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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晓非 文/图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统计数据显
示 ， 目 前 我 国 高 血 压 患 者 已 超 过 3
亿，平均每 4 个成年人中就有 1 个患
高血压。”5 月 17 日，许昌市人民医
院医务部主任、心血管内科专家司华
峰担忧地对记者说，“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患者年龄呈年轻化趋势，25 至
34 岁的年轻男性中高血压患病率已经
超过 20%。”

5 月 17 日 是 “ 世 界 高 血 压 日 ”。
很多人以为高血压不是大毛病，其实
不然。高血压是常见的慢性病之一，
如果控制不当，容易引起脑卒中、心
脏病、肾功能不全等严重并发症，危
害人类健康。由于部分高血压患者并
无明显症状，因此高血压也被称为人
类健康的“无形杀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以及居民膳食结构等生
活方式的改变，高血压的患病率呈明
显上升趋势，发病率、致残率、死亡
率均比较高。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知
晓率和控制率较低。

《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2019—
2030）》 明确指出，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分别下降到
209.7/10 万及以下和 190.7/10 万及以
下；30 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知晓率分
别不低于 55％和 65％；高血压患者规
范管理率分别不低于 60％和 70％；高
血压治疗率、控制率持续提高。

“目前，我们距离这一目标还有
较 大 距 离 。 努 力 普 及 高 血 压 防 控 知
识，提升群众对高血压的知晓率，帮
助大家合理规范地控制血压，我们还
要继续努力。”司华峰对记者说。

知 晓 血 压 是 科 学 控 制 血 压 的 前
提，而知晓自己的血压就要对血压进
行准确测量。因此，今年“世界高血
压日”的主题为“精准测量 有效控
制 健康长寿”。专家建议，18 岁以上
人群都应进行血压测量。

司华峰表示，测量时要做到精准
测量，使用专业认证的血压计，采用
标 准 化 的 测 量 方 法 获 得 准 确 的 血 压
值，不要因为测量不准导致过度诊断
或漏诊。最好选用经过验证的上臂式

电子血压计，测量前至少安静休息 5
分钟，测量前 30 分钟不要吸烟、饮
酒、喝咖啡和浓茶等，测量时血压计
的袖带高度和心脏保持同一水平。

另外，测量血压时应相隔 1 到 2
分钟后重复进行测量，取两次读数平
均值记录。如果收缩压或舒张压两次
读数相差较大，超过 5mmHg 以上时
应该再次测量，取 3 次读数平均值作
为记录。

知晓血压是管理血压的第一步，
测量血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进行科学
管理。那么，什么情况下才被诊断为
高血压呢？

“ 在 没 有 使 用 降 压 药 的 情 况 下 ，
排除引起血压升高的因素，不在同一
天测量 3 次血压，收缩压均高于或等
于 140mmHg、 舒 张 压 均 高 于 或 等 于
90mmHg 才能诊断为高血压。”司华
峰说，作为河南省医师协会高血压专
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也一直在积极
参与这项工作。

引起血压升高的因素有生理因素
和病理因素两类，生理因素包括情绪
激动、熬夜、饮酒、失眠等，病理因
素是可引起血压升高的一些疾病。由
于影响血压的因素较多，因此偶尔一
次测量发现血压升高，并不能被诊断
为高血压。

初次被诊断为高血压后，也不必
急于用药。

司华峰建议，初次被诊断为高血
压后，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来控制
血压，主要方法包括低盐饮食、控制
体重、科学运动、充足睡眠、调整心
态等。如果通过改善生活方式，血压
能 够 控 制 到 正 常 范 围 ， 可 以 不 用 服
药；如果效果不明显，则需要服用降
压药。

不过，如果被确诊为高血压时，
收 缩 压 等 于 或 大 于 160mmHg， 最 好
尽快用药。需要注意的是，高血压患
者要在医生指导下服药，不可随意停
药。

“健康是最大的民生。我们将不
断提高高血压防控能力，提升群众健
康水平，助力‘健康许昌’建设，为
许昌高质量建设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
行试验区贡献力量。”司华峰说。

