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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
保局、国家中医药局、中央军委后勤
保障部卫生局联合印发《医疗机构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下称

《办法》），推动实现不同医疗机构间
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办法》于
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办法》共分为7章39条，分别
从组织管理、互认规则、质量控制、
支持保障、监督管理等方面对医疗
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各项要求
进行了明确。

《办法》对有关部门的职责进行
划分，明确提出医疗机构应当按照

“以保障质量安全为底线，以质量控
制合格为前提，以降低患者负担为
导向，以满足诊疗需求为根本，以接
诊医师判断为标准”的原则，开展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

《办法》中的检查结果，是指通
过超声、X线、核磁共振成像、电生
理、核医学等手段对人体进行检查，
所得到的图像或数据信息；检验结
果是指对来自人体的材料进行生物
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化学、血液免
疫学、血液学、生物物理学、细胞学
等检验所得到的数据信息。

对于患者提供的已有检查检验
结果符合互认条件、满足诊疗需要
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重
复进行检查检验。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以下6种
情况，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可以
对相关项目进行重新检查。这些情
况包括：因病情变化，检查检验结果
与患者临床表现、疾病诊断不符，难
以满足临床诊疗需求的；检查检验
结果在疾病发展演变过程中变化较
快的；检查检验项目对于疾病诊疗
意义重大的；患者处于急诊、急救等
紧急状态下的；涉及司法、伤残及病
退等鉴定的；其他情形确需复查的。

在费用收取方面，《办法》针对
不同情况进行分类要求：检查检验
结果满足诊疗需要的，医疗机构按
门（急）诊诊查收取相应的诊查费，
不额外收费；检查检验结果符合互
认要求，但确需相应检查检验科室
共同参与才能完成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工作的，可在收取诊查费的基础
上，参照本院执行的价格政策加收
院内会诊费用；检查检验结果符合
互认条件，但无法起到辅助诊断作
用，确需重新检查的，收取实际发生
的医疗服务费用。

此外，《办法》明确了开展互认
工作的基本要求，提出了可以重新
检查的具体情况，并要求医务人员
加强医患沟通，对于检查检验项目
未予互认的，应当做好解释说明，充
分告知复检的目的及必要性等。

有关专家表示，检查检验是医

疗服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实现不
同医疗机构间的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有助于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
降低医疗费用，提高诊疗效率，改善
群众就医体验。

减肥的目的是减少多余的脂肪而
非水分。实际上，若减少了水分摄入，
反而会降低减肥的效果，因为脂肪的
代谢和消耗也需要水分，体内缺水会
影响脂肪代谢而起到相反的作用。

人体在减肥过程中，往往会产生
更多的废物，这些废物必须通过汗液、
尿液及唾液排出体外。缺乏水分，这
些废物难以排出，不但会影响减肥效
果，而且还能对健康造成威胁。

喝水并不会增加脂肪的含量，所
以，饮水与肥胖、脂肪不但没有直接
关系，而且有利于减肥。在减肥节食
期间不但不需要限水，还应注意保证
饮水量充足。

我国膳食指南建议没特殊禁忌
疾病的一般成人每天饮水1500~1700
毫升，相当于一次性水杯8杯的水量。

虽然跷二郎腿不健康，但跷不起
来也不正常，可能跟很多疾病相关。

臀肌挛缩
由于不少药物需通过臀大肌进

行注射，比如青霉素针，注射过多便
可造成臀肌挛缩，也就是肌肉萎缩。
这时，患者也不能跷二郎腿，且两膝
并拢时无法下蹲，还可能存在上下车
困难、腿部外侧疼痛等。这种情况可
通过微创手术解决，松解挛缩的韧带
后，患者双腿的活动度就正常了。

膝关节损伤
随着年龄增长，膝关节逐渐老

化，周围可能长出骨刺、骨赘，引发膝
关节活动受限。最初，患者跷不起二
郎腿，严重时整条腿都可能抬不起
来，需及时就医判断膝关节老化程
度、确定关节软骨面是否出现磨损，
或韧带有无损伤等。大部分患者可
通过保守康复治疗和肌肉加强训练，
重新获得跷二郎腿的能力。

