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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痛救治单元是胸痛中心区域协同救治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建立规范化的胸痛救治单元，对胸痛患者的

及时诊断，减少救治延误，降低死亡率具有

重要意义。很多人都不了解胸痛救治单元，

不知道打通胸痛救治起跑“第一公里”和慢

病管理“最后一公里”是什么？殊不知，了

解这些内容对自身身体健康至关重要。下面，

文章就对胸痛救治单元 , 打通胸痛救治起跑

“第一公里”和慢病管理“最后一公里”进

行科普。

何为打通胸痛救治起跑“第一公
里”和慢病管理“最后一公里”

打通胸痛救治起跑“第一公里”  时间

就是生命，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及时的救治

生命，保护生命健康，是每一名医务人员应

该承担的责任。打通胸痛救治起跑“第一公

里”，是保护生命健康的重要举措。打通胸

痛救治起跑“第一公里”是各个地域为了更

好地进行救治工作开展，增强医务人员的责

任意识，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对急性胸痛患者

早期诊断和临床救治能力。同时，打通胸痛

救治起跑“第一公里”主要针对的是急性胸

痛患者，旨在通过规范化建设胸痛救治单元，

实现及时识别、有效分级处理和快速转诊，

以最大程度地缩短早期救治时间。

打通慢病管理“最后一公里”  患者后

期的恢复、日常护理与用药情况等，都是需

要关注的重点内容。很多患者回到家中不知

具体要如何进行自我保护或者是不在意自我

保护，导致疾病进一步加重，不仅影响了生

活，甚至有部分患者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针对这一问题，相关工作单位开展了慢病管

理“最后一公里”活动，目的是为患者的生

命健康保驾护航。在这一工作中，主要针对

的是：在上级（二甲、三甲）医院做了手术

的患者回来社区后需要医护人员定期随访，

例如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预防用药等

因素，所谓慢病管理不单单是广义上指的某

一种或几种疾病的管理，这里狭义指经过前

期胸痛救治之后的回归到社区，需要医护人

员负责跟进患者的健康管理。

通过“最后一公里”活动实施，才能确

保及时了解患者的身体情况，以便后期持续

跟进、治疗。因此成功的解决了慢病治疗中

因为后期医护不到位、用药不正确等带来的

问题，为更多患者的生命提供了保证。

优势

打通胸痛救治起跑“第一公里”的优势

第一，可以有效的缩短救治时间。胸痛看似

不严重，实际上隐藏着很大的危机，特别是

急性心梗，发病快，如果救治不及时，会对

患者的生命造成直接威胁。而胸痛救治单元 ,

打通胸痛救治起跑“第一公里”活动的开展，

则可以让胸痛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在患者

发病后，可以到最近的医院或者是胸痛救治

单位进行救治，大大缩短患者到医院的时间，

能够降低致死、致残率。

第二，可以有效的提高救治成功率。

在患者发病后第一时间被送到胸痛救治单位

后，胸痛救治单元医护人员会通过专业判断

与设备等快速的进行诊治，确定诊治方案。

这可以为患者后续救治活动开展赢得更多时

间，大大提高对高危胸痛患者成功救治率。

第三，可以完善救治体系。打通胸痛救

治起跑“第一公里”，有一套完善的救治与

管理体系，患者在发病后被送到基层胸痛救

治单位后，在病情得到缓解后，工作人员及

时的进行转诊，由更为专业的救治团队为患

者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既可以提高医疗资

源的利用效率，也可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慢病管理“最后一公里”的优势  第一，

可以让医疗服务走向基层。慢病管理“最

后一公里”涉及多个活动，比如督促患者

定期进行身体检查、了解慢病发展情况、

近期身体现状、生活现状，进行疾病相关

知识宣传等，这可以提高慢病患者对疾病

的重视程度。

第二，为慢病患者提供个性化服务。依

据症状不同、病情严重程度等，处理的方法

也不尽相同，医护人员针对回归社区的患者，

真正做到了尽早、尽快、及时的跟进管理跟

踪，让慢病管理“最后一公里”的优势放到

最大。

总而言之，胸痛救治单元 , 打通胸痛救

治起跑“第一公里”和慢病管理“最后一公

里”，是一项具有极高社会价值的社会服务

活动，可以让人民群众的健康得到更多保护，

应继续加强相关研究与建设。

妇科疾病，作为女性健康的“隐形警钟”，

其重要性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然而，

这些疾病不仅影响女性的生活质量，还可能

对生育能力和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

妇科疾病的预防和早期发现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从预防措施、早期发现方法以及健康