别让你的血压“高高在上”
——访许昌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司华峰

□本报记者 张炜华 文/图

作为人体的“司令部”、神经系统最
高级的部分，任何脑部疾病都可能非常
凶险。因此，在大脑神经“动刀子”需要
高超而精细的“手上功夫”。如何以最小
的创伤收获最大的治疗效果，始终是许
昌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的不懈
追求。

“精准、微创、安全、有效是我们的
科室理念，也是我们治疗的标准。”5 月
18 日，许昌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
主 任 赵 中 甫 告 诉 记 者 ，在 人 脑 中“ 动
刀”毫厘不能差，大脑一旦受损将会出
现肢体偏瘫、失语等症状，严重时甚至
危及生命。

为了更好地为脑部疾病患者服务，
2020 年 ，许 昌 市 中 心 医 院 成 立 脑 病 医
院，打破内外科壁垒，以病种分类，集中
优势资源向“精而强”“高质量”方向发
力，使该院在脑病的诊疗上有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2021 年，许昌市中心医院成
为河南省神经疾病区域医疗中心；2022
年，许昌市中心医院脑病医院神经外科
学被评为河南省医学重点培育学科。

作为许昌市中心医院脑病医院的
重要组成部分，神经外科一病区也在整
个学科的发展中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

“目前，我们病区主要收治脑血管
病、脑神经功能障碍及脑部疾病重症患
者。”赵中甫说，医疗技术是科室发展的
永恒主题，一个科室只有拥有先进的医
疗技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特别是在
神经外科，技术进步带来的诊疗效果提

升会更加明显。
近年来，该科不断开展新技术：颈

动脉内膜剥脱术、烟雾病直接搭桥术、
神经内镜下蛛网膜修补术、立体定向
引导下脑干血肿置管引流溶解术、神
经内镜辅助下球囊柔性牵开下脑内血
肿清除术等。

三 叉 神 经 痛 被 称 为 “ 天 下 第 一
痛”。为了解除患者痛苦，该科先后引
进射频消融术、球囊压扎术、显微血
管 减 压 术 等 多 种 技 术 ， 形 成 药 物 治
疗、微创手术治疗和传统开放手术治
疗等“一站式”服务，可以根据患者

的病情程度、具体情况和意愿等开展
个性化、系统化治疗，赢得了省内外
患者的肯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神经
外科治疗要精准、安全和有效，就要
借助一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帮助医生
避开患者的重要功能区，保护患者的
神经和血管，让患者术后的生存质量
得到进一步改善。

“目前，我们可借助的技术设备越
来越多。”赵中甫介绍，立体定向描绘
出病灶三维坐标，为精准治疗提供更
多 可 能 ； 3D 数 字 减 影 血 管 造 影

（DSA） 能更加清晰地显示病变位置；
术中移动 CT 可以在术中、术后进行即
时复检，减少手术风险；显微镜术中
荧光造影可以在术中评价动脉瘤夹壁
效果、了解搭桥血管畅通性；术中电
生理监测技术能连续监测并即时反馈
颅神经的功能状态，为手术提供“实
时导航”；视频脑电图监测技术将传统
脑电图与视频技术结合，更有利于判
定患者行为活动等是否为异常……

在 专 注 于 神 经 外 科 领 域 的 同 时 ，
该科还与其他相关科室合作，向更宽
广的领域进发：与神经内科合作开展
帕金森脑深部电刺激疗法（DBS）研究，
并于 2022 年完成该院首例 DBS 手术；
癫痫的外科治疗是目前顽固性癫痫治
疗的最后一道防线，该科积极与神经内
科合作，开展顽固性癫痫外科治疗的研
究；精神障碍性疾病病因错综复杂，需
要 团 队 合 作 进 行 明 确 诊 断 和 鉴 别 诊
断，该科与许昌市建安医院合作，开
展精神外科的探索性研究……

