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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普

◆星空有约

6月4日，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两峪村农民在田里起水稻秧苗（无人机照片）。“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时
节，正是“三夏”农忙之季，大江南北的农民在田间地头忙着插秧收麦，在大地上书写丰收的诗篇。

新华社发（杨韬 摄）
时雨及芒种 四野皆插秧

今年 4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联合发布《关于做好
健康体重管理门诊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
属（管）、省（区、市）属综合医院、儿童
医院、中医医院要在2025年6月底前基本
实现健康体重管理门诊设置全覆盖。

目前体重管理门诊开设情况如何？公
立医院在健康减重方面有什么“秘诀”？

“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进行了调查。
科学减重需求旺盛

走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多学科联合减
重门诊，候诊区坐满了人。42岁的王女士
身高1.65米，体重达85公斤，体检时血糖
偏高让她心急如焚。“以前减肥盲目节食，
总是反弹。”王女士说，“听说这里能科学
减重，就赶紧来了。”

像王女士这样的案例并非个例。国家
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
民超重及肥胖率已超50%。肥胖及相关代
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等，已成为影响国民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
问题。

肥胖率攀升的背后，是现代社会生活
方式的深刻变化。快节奏的工作模式让

“久坐”成为常态，外卖、快餐等高热量饮
食占据日常餐桌，运动时间却严重不足。

此外，儿童肥胖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当前，我国6岁
至17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约为19%。
专家指出，超重肥胖儿童往往合并多种代

谢紊乱问题，还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
健康问题。

为了减肥，很多人尝试过极端节食、
代餐甚至减肥药，但往往反弹快，甚至损
害健康。科学减重需要医学干预，而非盲
目尝试。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多学科联合减重门
诊暨减重中心副主任医师陆迪菲表示，体
重管理不是单纯减重，而是改善整体健康。

陆迪菲介绍，该门诊自2016年成立以
来，已接诊超 2000 名患者，规律随访近
1000名患者。今年一季度，就诊人数和就
诊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超60%。通过综合
干预，体重较基线下降超 5%的患者达
40.9%至50.9%。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多地医院已
开设体重管理门诊。其中，苏州已有37家
医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上海大部分
市级医院和区级医院、近半数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都已开设与体重管理相关门诊。
体重管理门诊并非简单“开减肥药”

记者走访多地发现，体重管理门诊并
非简单“开减肥药”，而是结合医学评估、
营养指导、运动处方、行为干预等综合手
段，形成个性化方案。

“与商业机构相比，公立医院体重管
理门诊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医疗专业性和科
学规范性。”中国医院协会常务副会长毛群
安说。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多学科联合减重门
诊为王女士提供了一整套减重方案：接诊

医生先对她进行体脂分析、代谢率检测和
饮食习惯评估，然后临床营养师为她制定
低升糖指数饮食方案，运动康复师根据她
的膝关节情况推荐游泳和快走结合方式。
中医科医生还为她进行体质辨识，建议配
合针灸和中药调理代谢。

苏州市立医院院长陈彦介绍，体重管
理中心并非由一个科室单打独斗，而是采
用多学科协作模式，由内分泌科、运动医
学中心、营养科、消化内科、胃肠外科、
中医科、体检中心等多学科团队紧密协
作，确保患者获得全方位健康管理支持。

中医在体重管理中也发挥着独特作
用。“中医讲究‘治未病’与整体观，体重
管理要通过调理脾胃、祛湿化痰等方式重
建人体代谢平衡。”苏州市立医院康复院区
中医科主任王晓文说。

部分基层社区医院也在试点体重管理
服务。杭州市拱墅区长庆潮鸣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营养体重管理门诊自2024年
7月开设以来，门诊业务量维持在每周6至
10人，已累计管理110余名就诊者，其中
减重2.5公斤以上的就诊者达22人。

“该中心门诊挂号费全免，专业营养
咨询按医保丙类收费 25 元/次，人体成分
分析自费 50 元/次，线上随访全程‘零付
费’。”中心主治医师许丽琼表示，社区门
诊的优势在于价格亲民、就近便捷，且能
结合慢性病管理，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
提供长期膳食指导。

如何让科学减重“可持续”

尽管体重管理门诊发展迅速，但在落地
过程中仍面临理念、人才、考核机制等挑
战。受访专家表示，未来需从政策支持、公
众教育、技术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据了解，目前一些医院未将体重管理纳
入科室考核指标，导致医务人员积极性不
高。专家建议，可开发智慧管理系统自动抓
取减重效果数据并换算为绩效点数；比如，
管理1例成功减重10%的患者，团队可获得
相当于3个普通门诊的绩效。

