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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的浩瀚星空中， 住院医师是那些

初露锋芒、怀揣梦想与责任，正逐步探索医学

奥秘的年轻探索者。 规范化培训，作为他们职

业生涯中的重要一环， 不仅是知识的再深化，

更是临床技能的磨砺石。 对此，山东第二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通过系统化的培训体系，帮助住

院医师在实践中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医学人才。

规范化培训：临床技能的摇篮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规范化培

训，旨在通过系统、全面的教育与实践，将医

学院校毕业的学生培养成为具备独立诊疗能

力、 良好职业素养和终身学习习惯的合格医

生。 这一过程中，临床技能的磨砺尤为关键。

从基础的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到复杂的手术

操作、急重症处理，每一项技能的掌握都是住

院医师成长的必经之路。

磨砺石之一：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 而实践则是理论的

试金石。 在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规

范化培训中， 住院医师需要不断将书本知识

应用于临床实际， 通过直接参与患者的诊疗

过程，加深对疾病认识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

的临床思维能力。这种“学中做，做中学”的模

式，让理论知识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转化

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磨砺石之二：团队协作的力量

医学是一门团队科学， 住院医师在规范

化培训期间， 将深刻体会到团队协作的重要

性。无论是与上级医师的讨论病例，还是与护

士、药师、技师等多学科团队的紧密合作，都

能让住院医师学会倾听、沟通与协调，培养团

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 这种能力对于未来成

为一名优秀的医生至关重要。

磨砺石之三：面对挑战的勇气

临床工作中充满了未知与挑战，尤其是

面对急重症患者时，更是对住院医师心理素

质和应急能力的极大考验。山东第二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为住院医师提供了大量实战机

会， 让他们在不断面对挑战中学会冷静分

析、果断决策，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

医生。 这些经历，将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宝

贵的财富。

磨砺石之四：持续学习的习惯

医学领域日新月异，新技术、新疗法层出

不穷。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规范化培

训不仅要求住院医师掌握当前的临床技能，更

重要的是培养他们持续学习的习惯。 通过参加

学术会议、阅读最新文献、参与科研项目等方

式，住院医师能够紧跟医学发展的步伐，不断

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

总之，规范化培训是住院医师临床技能磨

砺的重要阶段，它像一块坚硬的磨刀石，不断

雕琢着每一位年轻医生的棱角， 使之更加锋

利、更加坚韧。

在这个过程中，住院医师将学会如何将理

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如何在团队中发挥自

己的作用，如何在挑战中成长，如何保持对医

学的热爱与追求。 最终，他们将成为能够守护

人类健康、推动医学进步的坚实力量。

（作者单位：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临床技能的磨砺石住院医师如何在规范化培训中成长

□

刘倩

消化内科疾病，如胃病、肝病、胆囊炎等，

不仅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带来严重

的健康隐患。 因此，掌握科学的日常护理方

法至关重要。 以下是一份全面的消化内科疾

病日常护理攻略，帮助您守护“胃”来健康。

一、饮食调整：合理膳食，守护胃健康

合理的饮食是消化内科疾病护理的基

础。患者应养成定时定量的饮食习惯，避免暴

饮暴食。 选择易消化的食物，如瘦肉、鱼、蛋、

蔬菜、水果等，避免辛辣、油腻、生冷及刺激性

食物。 对于肝病患者，应控制蛋白质摄入，避

免诱发肝性脑病；胆囊炎患者则需避免高脂

肪、高胆固醇食物。 此外，限制咖啡、酒精等

刺激性饮料的摄入，选择温开水或绿茶等温

和饮品。

二、生活习惯：规律作息，适量运动

良好的生活习惯对消化内科疾病的康复

至关重要。患者应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保证

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适量运动

可以增强胃肠道蠕动，促进消化，如散步、慢

跑、游泳等有氧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 同时，

戒烟限酒也是必不可少的， 烟草和酒精的刺

激会对消化系统造成伤害。

三、药物护理：遵医嘱用药，避免滥用

药物护理是消化内科疾病治疗的重要环

节。患者应严格按照医生的处方用药，包括药

物的种类、剂量、用法和疗程。 不要自行购买

或使用非处方药物， 更不要随意更改药物剂

量或停药。 了解药物的作用机制和可能的副

作用，有助于更好地管理疾病。 同时，注意药

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

四、特殊护理：针对病情，个性化护理

对于肝硬化患者，应控制蛋白质摄入，避

免诱发肝性脑病；同时监测腹水的量和质地，

及时就医。胆囊炎患者则需积极治疗感染，避

免病情恶化。对于上消化道出血等危重患者，

应绝对卧床休息，禁食禁水，出血停止后逐渐

给予温凉流质、半流质及易消化的软食。

五、心理调适：保持良好心态，积极应对

长期的精神压力会影响消化系统的功

能。 患者应学会缓解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

通过运动、休闲活动等方式来放松自己，有助

于缓解症状。同时，家属和医护人员的关心和支

持也是患者康复的重要力量。

六、定期复查：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定期复查是监测病情变化和评估治疗效果

的重要手段。 患者应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定期

复查，如胃镜检查、肝功能检查等。 及时发现和

处理问题，有助于避免病情恶化。

总之，消化内科疾病的日常护理需要患者、

家属和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 通过合理的饮食

调整、良好的生活习惯、正确的药物护理、个性

化的特殊护理、 积极的心理调适以及定期的复

查监测，我们可以有效地守护“胃”来健康，提高

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 四川省广安市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疾病日常护理全攻略