“科室的发展进步，少不了团队的
力量。”赵中甫说，近年来，该科紧盯
国内、省内的“高精尖”技术，不断
与有特长的医院合作，通过开展亚专
业 管 理 和 “ 走 出 去 ”“ 引 进 来 ”， 引
进、培养了不少人才，科室人员各有
所长、各有所专。

前 进 无 止 境 ， 奋 斗 无 穷 期 。 未
来，许昌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
将不断提升“精准、微创、安全、有
效”的诊疗服务，在守护患者健康的
道路上不断前行。

瞄准“高精尖” 走出特色路
——访许昌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主任赵中甫

赵中甫（第一排右二）和团队一起学习

□本报记者 张炜华

近日，许昌市人民医院神经外一科
为一名颈动脉严重狭窄患者实施了颈
动脉内膜剥脱术，成功清除了患者颈部
血管内的颈动脉斑块，降低了患者的致
残率，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今年 68 岁的张女士因头晕、头疼到
许昌市人民医院就诊。检查发现，其颈
侧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管腔非常狭窄。
在患者住院后，医生进一步进行头颈部
CT 检查发现，患者为多发脑梗，须及时
手术治疗。

“患者的脑梗是由于颈动脉粥样斑
块剥落造成的。”5 月 18 日，许昌市人民
医院神经外一科主任霍晓锋告诉记者，
颈动脉粥样斑块易导致颈动脉狭窄，而
颈动脉狭窄会导致动脉供血区脑组织
缺血、缺氧，严重时可引发神经功能障
碍，是常见的缺血性脑血管疾病。一旦
斑 块 剥 落 ，会 在 血 液 中 形 成 一 定 的 血
栓，血栓可能顺着血管进入大脑，从而
导致脑梗或多发脑梗。

霍晓锋告诉记者，当时他将可以采
用的治疗方式及各自的优缺点告诉了
患者及家属，但他着力推荐的是颈动脉

内膜剥脱术。
“这种手术能够较彻底地清除颈动

脉内的粥样硬化斑块，疏通颈动脉，改
善脑供血。”霍晓锋说，水管里有垃圾会
影响水流，人的血管就像水管，而斑块
就像水管中的垃圾，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就是将血管中的“垃圾”清除出来，从而
畅 通 血 管 ，避 免 斑 块 剥 落 堵 塞 其 他 血
管。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是颈动脉狭窄
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有着非常明显的
优势，它可以直击病灶，术后患者不用

长期服药，治疗花费更低。但同时，颈动
脉内膜剥脱术也有其适应证，且术后会
在颈部留下手术疤痕。

最终，经过仔细考量，患者和家属
接受了霍晓锋的建议，选择了颈动脉内
膜剥脱术。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手术，一
块直径 2cm 左右的斑块被顺利剥除，患
者的头晕症状明显减轻。

在脑卒中患者中，一大部分是缺血
性脑卒中，而在缺血性卒中患者中，超
过一半是由颈动脉粥样硬化狭窄引起
的。而由于颈动脉粥样硬化和动脉狭窄
早期是无症状的，所以隐蔽性极大。“提
前筛查是否有颈动脉粥样硬化及动脉
狭窄是预防缺血性脑卒中的关键。”霍
晓锋说，目前，颈部彩超是评价血管动
脉 粥 样 硬 化 程 度 的 最 简 单 、无 创 的 方
式。它可以测量很多指标，如血管壁的
解剖情况、斑块性质、血管内血流情况
等。如经过颈剥彩超检查后，须进一步
诊断，可通过头颈 CT、血管造影等进行
检查。

霍晓锋提醒，动脉斑块的形成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除了定期进行体检外，
还要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
保持心脑血管健康。

68岁患者多发脑梗 医生施术“清”血管

司华峰（右）参与高血压义诊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地委）5 月 17 日，许
昌市医保局召开全市医保部门、医疗机
构 DIP 工作培训会，会议采取线上+线
下形式进行，邀请国新健康公司 DIP
专家罗利民、郭威授课，旨在有序推
进全市医保部门、定点医疗机构相关
工作人员对 DIP 支付方式改革工作的
认识，推动我市 DIP 各项政策落地落
实。