记者了解到，目前多数地区的体重管理
门诊费用需患者自费，部分检查项目、减重
药物等未被纳入医保，导致一些患者因经济
原因无法坚持全程管理。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儿童医学中心儿内科研究员韩颖建议，探
索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动将部分体重管理
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韩颖说，儿童科学减重速度应是每周
0.5 公斤左右，过快减重可能导致肌肉流
失、代谢下降。建议加强健康宣教，提高
公众对科学减重的认知。同时，相关部门
应加强监管，确保体重管理服务的科学性
和规范性，避免被商业行为带偏。

受访专家建议，下一步应制定国家标
准，建立从筛查诊断到随访管理的全流程
规范，推动“互联网+体重管理”模式，
让科学减重服务更可及。同时，鼓励支持
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体重管理
门诊，未来更多社区医院有望成为居民健
康减重的“第一站”，形成“医院—社区—
家庭”联动机制。

体重管理门诊加速落地 如何科学“减肥”？
新华社记者 李恒 顾天成 黄筱

剧烈运动后突然倒地、流感后突发猝死
……近年来，心源性猝死频繁进入公众视野。
最新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急性心
肌梗死的粗发病率为79.7/10万。

什么是心源性猝死？哪些因素会诱发心
源性猝死？如何预防？时值中国心肺复苏周，
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急救：抓住黄金4分钟
近日，在山东省烟台市一辆网约车上，上

演“生死时速”。一名男生在去往考场的路上
突发心梗，幸得同行的同学及时进行心肺复
苏急救，挽回了生命。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疾病研究所副
所长郑博介绍，心源性猝死是指因心脏原因
导致的突发性死亡，通常从症状出现到死亡
不超过1小时，心梗、室速室颤等心律失常
是常见诱发因素。其核心特点是发展迅速、
救治窗口极短，死亡率高。

“心脏骤停以后，4 分钟之内是抢救的黄
金时间。”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急诊科
主任徐宁说，如未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不
能及时恢复自主循环，则可造成不可逆的脑损
伤和多脏器衰竭，甚至导致死亡。

如遇身边的人晕倒，如何第一时间判断并

进行急救？徐宁介绍，可首先通过拍打双肩并
在两侧耳畔呼唤，判断患者是否丧失意识，再
通过观察是否有呼吸停止、无规律心跳等情
况，判断是否为猝死。如确定出现猝死，可立
刻进行心肺复苏操作，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
寻求专业帮助。如附近有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也可使用AED进行体外除颤。
东莞打造“社会急救4分钟救援圈”，通

过“短信+定位+视频”的急救模式，让急救
更快一步；浙江计划 2025 年公共场所 AED
配置率达到每 10 万人 45 台；南宁启动“南
宁市急救志愿者管理平台”，加强自助互救队
伍建设，加大对社会公众培训力度……社会
各界正在努力，让患者在生死一线间能够多
一些生机。

筛查：危险因素须重视
心源性猝死的危险因素有哪些？
郑博介绍，有冠心病尤其是心肌梗死以

及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病史，直系亲属中有猝
死或遗传性心脏病史，高血压、高血糖、高
血脂未得到有效控制，长期熬夜、高压工作
等，都是心源性猝死的危险因素，需要引起
重视。

“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如果在早期没有

得到重视，可能会以心源性猝死为首发表
现。”郑博说，比如运动员合并隐匿性肥厚性
心肌病，如未加重视，没有进行早期筛查，
在长期高强度运动中，也会导致心源性猝死。

郑博提示，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或心血
管基础疾病的人群，应定期进行心电图、心
脏超声等检查，必要时可进行相关基因检
查。对于其他人群，建议每年体检，关注血
压、血糖、血脂及心脏结构。

哪些早期信号需要引起注意？徐宁表
示，如出现持续性胸痛，包括前胸痛、后背
酸痛、下颌痛等，以及憋气、疲乏无力、心
跳突然加快或减慢、一过性的意识丧失等情
况，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流感等呼吸道病
毒感染，也可能会引发血栓、电解质紊乱、
病毒性心肌炎等，进而导致心律失常甚至猝
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
师王新刚提示，如发生呼吸道病毒感染，要
注意保证充足的休息，避免劳累和剧烈运
动，一旦出现高热持续不退、胸闷气短、胸
痛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预防：改变生活方式
奶茶、咖啡、熬夜，如今已几乎成为年轻人