守护您的“胃”来健康

□

李小艳

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 放射性技术

广泛应用于医疗诊断、治疗及科研等领域，为

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之

而来的辐射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 成为公众

关注的焦点。那么，放射卫生监督是如何保障

我们的辐射环境安全的呢？ 以下从几个方面

进行揭秘。

1.�

法规与标准的制定与执行

放射卫生监督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并执行

严格的法规与标准。《放射诊疗管理规定》明

确要求医疗机构必须配备安全防护装置、辐

射检测仪器和个人防护用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对从事

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人员职业健康体检、 个人

剂量计配置、职业病防治均提出了具体要求。

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也持续加强核

燃料循环设施、放射性废物运输、处置等领域

的法规制订，确保每一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

可循。

2.�

实时监测与预警系统

为了进一步提升辐射环境的安全水平，

现代科技手段被广泛应用于放射卫生监督

中。例如“放射在线监测系统”，通过物联网在

线监测和人工智能预警技术， 实时监测核医

学科、 影像科、 放疗科等区域的

γ

射线和

Χ

射线的剂量值。一旦监测到剂量超标，系统会

立即报警，提醒现场人员及时处理，有效避免

了辐射事故的发生。

3.�

人员防护与培训

放射卫生监督还强调人员防护与培训的

重要性。 产生辐射危害的医疗机构必须为工

作人员及受检者提供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

如铅衣、防护眼镜、防护围裙等，并定期对放

射工作人员进行辐射防护知识培训。 做到为

所有放射工作人员进行岗前、在岗期间、离职

的职业病健康检查， 并为从业人员建立职业

健康档案，且终身保存。

4.�

严格的检测、评价机制

设备性能的状态监测和辐射场所的防护

检测是放射卫生监督的重要环节。 所有涉及

放射性技术的建设项目， 在开工前都必须进

行预防性评价，经审批同意方可开工建设，且

需经过控制性效果评价、 验收合格方可投入

使用。这一举措有效预防了潜在的环境风险，

保障了公众的辐射安全， 从而保证职业人员

及受检公众、陪护家属的身体健康。

5.�

废物管理与处置

放射性废物的管理与处置也是放射卫生

监督的重要内容。 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放射性废物管理体系，包括低放废物近地表处

置场（如龙和处置场）的建设和运营。 且要求产

生放射性废液、废弃、废物的单位均应该建立

处理处置场所。

结语

放射卫生监督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工作，

它涉及法规制定、监督检查、实时监测等多个

方面。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法规的日益完

善，相信辐射环境将会变得更加安全、可靠。

（作者单位： 唐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唐

山市卫生监督所））

揭秘放射卫生监督保障我们的辐射环境安全

□

李智辉

口腔内科，守护你的笑容

□

马阳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笑容是传递温暖与

自信的重要方式， 而健康的牙齿则是这笑容

背后的坚实支撑。

口腔内科， 作为守护牙齿健康的重要科

室，专注于牙体牙髓的诊疗与保健，确保我们

的笑容更加灿烂。 本文将带您走进牙体牙髓

的奥秘世界，了解它们的重要性及保护措施。

一、牙体牙髓的基本结构

牙齿主要由牙冠、 牙颈和牙根三部分组

成，内部结构则包括牙釉质、牙本质、牙骨质

和牙髓。

牙釉质是牙齿最外层的硬组织， 负责

保护牙齿免受外界损害； 牙本质位于牙釉

质下方，是牙齿的主要组成部分，含有许多

牙本质小管，传递外界刺激；牙骨质覆盖牙

根，提供支持和保护；而牙髓则位于牙齿中

央，富含血管、神经和淋巴组织，具有营养

牙齿、 感知外界刺激及防御外界压力等多

重功能。

二、牙体牙髓病的常见类型与诊疗

牙体牙髓病是口腔内科最常见的疾病之

一，主要包括龋病、牙髓炎和根尖周炎等。

1.

龋病：俗称“虫牙”，是由细菌引起的牙

齿硬组织破坏性疾病。

初期无明显症状，但随着病情发展，可引

发剧烈疼痛，甚至导致牙齿丧失。治疗方法主

要是充填治疗，即补牙，以恢复牙齿的形态和

功能。

2.

牙髓炎： 当龋病或其他因素导致牙髓

受损时，可引发牙髓炎，表现为冷热刺激痛、

自发痛、夜间痛等症状。 治疗首选根管治疗，

通过清除炎症牙髓和坏死物质， 并进行适当

消毒和充填，以保留患牙。

3.

根尖周炎：是牙髓炎的进一步发展，炎

症扩散至根尖周组织，导致患牙浮出感、咬物

疼痛等症状。治疗同样以根管治疗为主，以消

除炎症并促进根尖周组织的愈合。

三、牙体牙髓保护的措施

1.

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每天早晚

刷牙，使用软毛牙刷和含氟牙膏，确保每个牙

齿表面都被彻底清洁。

2.

合理饮食： 多食用富含维生素和矿物

质的食物，减少高糖、高脂肪和碳酸饮料的摄

入，以维护牙齿健康。

3.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 定期到正规口腔

医疗机构进行口腔检查，及时发现并治疗牙体

牙髓疾病。

4.

选用合适的口腔护理产品： 如漱口水、

牙线等，辅助清洁口腔中的残留物和细菌。

5.

注意牙齿保护：在进行剧烈运动或接触

性运动时佩戴防护牙套，避免牙齿受伤。

四、结语

口腔内科通过专业的诊疗技术和精细的

医疗服务，守护着我们的牙体牙髓健康。 只有

深入了解牙齿的奥秘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

牙体牙髓，我们才能拥有更加灿烂的笑容和健

康的口腔。 让我们从现在做起，关注口腔健康，

守护我们的笑容！

（作者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医院保定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