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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大讲堂

不随意采摘、食用野生菌
资料图片 请图片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薄酬

菌味太美
谨防中毒
乐山疾控提醒：

不随意采摘、食用野生菌

消除认识误区
误区一：鲜艳的蘑菇有毒，颜色普通

的蘑菇没毒。
疾控中心：仅根据颜色与形状不能简

单判定蘑菇是否有毒，比如牛肝菌属、红
菇属、鸡油菌属中很多颜色鲜艳的蘑菇却
是美味的食用菌，而外观为灰白色的灰花
纹鹅膏菌却是容易引起误食的剧毒蘑菇。

误区二：长在潮湿处或家禽粪便上的
蘑菇有毒，长在松树下等清洁的地方的蘑
菇无毒。

疾控中心：干净的树下一样可以长毒
蘑菇，比如鹅膏菌、亚稀褶红菇等一些有
毒种类也可以生长在松林中。

误区三：有分泌物或受伤变色的蘑菇
有毒。

疾控中心：有不少毒蘑菇受伤后，不
分泌乳汁，也不变色。而有的食用菌，比
如多汁乳菇，却可以分泌液体并变色。

此外，很多人认为，表面粗糙、突起，
菌柄有环或有菌托的就是有毒的。但事
实上，许多毒蘑菇看起来很普通，但仍然
有毒，比如丛生垂暮菇。

误区四：以前每年都在这棵树上采蘑
菇，并没有毒，今年继续采摘食用也没问
题。

疾控中心：蘑菇生长受自然环境等众
多因素影响，不能简单凭借经验判定哪片
区域蘑菇是否有毒。

每年因误食毒蘑菇中毒，甚至死亡的
人，往往就是每年都凭自己“经验”去采毒
蘑菇的人。

科学对待勿抱侥幸心理
现在，有市民认为，蘑菇煮熟了就能

吃。但要引起重视的是，毒蘑菇生的熟
的都不能吃。

毒蘑菇毒素化学性质比较稳定，
耐高温、耐干燥、耐酸碱，一般烹调加
工不能破坏其毒性，因此切记：新鲜毒
蘑菇和煮熟后的毒蘑菇均不可食用。
并且，鉴别野生蘑菇是否有毒需要专
业机构，目前没有简单易行的鉴别方
法，民间流传的一些识别方法经证明
并不可靠，不可轻易相信。在有采食
野生蘑菇习俗的地区，切勿采集未食
用过或不认识的野生蘑菇，人命关天，
冒险的事不可轻为。

误食毒蘑菇怎么办
一要拨打急救电话。立即拨打急救

电话呼叫救护车赶往现场，并保留毒蘑
菇样品供专业人员救治参考。

二要催吐、洗胃和导泻。为减少毒
素的吸收，让中毒者大量饮用温开水或
稀盐水，随后把手指伸进咽部催吐，可反
复多次。

三要补水。催吐后，为防止反复呕
吐发生的脱水，最好让中毒者饮用盐水
和加入食用糖的“糖盐水”，以补充体液
的丢失，防止休克的发生。

四要防止窒息。对已发生昏迷的患
者不要强行向其口内灌水，防止窒息。

记者 戴余乐

随着雨季的来临，野生菌进入大量繁殖阶段，自采误食
野生菌中毒事件也随之增加。

据统计，2010-2020 年四川省共收到各市州上报毒蘑
菇中毒事件510起，发病人数高达1905人，死亡31人。

四川省有不少山区丘陵，每当6-8月野生蘑菇生长旺
盛的季节，人们为品尝其鲜美的味道常常进行自采或购
买。但野生蘑菇种类繁多，有些毒性极大，如果误食，后果
不堪设想。

为此，乐山市疾控中心发出风险预警提示：不自行采食
野生蘑菇，不吃来历不明或猎奇而得的蘑菇。

夏日游泳
安全防护准备好了吗？

炎热的夏季，游泳不失
为一种集休闲、消暑、健身
于一体的运动，因此备受人
们青睐。那么，我们如何实
现既锻炼身体，又降低风险
呢？来吧，这份夏日游泳防
护指南请查收。

文图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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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服务
优化流程助力疫苗接种

“拿着预约单来，从登记到接种全程花了不到10分钟，简直
是一路畅通。”7月5日16：25，市民陈女士接种完新冠病毒疫苗
第一剂次，看着粘贴在手上的接种凭证感慨地说。

记者从市中区疾控中心了解到，随着高温天气的到来，长时
间排队等候存在人员中暑、夏季流行病传播等疫情防控风险，为
此，大型方舱式接种点不仅优化接种流程，而且在现场搭建了遮
阳帐篷，设置了接种信息公示牌，并配备了医疗救护车。现场由
街道统筹社区干部、公安、志愿者现场维护秩序，医务人员及时
提供医疗救助，为接种群众提供服务。

同时，针对特殊人群（特殊行业及特殊情况的群众），大型方
舱式接种点在接种期间开设了夜间接种专场，以集体组织到场
接种方式为特殊人群提供接种服务，已累计接种近5000人次；为
方便老弱病残群体接种，避免长时间排队、等候，大型方舱式接
种点还在现场设置了老年人及伤残人士专用通道，70岁以上老
年人及一至四级残疾人士、五至七级伤残人士均可享受专用通
道。据统计，大型方舱式接种点专用通道已为超1万名群众提供
服务。