的“标配”。在快节奏的当下，如何更好地呵护
心脏健康？

王新刚表示，高盐、高油、高糖饮食，
长期缺乏运动，吸烟，过量饮酒等会悄悄损
害心脏健康。因此，呵护心脏首先要在生活
方式上“下功夫”。饮食上多吃蔬菜水果、优
质蛋白，保持低盐、低脂、低糖的饮食习
惯，少吃油炸食品，戒烟限酒，适度运动，
保证充足睡眠。

“建议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
氧运动，但也要注意循序渐进，避免突然的
剧烈运动。”王新刚说，此外，要科学管理体
重，既不要肥胖，也不要过度减重。

外界环境因素如极端寒冷的天气、进入
高海拔地区等，叠加基础疾病，也会增加猝
死风险。徐宁表示，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人
群，要特别注意冬天保暖；如果想去高海拔
地区，必须提前到医院进行专业评估心肺功
能后，条件允许才可以前往。

专家提示，心源性猝死虽凶险，但通过
科学预防、及时识别和正确急救，可以降低
风险。大家一方面不必过于担忧，另一方面
也要掌握基础的识别和急救知识，既保护自
己，也帮助他人。

关爱心血管 守护生命通道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李恒

中高考临近，万千学子进入冲刺阶段，除知识储备
外，身心健康与平稳心态成为决胜关键。我市医院专家
分别从中医养生与心理调适角度，为考生及家长送上实
用指南。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枣庄医院治未病二科焦恩
虎主任强调，饮食上应遵循“清淡、均衡、易消化、七分饱”
原则，避免油腻辛辣、生冷煎炸食物，以防脾胃受损、内热
滋生。推荐食用山药、莲子等健脾益气食材，百合、桂圆
等养心安神食物；天气炎热时，可适量饮用绿豆汤、冬瓜
汤清热解暑，但脾胃虚寒者需慎食绿豆汤。同时，保证
鱼、蛋、奶等优质蛋白摄入，远离冰镇饮料、咖啡浓茶及不
洁外卖。

作息方面，考生要保证充足睡眠，遵循“子时大睡，午
时小憩”，尽量23点前入睡，确保7至8小时高质量睡眠，
中午安排20至30分钟午休。避免熬夜突击，考前一周
调整生物钟与考试时间同步，学习间隙通过眼保健操、舒
缓音乐等放松身心。

情志调摄上，考生可按揉内关穴、太冲穴等穴位缓解
焦虑，进行深呼吸调节情绪；还可尝试耳穴压豆，或在书
桌旁放置柠檬、使用薰衣草精油提神放松。此外，考试当
天早餐要营养均衡，备好温水、外套等；准备无酒精型藿
香正气制剂等应急药物，应对突发不适。

枣庄市精神卫生中心青少年心理科主任李娜指出，
考生应调整目标设定，摒弃“我要考多少分”等结果性目
标，专注错题集巩固，聚焦知识掌握本身，减少焦虑源
头。当焦虑明显、学不进去时，可采用呼吸放松训练法，
进行5个深呼吸（吸气4秒，憋气7秒，呼气8秒），为大脑
充氧；或进行肌肉紧张性放松训练。针对考前失眠，建议
考生睡前做5个深呼吸，随后想象海边沙滩、花园摇椅等
放松场景，伴随感官联想进入睡眠。特别提醒，适度焦虑

（3-4分程度）反而有助于大脑发挥，不必过度担忧睡眠
不足影响考试。

中高考是人生重要一站，但绝非终点。在中医养生
与心理调适的双重护航下，希望考生们以健康的体魄、平
和的心态迎接挑战，让努力在考场上绽放光彩。

（本报记者 王正 张琛）

专家护航中高考学子
身心状态

6月星空舞台的大幕即将徐徐拉开，唱主角的是太阳系
中几颗明亮的行星。细看这份节目单，既有火星、金星、水星
与月球带来的“星月对话”，也有火星和轩辕十四献上的“二人
转”，还有土星与海王星上演的“星星相吸”。

6月1日，金星迎来西大距，此时金星与太阳的角距离最
远。当日清晨，以“启明星”姿态现身的金星会在东南方天空
熠熠生辉，亮度约-4.4等。

6月里，微微泛红的火星在狮子座中运行，17日前后接近
轩辕十四。轩辕十四这颗银白色的恒星被称为狮子座阿尔法
星，也被称为“王者之星”。

16日至18日傍晚，火星与轩辕十四的距离都不远，17日
傍晚最近，上演近距离“贴贴”。“这两颗星的亮度一致，都为
1.3等，但颜色各异，喜欢摄影的朋友在观赏之余，可以将二者
同框拍下。”宋媛媛说。金星伴月是每月星空舞台的保留节
目，6月的这一次将在22日凌晨上演，虽然这一次二者相距较
远，但由于金星足够明亮，月亮是一弯细细的残月，这幕“星月
对话”还是很吸睛的。

