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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中区人民医院普外二
病区护理团队，成功为患者林先生
(化名)进行迷你中线导管的植入。

据了解，林先生住院期间，需要
每天输液补充大量液体以达到治疗
需要，但是由于自身特殊的血管情
况，传统静脉留置针易脱出，反复的
扎针输液让该患者苦不堪言。了解
这一情况后，市中区人民医院普外
二病区护士长刘艳，决定为该患者
实施迷你中线导管的植入，从根本
上解决“扎针”烦恼。

“护士长，这种静脉输液真不
错，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谢谢你
们。”病房内，林先生家属向市中区
人民医院普外二病区护理团队连连
道谢。

随着静脉治疗专科的发展，人
们对静脉输液治疗和护士的综合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给患者
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市中区人民

医院不断创新服务、创新技术。此
次普外二病区成功实施迷你导管中
线植入术，填补了医院在迷你中线
导管技术的空白，提升了医院静脉
治疗的质量，提高了护士的工作效
率，为更多患者带来福音。

迷你身材大作用

“迷你中线导管是一根8-10cm
长的外周套管，是介于中心静脉导
管和外周静脉留置针之间的一种输
液工具。”刘艳介绍，相较于传统静
脉留置针，迷你中线导管的主要优
点在于留置时间更长，不易脱出，可
以避免反复穿刺给病人带来的痛
苦。而与CVC、PICC等传统置管方
式相比，迷你中线导管的优势则是
穿刺操作更简单、创口及对血管内
皮的损伤更小、费用更低，且其巧
妙、合理、全密闭性、独特的一体化
赛丁格设计，可以大大降低感染几
率及血栓风险发生率。

并且，传统静脉留置针只能保
留3至5天，对于需要长期输液治疗
且血管情况较差的患者，不仅面临

反复被穿刺的痛苦，也给护理人员
的工作带来巨大挑战。而中线导管
留置时间为 1—4 周，留置时间更

长，有效保护上肢血管网，降低药物
对外周血管的损伤，减少了化学性
静脉炎的发生。

“对长期需要治疗的患者来说，
这一新技术能让患者从住院到出院
得到一针式治疗，真真正正‘只挨一
针’，提高了护理质量及满意度。”刘
艳说。

适用哪些患者?

刘艳介绍，输液时间需要1—4
周;病人易动，用普通留置针易脱出
的患者(躁动、谵妄、意识模糊等);血
浆置换、干细胞采集、血小板采集;
需要快速、大量补液、补血的患者;
急诊需要紧急置管的患者;重症患
者中心静脉导管感染后需要替换导
管，可以用它暂时替代。抗感染控
制体温后再使用CVC(经锁骨下静
脉置管)和PICC(经外周导入中心静
脉置管)，可采用迷你中线导管。

市中区人民医院成功实施首例迷你导管中线植入术

迷你中线导管“一针”解决患者烦恼

昨(15)日，记者从市气象灾害指挥
部办公室了解到，自今年8月 6日以
来，我市出现了历史罕见的高温热浪
天气，降水较历年同期异常偏少。8月
6日至8月14日平均气温28.8-32.3℃
(国家站)，除了马边彝族自治县外，其
余县(市、区)均突破日平均气温历史极
值，较历年同期偏高3.0-5.5℃。8月
14 日，犍为国家气象站最高气温为
41.5℃，创下了乐山市自1951年有气
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市中区、
五通桥区、峨眉山市、犍为县、井研县、
沐川县6个国家站日最高气温均超过
40℃，均突破日最高气温历史极值。

市气象台8月4日发布高温蓝色预
警，9日更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14日
更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6日发布高温
橙色预警信号，7日确认1次高温橙色
预警信号，8日更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信号，9日至15日7次确认高温红色预
警信号。市气象灾害指挥部于9日16时
40分启动高温Ⅳ级应急响应，15日10
时30分升级为高温Ⅲ级应急响应。

那么，高温预警与高温预警信号
是一回事吗?高温天气下，市民该采取
什么样的防护措施?

高温预警与
高温预警信号的区别

市气象台台长张勇介绍，高温词
义为较高的温度，中国气象学上把日
最高气温达到 35℃以上称之为高温
日，高温日连续3天或以上的时段称
为高温期。当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将出
现高温天气时，会及时向社会发布高
温预警或高温预警信号，但两者是有
区别的。

高温预警是对一段时期的高温天
气作出预警，预警时效通常是 72 小
时，常见级别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

色、橙色。高温预警信号是对短期临
近高温天气作出预警，预警时效通常
是24小时，常见级别由低到高依次为
橙色、红色。高温预警由省、市级气象
台发出，预警范围分别是全省、全市;
高温预警信号则是县级气象台发出，
预警范围为县域，市气象台代我市市
中区及沙湾区发布高温预警信号。

由于四川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气候
差异大，对不同地区高温预警和高温预
警信号的规定又有不同。对处于四川盆
地西南部的我市来讲，具体规定如下：

高温预警按以下标准发布——
高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48小时

我市4个及以上县(市、区)大部地区将
持续出现最高气温为35℃及以上，且
有2个及以上县(市、区)成片达38℃及
以上高温天气;或者已经出现并可能
持续。

高温黄色预警：过去48小时我市
4个及以上县(市、区)大部地区持续出
现最高气温达38℃及以上高温天气，
且预计未来48小时上述地区高温天
气仍将持续出现。

高温橙色预警：过去48小时我市
4个及以上县(市、区)大部地区持续出
现最高气温达38℃及以上，其中有2
个及以上县(市、区)成片达40℃及以
上高温天气，且预计未来48小时上述
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出现。

