、呼吸衰竭、脑梗
塞、脑出血、糖尿病、精神异常
如躁狂性精神病或抑郁症。我
国睡眠障碍的发病率已达30%
以上，然而到医院进行系统规
范治疗者不足3%。每年因睡眠
障碍及睡眠相关疾病所导致的
医疗费用、工作操作失误给患
者、交通事故及人身伤亡等，造

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严重的
后果。

3 月 2 1 日是“世界睡眠
日”，今年的主题“加入睡眠世
界，保持你的节律去享受生
活”。烟台山医院呼吸内科康
丽君主任建议市民，如果出现
夜间打呼噜、白天犯困，头晕、
乏力、注意力不集中、脾气烦、
焦虑等症状及早就医，医生会
根据造成打鼾的具体原因来
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让患者
能安静地享受高质量的睡眠，
远离疾病和死亡。

白白天天开开车车打打盹盹，，男男子子撞撞到到树树上上
原来是患了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
讯员 夏天棋) 20日，记者从烟台市
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今年烟
台将在全市开展“守护舌尖安全”整治
行动，并根据全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风险监测、日常监管等情况，重点开展
四个方面的专项整治。

农业投入品专项整治。重点整治韭
菜、芹菜、枣、葡萄、苹果等蔬菜水果中
非法使用禁用药物和农药残留超标，水
产品中非法使用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孔
雀石绿等禁用药物，畜禽养殖过程中非
法使用“瘦肉精”等行为。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专
项整治。重点整治粉条粉丝中的铝残留
量和合成着色剂、海米中的合成着色

剂、蜜饯和银耳中的二氧化硫、酱腌菜
中的防腐剂等违法违规行为。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专
项整治。围绕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
销售全环节，治理未经许可生产、经营、
进口食品和保健食品，产品标签虚假标
识声称。

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以农村群
众日常消费食品、儿童食品以及民俗食
品、地方特色食品等为重点，针对销售
标签标识不规范、超保质期、假冒伪劣
等违法行为，加大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监
管力度。将农村集市、庙会等临时性集
中消费场所及农村聚餐、农家乐等纳入
管理范围。加强对农村食品供货商的监
管，严格食品经营许可。

烟烟台台将将开开展展““守守护护舌舌尖尖安安全全””整整治治行行动动

一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有了新突破
公立医院改革实现全覆盖，包括国有企业、科研

院所、部队在内的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
海阳市被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级公立医院改革示范
县，海阳市、莱州市获得国家补助资金奖励。

二 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有了新突破
按病种付费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全面启动，按病

种付费病种数达到141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筹资机制
基本建立，人均130元的筹资标准达到了上级要求。药
品购销“两票制”、药品带量议价采购顺利实施。

三 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有了新突破
市政府确定的10个高水平医学中心全面启动建

设。3个院士工作站落户烟台，创建国家级中医重点专
科2个、省级临床精品特色专科2个，社会办医疗机构占
比达到30%。

四 国家医养结合试点市建设有了新突破
将医养结合列入全市“十项重点工作”，8个县市区

列为省级医养结合示范县，全市共建成医养结合服务
机构195处，医养结合床位达到1 . 3万张。

五 全国健康城市试点市建设有了新突破
全市国家卫生城市(县城)6个，创建数量居全省

第一，省级卫生城市实现全覆盖。

力力争争养养老老机机构构都都能能提提供供医医疗疗服服务务
烟台市助推医养结合产业新旧动能转换，解决好老年人养老问题

2017年成绩单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闫
丽君) 20日，烟台市召开卫生
计生工作暨迎接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工作动员会议。记者获
悉，2017年，烟台市卫生计生
工作在五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2018年，烟台市将紧紧围绕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国
家医养结合示范市建设、国家
健康城市建设、健康扶贫”四
大核心任务，狠抓工作落实。

据介绍，烟台市是全国老
龄化最高的地级市之一，2017
年全市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
口的比例达到25%，65岁以上
老人占比达到16%，全市现有
21万名失能老人。为解决好老
年人的养老问题，烟台市助推
医养结合产业新旧动能转换，
切实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健
康养老服务需求。

今年，烟台将继续推进机
构养老服务，年内医养结合服
务机构将达到200个、医养结
合服务床位达到20000张。推
动医疗机构开展养老服务，支
持有条件的医疗机构面向老
年人开展照护服务。10月底
前，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要全部
开设老年病科或老年病门诊，
所有医疗机构都要开通老年

人就医绿色通道。
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医疗

服务。10月底前，所有的养老
机构能够提供医疗服务。养老
机构开展医疗服务的，优先予
以审批并不受区域医疗规划
限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开发
建设医养结合机构、养老养生
社区和大型养老综合体。各县
市区要发挥资源优势，建设一
批自然生态环境适宜、医疗服
务条件良好的“医养结合村”。
加快培育医养结合项目。要建
设一批具有国内国际竞争力
的医养结合项目，培育一批健
康养老知名品牌，吸引更多老
年人来烟台养生养老，实现

“品牌高端提价值”。
同时，发展“嵌入式”居家

医养模式。推行日间照料中心
与社区卫生服务站、农村幸福
院与村卫生室邻近建设、融合
发展，或签订服务协议，年内
日间照料中心或农村幸福院
实现医疗服务全覆盖。推行医
疗资源下沉社区，组织二级以
上医疗机构专家定期到社区
卫生服务站坐诊，开展社区医
疗服务。各县市区要加强医疗
卫生服务机构布局，每3-10万
人口设置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

1400平方米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每个居住小区设置1处
面积不小于150平方米的社区
卫生服务站。建立健康养老监
测评估体系，7月底前，各县市
区至少设置1处健康养老需求
综合评估中心。

会议提到，智慧健康养老
是未来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方
向，要积极培育智能化老年用
品生产企业。10月底前，每个
县市区至少培育1家以一站式
医养结合服务平台为依托的
智慧健康养老社区。

记者从会上获悉，国家
卫生城市是衡量一个城市在
城市建设与卫生管理方面整
体水平的最高荣誉。烟台市
自1992年成功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以来，已经连续27年保
持这一荣誉，国家卫生城市
数量居全省首位。今年烟台
市进入第四轮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考核周期，市里成立了
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着重实施“十大专
项整治”、夯实“三项基础”、做
好“五项结合”。在市容环境整
治上下更大功夫，在市场整治
上下更大功夫，在行业整治上
下更大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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