管理建议三个方面，详细阐述如何有效应对

妇科问题。

妇科疾病的预防措施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良好的卫生习惯

是预防妇科疾病的基础。女性应每天用温水

清洗外阴，保持外阴部的清洁干燥。选择透

气性好的棉质内裤，避免穿着紧身裤或合成

纤维材质的内裤，以减少细菌滋生的环境。

经期卫生也需特别注意，要勤换卫生巾，避

免使用不洁卫生用品，防止细菌侵入。

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健康的生活习惯

对预防妇科疾病同样重要。保持规律的作息

时间，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有助于维持内

分泌系统的稳定。戒烟限酒，减少对身体的

损害。在饮食方面，应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和全谷类食物，减少高脂、高糖、高盐食物

的摄入，保持适度的体重，避免肥胖。适量

的体育活动有助于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

降低患病风险。

定期进行妇科检查  定期进行妇科检查

是预防妇科疾病的关键。通过妇科检查，可

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妇科问题。建议女

性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妇科检查，包括白带常

规、宫颈涂片、妇科 B 超等项目。对于已婚

或有性生活的女性，还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

查，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宫颈病变。

注重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对女性身体健

康同样重要。长期的精神压力和不良情绪

会影响女性的内分泌系统，增加患妇科疾

病的风险。因此，女性应注重心理健康，

学会调节情绪，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遇

到困难时，可以寻求家人、朋友或专业人

士的帮助和支持。

避免不洁性行为  不洁性行为是导致妇

科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女性在性行为前后

应注意清洁，避免使用不洁的性用品。同时，

要洁身自爱，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关系，

以减少感染的风险。对于已婚女性，夫妻双

方应共同维护生殖健康，避免交叉感染。

妇科疾病的早期发现方法

观察阴道分泌物  阴道分泌物是女性生

殖系统健康状况的“晴雨表”。正常情况下，

阴道分泌物应为白色或略带颜色，无异味。

如果女性发现阴道分泌物增多、颜色异常、

有异味或伴有瘙痒、疼痛等症状，应及时就

医检查。这些症状可能是阴道炎、宫颈炎等

妇科疾病的信号。

注意月经情况  月经是女性生殖系统的

重要表现之一。如果女性出现下腹部疼痛、

坠胀感、腰骶部酸痛等症状，或者腹部触及

包块，应及时就医检查。这些症状可能与盆

腔炎、卵巢囊肿等妇科疾病有关。月经周期

的异常（过长、过短或不规则）也可能是内

分泌失调或妇科疾病的早期征兆。

定期进行自我检查  女性可以定期进行

自我检查，以便及时发现乳房、外阴及腹股

沟等部位的异常。例如，每月进行一次乳房

自检，观察乳房是否有肿块、疼痛或皮肤改

变等症状。同时，也可以观察外阴部是否有

溃疡、赘生物等异常表现。如发现异常情况，

应及时就医检查。

利用现代医疗技术进行检查  现代医疗

技术为妇科疾病的早期发现提供了有力支

持。女性可以利用 B 超、宫腔镜、腹腔镜等

技术进行检查，以便更准确地发现潜在的妇

科问题。这些技术可以帮助医生观察子宫、

卵巢等器官的形态和结构，发现肿瘤、囊肿

等病变。

妇科疾病的健康管理建议

积极治疗妇科疾病   一旦确诊患有妇科

疾病，女性应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根据

疾病的类型和严重程度，选择合适的治疗方

法，如药物治疗、物理治疗或手术治疗等。

同时，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度焦虑和

恐惧。

加强康复期护理  在治疗期间和康复期，

女性应加强护理，促进身体康复。保持充足

的睡眠和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在饮食方面，

要多吃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

如瘦肉、鱼、禽蛋、新鲜蔬菜和水果等。同

时，要避免食用辛辣、刺激性食物和饮料。

定期进行复查和随访  在治疗结束后，

女性应定期进行复查和随访，以便及时发

现并处理潜在的复发或转移情况。医生会

根据疾病的类型和分期制定相应的复查计

划，包括妇科检查、影像学检查等项目。

女性应按时进行检查，并向医生报告任何

异常情况。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预防妇科疾病复发的重要措施。女性应保

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

在饮食方面，要均衡摄入各种营养素，避免

偏食和暴饮暴食。同时，要进行适量的运动

锻炼，增强身体素质和免疫力。此外，还要

戒烟限酒，减少对身体的损害。

结论

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 女性的健康

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妇科疾病作为影响女

性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预防与早

期发现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保持良好的卫

生习惯、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进行妇科

检查以及注重心理健康，女性可以显著降

低患病风险。同时，密切观察身体变化，

如阴道分泌物、月经情况等，也是早期发

现妇科疾病的关键。一旦发现异常，应及

时就医，积极治疗并加强康复期护理。通

过综合措施，女性可以更好地守护自己的

健康，远离妇科疾病的困扰。 希望每位女

性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守护人。

打通胸痛救治起跑“第一公里”和慢病管理“最后一公里”
▲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附属杏坛医院  何日德

告别难言之隐：妇科疾病的预防与早期发现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松江医院  崔敏  解培培  许培荣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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