据悉，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病

种分值付费（DIP）支付方式改革是国家
医保局提出的“三年行动方案”改革的
主要内容，事关医院规范健康发展、参
保群众切身利益、医保基金安全合理利
用。为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我市积
极 推 进 医 保 DIP 支 付 方 式 改 革 ，截 至
2022 年 12 月底，全市纳入 DIP 付费的医
疗 机 构 191 家 ，实 现 医 疗 机 构 覆 盖 率
100%、医保统筹基金覆盖率 97.23%。

培训会上，郭威结合我市医疗机
构 DIP 运行情况，由浅及深、从易到
难详细讲解了 DIP 支付方式改革的背
景 与 意 义 、 DIP 的 概 念 及 实 施 条 件 、
DIP 数据来源、DIP 入组规范、医保结
算清单的质量对分值的影响；罗利民

重点向大家讲解了医保结算清单的填
写规范和要求，以及通过一些数据分
析梳理问题病例存在的原因及解决方
式、注意事项、DIP 支付模式下医院应
如何管理及医院各部门的职责等。培
训 结 束 后 ， 授 课 专 家 就 各 县 （市 、
区） 医保部门和各医疗机构针对 DIP
支付遇到的问题进行现场答疑，让参
会人员深受启发。

“此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参会人员
对 DIP 支付方式改革政策的掌握水平，
丰富了政策知识，拓宽了工作思路，化
解 了 实 际 操 作 中 的 难 题 ，为 推 动 全 市
DIP 支付方式高质量运行奠定了坚实基
础。”许昌市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科科

长孙国河表示。
下一步，全市医保部门和医疗机

构要从提高认识、加强培训、抓好制
度机制建设等方面入手，推进我市 DIP
支付方式改革工作进一步深化；要把
DIP 工作纳入部门重点任务，多思考、
多研究、多采取措施，将本次培训所
学转化到实践中；要认真学习，熟练
掌握 DIP 的内容和环节，做实做细编
码管理、信息传输、病案质控、运营
管理等工作；要针对 DIP 工作完善管
理办法，建立数据分析制度和绩效考核
机制，明确医务、财务、价格、质控、病
案、信息等部门职责，确保 DIP 工作管
理规范、成效显著。

推动我市 DIP 各项政策落地落实
许昌市医疗保障局召开DIP支付方式改革工作培训会

霍晓锋（左二）日常手术中 资料图片

据新华社日内瓦 5 月 19 日电 世界
卫生组织 19 日在日内瓦发布《2023 年世
界卫生统计》年度报告，阐述了新冠大
流行对全球健康造成的损失、对实现与
健康相关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造
成的影响，以及非传染性疾病日益严重
的健康威胁等内容。

报告指出，由于新冠大流行对全球

健康造成损失，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进程持续放缓。与 2000 年至 2015 年期
间的进展趋势相比，新冠大流行造成许
多与健康相关指标的进展出现停滞，并
加剧了在获得高质量医疗保健、常规免
疫接种等方面的不平等。同时，全球疟
疾和结核病的改善趋势也出现了逆转。

世卫组织负责数据、分析和交付的

助理总干事萨米拉·阿斯玛说：“新冠大
流行的影响提示我们，卫生健康的进展
既非线性前进，也非正向保证。为了继
续朝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我
们必须果断采取集体行动。”

报告还指出，非传染性疾病每年造
成的死亡比例持续增长，目前约占全球
每年死亡总人数的 3/4。照此趋势，到

21 世纪中叶，预计每年非传染性疾病造
成的死亡人数将达 7700 万人。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世界
卫生统计是世卫组织对世界卫生状况
的年度检查。该报告就非传染性疾病
的威胁发出了明确信息，这些疾病对生
命、生计、卫生系统、社区、经济和社会
等造成巨大且日益严重的损失”。

世卫组织

新冠大流行使实现与健康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放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