股骨头坏死
长期应用激素或大量酗酒后，部

分人可出现髋关节不适，常表现在大
腿内侧或膝关节，也无法跷二郎腿。
遇到这种情况，患者需高度警惕股骨
头坏死，及时进行髋关节核磁检查
等。如果坏死处于早期，通过保守治
疗可治愈；一旦拖到晚期，想完全恢
复正常功能可能需要置换人工关节。

髋关节滑膜炎、盂唇撕裂
剧烈运动或爬山、滑雪等运动后，

膝关节内部可能出现无菌性炎症，出现
肿痛等情况，也会导致无法跷二郎腿，
但经过正规消炎和康复治疗后能完全
康复。如果出现重大损伤，比如剧烈运
动时摔倒，造成盂唇损伤等髋关节周围
软组织结构损伤，应尽早进行正规的诊
治，严重时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需要注意的是，长时间跷二郎腿
会造成下肢血液循环不畅，甚至会扭
曲膝关节，生活中需尽量避免。

正常情况下，两颗牙齿间塞着“满
满当当”的牙龈，但有些人照镜子时发
现自己的牙缝里有个“黑三角”，不仅
看起来不卫生，说话还有点“漏风”。

在外形上，牙齿的特点是朝向根
部逐渐收窄。因此，当牙龈无法完全
填充牙齿之间的缝隙时，便可形成一
个肉眼可见的黑色空洞三角形，也叫

“开放性龈楔状隙”，多见于老年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口腔上皮变薄，牙齿
间隙变宽，牙龈也会出现生理性退缩，
平均每年降低约0.012毫米，降到一定
程度时便会出现“黑三角”。临床中，
不少“黑三角”是牙龈的病理性退缩造
成的，常见以下3种原因：

刷牙方式不对
如果平时刷牙方式不对或不注重

口腔卫生，牙齿之间便会滋生细菌、堆积
牙结石，从而不断刺激牙龈，引发牙周
炎，造成牙龈萎缩。但即使如此，刷牙也
不能太用力。牙龈对机械刺激比较敏
感，长期用力反复横刷同一部位，也可导
致牙龈受损、退缩，出现“黑三角”。

牙槽骨丧失
牙周疾病、骨质疏松症以及其他

疾病都可能导致牙根附近的牙槽骨丧
失，附着在牙槽骨上的牙龈也会随之
退缩。一旦相邻牙齿的接触点距离牙
槽骨超过 5 毫米时，便会形成“黑三
角”。需要提醒的是，与不吸烟的人相
比，吸烟人群的牙槽骨丧失风险成倍
增长，“黑三角”出现风险也极大升高。

不当治疗
正畸加力过大、牙冠修复外形不

佳导致食物嵌塞，均可引发牙龈萎缩；
正畸后的两个牙根之间距离变长，也
有可能出现“黑三角”。

“黑三角”对食物残渣的“吸引
力”很大，易导致细菌滋生，加重牙
结石和牙菌斑，破坏局部牙周组织，
导致牙齿松动，甚至可通过牙周炎
引发全身性问题。由于牙龈组织难
以再生，“黑三角”无法自行修复，患
者应尽快就医。

因牙齿不齐等牙齿移位造成的
“黑三角”，可能需要矫正治疗，比如将
牙齿侧缘修直后，搭配矫正手段关闭
剩余牙缝，也可通过树脂修复或制造
新牙冠或贴面，改变牙齿邻面形态，消
除“黑三角”。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
所有的牙间“黑三角”都能通过治疗解
决，最关键的措施是预防。除了正确
刷牙外，可适当使用牙缝刷、牙线等辅
助工具，戒烟也十分重要，让牙齿健康
得到全方位“武装”。

牙间“黑三角”要抓紧时间治
■ 曹军 易柏成

跷不了二郎腿
也可能是生病了

■ 柴 伟

减肥时应该多喝水
■ 于 康

四部门联合发文

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董瑞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