高温预警信号按以下标准发布——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

小时内将出现最高气温升至35℃以上
的高温天气。

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
小时内将出现最高气温升至37℃以上
的高温天气。

应对持续高温
晴热天气的对策建议

市气象部门提醒，高温预警与高
温预警信号的预警时效、影响范围不
同，但都需要加强防御。

据市气象台预测：预计8月16日
到24日，我市仍将维持持续高温晴热
天气，白天多云到晴，夜间沿山地区有
分散阵雨，日最高气温在38℃以上，部
分地方可达40℃以上，高温期间，午后
到傍晚局地强对流多发易发，应注意
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和阵性大风带
来的不利影响。其中18日夜间到19
日白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
个别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全市上下需采取
必要的防护措施

1. 持续高温天气，有关部门和单
位需做好防御高温工作，特别注意老
弱病幼人群的防暑降温。高温环境下
作业和需要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的人
员应采取防暑降温措施。

2. 持续高温天气，全市大部地区
森林和城市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做
好防火工作;应当注意防范因用电量
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
大而引发的事故，保障电力安全。

3. 高温天气，臭氧污染风险较高，
需加强臭氧污染防治工作。

4. 做好学生防溺水工作。教育部
门需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做好学生防
溺水工作。

5. 继续强化局地强对流天气的防
范工作。建议加强重大活动、重点区
域、重点行业、重点人群的大风、雷电、
山洪、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

6. 目前我市部分地方已出现伏
旱，后期的高温晴热天气将加剧旱情
的发展，需切实加强抗旱工作，采取有
效措施，确保农业生产及旱区的人畜
饮水安全。

高温预警与高温预警信号
是一回事吗？
官方为你答疑

■ 记者 张清

本报讯（记者 戴余乐）昨(15)日，记
者从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2022年医师
资格考试医学综合考试将于8月19日
开始。为切实做好我市2022年医师资
格考试医学综合考试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保障广大考生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确保考试安全、平稳、顺利进
行，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有关
规定，考生需落实考前、考中、考后的疫
情防控措施，做好个人防护。

考前7天内不应前往国内有中高风
险地区所在的县(市、区)，考前10天内不
应前往境外；不出入人群拥挤、通风不良
场所;不接触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病
人;不接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及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不得
隐瞒行程、病情、症状等。

考前7天起应每天自我监测体温和
健康状况，出现发热(体温≥37.3℃)、干咳

等异常症状须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
诊进行甄别及治疗。备考期间“健康码”异
常的考务人员和考生，应及时查明原因
(可拨打电话：12345转人工咨询)，并按疫
情防控要求做好相关检测，体温正常且四
川天府健康通“健康码”显示“绿码”、“健
康状态为低风险”方可参加考试。

需提供第一单元考试前3天2次核
酸检测(两次采样时间间隔24小时且最
后一次须为考前24小时内检测报告)电
子或纸质阴性报告方可参加考试。

自行准备一次性医用口罩(禁止佩
戴带有呼吸阀口罩)、一次性手套并全程
正确佩戴。

对于尚在管控期间或居家隔离，以
及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考生不得参加
考试。

考试当日须提前60分钟到达考场
进行防疫核验，按顺序间隔1米以上排

队从专用考试通道进出考场，避免和无
关人员交流。考生应主动出示准考证、
有效身份证件，第一单元考试前3天2
次核酸检测(两次采样时间间隔24小时
且最后一次须为考前24小时内检测报
告)电子或纸质阴性报告、“考生防疫情
况承诺书”、四川天府健康通“绿码”和

“健康状态为低风险”等，核验并扫场所
码通过后方可进入考场。

除因身份确认需摘除口罩以外，整
个考试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
护。考试时，考生若出现发热、咳嗽等
可疑症状，须主动报告工作人员。

考试结束后，应根据考场的安排错
峰、有序离场，根据出入路线提示离开
考场，离场期间保持人员距离，不得在
考场及出入路线上逗留。考生所有单
元考试结束后，须及时自行前往考场就
近核酸采集点进行一次核酸采集。

2022年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考试即将开考

■ 记者 戴余乐

迷你中线导管 市中区人民医院 供图

新华社悉尼电（刘诗月）澳大利亚等多国研究
人员参与的一项国际研究表明，低钠盐有助于食用
者降低中风或心脏病风险。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
《英国医学杂志开放版·心脏》杂志上。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乔治全球健康研究
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分析了欧洲、亚洲、美洲开展
的多项低钠盐研究得来的数据，其中19项研究涉
及低钠盐对血压的影响，5项研究涉及低钠盐对疾
病发病率的影响，参与研究的总人数超过3万人，
主要是高血压患者。低钠盐中，氯化钠的比例从
33%至75%不等。

结果表明，长期食用低钠盐的人血压都得到了
控制，收缩压总体下降了4.61毫米汞柱，舒张压总
体下降了1.61毫米汞柱。低钠盐中，氯化钠的比例
每降低10%，食用者收缩压会下降1.53毫米汞柱，
舒张压会下降0.95毫米汞柱。低钠盐可将因任何
原因导致的早亡风险降低11%，心脏病或中风发病
率降低11%，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降低13%。

乔治全球健康研究所执行主任、新南威尔士大
学医学教授布鲁斯·尼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摄入钠含量较高的食盐容易导致高血压，而
高血压是导致心脏病和中风的主要原因。这项研
究表明，低钠盐可有助于降血压，从而降低中风和
心脏病的发病风险。

低钠盐有助于降低
中风和心脏病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