6 月 27 日，一次久违的水星伴月将现身傍晚的西方天
空。“此时水星接近东大距，地平高度几乎处于最高的时候，十
分适合观测。”宋媛媛说。

6月29日，土星与海王星上演“星星相吸”。“海王星是太
阳系八颗行星中距离地球最远的行星，也是最暗的行星，肉眼
无法看到。29日前后几天，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利用明亮的土
星来定位，借助大口径天文望远镜寻找海王星。”宋媛媛说。

（新华社记者 周润健）

金星西大距、水星伴月等天象
将亮相6月天宇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佘远遥
介绍，芒种时节，人体容易外感湿邪，而湿气易困脾，导致
食欲不振、大便黏腻等“苦夏”症状；人体还易内生湿热，
若汗出不畅或贪凉饮冷易引发皮肤痤疮、湿疹、口臭等问
题；此外，高温易耗伤津液，使人出现口干舌燥、烦躁失眠
等“上火”表现，甚至诱发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

“芒种亦是养生之机。”佘远遥说，人们通过饮食、起
居、外治的综合调理，可安然度过湿热夏季，为秋冬健康
打下基础。

“饮食调养应‘健脾祛湿，清补为主’。”中国中医科学
院西苑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张天博说，苦瓜、莲子、乌梅
等可清热燥湿，酸味食物如山楂、柠檬能生津开胃，因此，
可适当多吃“苦”与“酸”；同时，应少食冷饮、冰镇水果，避
免损伤脾阳。

起居、运动和情志调摄也应顺应天时。张天博说，芒
种时节宜在23点前入睡，白天午睡15至30分钟；日常出
汗后应及时更换衣物，避免湿气滞留；洗浴宜用温水，忌
冷水冲凉；锻炼以太极拳、八段锦等舒缓运动为宜，时间
宜选在清晨或傍晚，强度以“微汗”为宜。

长沙市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湛韬举例说，
艾灸可使气机宣畅，助阳祛湿，缓解胃寒等病症，可选择
风门、大椎等穴位施灸；拔罐可逐寒祛湿通经络，缓解湿
气重引发的身体困乏等症状；每晚选用藿香、佩兰、艾叶、
生姜等中药材煎煮后泡脚15至20分钟，能辅助缓解湿
邪侵袭脾胃引发的不适。（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帅才）

芒种时节多湿热
健脾祛湿清心火

遗失声明

▲高强强、王美

玲不慎将购买汇众天

樾 府 5 号 楼 1 单 元

502室的预收款收据

丢 失 ， 收 据 号 ：

0001427, 日 期 ：

2020 年 11 月 30

日，金额：贰万元整

（ ￥20000.00）; 收

据号：0001430,日

期：2020年11月30

日，金额：壹拾壹万

捌仟捌佰壹拾叁元整

（￥118813.00），声

明作废。

▲兹有枣庄市荀

子文化研究会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

丢 失 ， 有 效 期 从

2021年03月16日至

2025 年 03 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李玉安，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370400MJE2126

14J，声明作废。

▲金玉不慎将购

买远航·未来城1期

地下车位出售协议丢

失，地下车位 B005

号，声明作废。

▲枣庄市汇发水

务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为 ：

3704025015736、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为 ：

3704025015737，法

人 徐 辉 章 编 号 为

3704025015739 丢

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枣庄市市中区星

之升幼儿园经理事会

研究决议解散,并成

立清算组,请与该单

位享有债权的人于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 60

日内申报债权,逾期

则视为弃权。

联系人:于慧临

联 系 电 话:

13969461551

地址:山东省枣

庄市市中区兴华西路

340号

枣庄市市中区

星之升幼儿园

债权债务公告

枣庄市薛城区奚

仲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

52370403MJE2426

37D，经我单位第四

届一次理事会会议表

决同意，决定向登记

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并成立清算组，负责

清算工作。请我单位

的债权人于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

算组申请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请

我单位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向清算组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清算组通讯地址：山

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永

福南路76号

院联系人：陈孝

东

联 系 电 话 ：

18863244999

枣庄市薛城区奚仲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