据悉，自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以来，我市不断优化升级
服务流程，多种形式宣传全员疫苗接种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有效性
与安全性，力争做到应接尽接，筑牢全民免疫“防火墙”。截至目
前，乐山已接种268.82万剂次。

疫苗接种 市卫生健康委供图

医疗保障事关人民群众健康，是重大
民生工程。如何让群众就近享受便捷高效
的医疗服务？在乐山各级医疗机构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中，各医疗机构纷纷通过邀请上级医院专
家下沉和主动下沉，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大型义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前不久，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
外科专业委员会、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主办，市中区人民医
院、沐川县人民医院承办的“竹乡泌语，中
西合璧”国家级泌尿外科专家巡回医疗走
进沐川开展大型义诊活动在沐川县人民医
院举行。国家级泌尿外科专家在该院开展
泌尿系统疾病科普宣讲、免费义诊以及前
列腺癌 PSA免费筛查等，并进行教学查
房。当天共义诊78人次，让基层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专家的诊疗服务，
有效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日前，五通桥区精神病医院医护人
员前往乡镇开展“癫痫病防治”义诊活
动，为癫痫病患者提供义诊服务，并向他
们宣传和讲解癫痫服药补助政策及相关
健教规范。义诊活动的开展，为癫痫病
患者长期规律服用抗癫痫病药物，减轻
癫痫患者的疾病负担以及生活负担，提
供了长效保障。

另外，除了开展义诊活动，各级医疗
机构还加大对患者的健康科普力度，通
过面对面、定期回访、健康教育进病房等
方式，详细了解患者术后的身体状况、治
疗恢复情况、社会保障情况及生活存在
困难。同时，向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健康
宣教、康复指导，鼓励患者积极治疗、增
强自信。

“从实际出发，确定为群众办实事项
目，做到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真正回
应群众所想所盼、所急所需，把实事办到群
众的心坎上。”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乐山卫生健康系统将继续从党史学习
教育中汲取智慧力量，围绕改善群众就医
环境、医疗机构便民行动、卫生健康知识普
及、关爱群众健康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提质、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项目，
用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服务
宗旨，努力开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

乐山市人民医院：
延长工作时间 CT检查不再排长队

随着预约CT、核磁共振检查患者
的增多，患者预约等待时间较长。为方
便患者就医，乐山市人民医院放射影像科
调整技师工作时间，实行两班制，早班提前
到7：30上班，晚班延迟到22：00下班，有效
缩短了患者等待时间。该院康复医学科主
任罗忠纯将其门诊坐诊时间由早上8：30提
前到8：00，并贴出温馨提示告知患者，让患
者在8点至9点这个时间段错峰就诊，极大
方便了上班族患者。

同时，针对该院消化内科患者多、病床
少，患者入科等待时间较长（最多时需要5-
7天）问题，市人民医院首先提高病床周转
率，同时与基层医院联合，及时对病情稳定
患者进行转诊。其次，该院大力开展专病
门诊，安排专人对专科手术患者进行预约
和解释安抚工作，避免患者多跑路。此外，
该院大力开展日间手术，避免病情较轻的
日间手术患者占床位。目前，该院消化内
科预约患者等待床位时间减少至2-3天，
科室在只有48张正床的情况下，每月出院
患者数达到330-350人次，切实优化市民
就医体验。

乐山市精神卫生中心：
开设临床心理科门诊 助力心理健康

5月8日，乐山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
理科门诊在市中区揭牌开诊，解决市区群
众“看病远、看病难”的实际难题，填补了乐
山市域少儿心理、睡眠监测等心理和精神
卫生事业空白。开业当日，市精神卫生中
心还开展了免费义诊活动，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专门派出心理卫生中心专家教授现场
坐诊，为预约患者提供免费诊疗服务。

夹江县中医医院：
增设先进设备 扫码即可取报告

5月初，夹江县中医医院增设的放射科
电子云影像服务在第一住院大楼一楼大厅
正式投用，该设备操作简单方便，24小时开
机。患者做完检查，再也不用花大量时间
排队取片、取报告，扫码即可领取和查看影
像报告，患者纷纷为这项服务点赞。

峨眉山佛光医院：
启动夜间门诊服务 方便患者错峰就医

5月开始，峨眉山佛光医院康复医学科
启动夜间门诊服务，方便患者错峰就医。
同时，该院PCR核酸检测实验室在每月的
逢“3”倍数的日期，实行24小时值班制，开
展夜间检测服务，更好地满足老百姓就医
需求。

●延长工作时间，CT检查不再排长队
●启动夜间门诊，方便患者错峰就医
●优化接种流程，助力新冠病毒疫苗全民接种
●开展义诊活动，优质医疗送到“家门口”

提升服务质量 改善就医体验
把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为切实解决群众心头“急难愁盼”问题，将
党史学习教育理论成效转化为“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实践动力，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今年以来，我市医疗卫生系统精准发力、有序部
署，围绕疫情防控、完善医疗基础设施、健全医
疗救治体系、方便群众就医等重点工作，持续改
善群众就医体验，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多措并举
改善就医体验

患者多、看病远、预约
等待时间长……针对群众
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我
市医疗卫生机构坚持问题
导向，着力解决民生诉求，
延长工作时间、开展夜间
门诊服务、增设先进设备
……多措并举优化群众就
医体验。

发挥特色
“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

记者 戴余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