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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健康中国行动之妇幼健康
促进行动，更好地提升婴幼儿健康水
平，提高托育服务能力，满足家庭对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渝北
区卫生健康委立足区情，主动作为、多
措并举，促进辖区托育服务事业有序
健康发展。

一是“强”机制。渝北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
将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
2022年政府民生实事。出台《关于促
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
施意见》等文件，建立政府部门联席会
议制度，通过分级管理、分工协作等方

式，细化部门、属地镇街职责，为托育
机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是“优”服务。在渝北区妇幼保
健院成立全区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
心，组建保育专家团队，通过多种方式，
提高家庭和托育机构生活照料、保健护
理、安全防护等能力。目前，组织各类
培训3次、发放宣传手册2000余份。
积极引导办托机构备案，实行行政服务
大厅“一站式”办理，让办托机构“少跑
路”。认真核查备案材料，对符合条件
的，组织相关部门和属地镇街赴现场开
展业务指导。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
戏”的方式，利用“7.11”世界人口日等组
织宣传活动，给托育机构提供直面广大

部门、镇街、群众的推介平台。
三是“严”监管。与渝北区市场监

管局、各镇街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行
注册信息与现场核查相结合。定期组
织消防救援、镇街、区卫生健康综合行
政执法等部门对消防安全、疫情防控、
校园安全、疾病预防、饮食饮水等安全
保障开展联合检查。通过对纳入监管
的 21 家托育机构检查，发现问题 68
处，其中，对45处问题进行了立即整
改，不能立即整改的21处问题，建立整
改台账，采取“回头看”的方式均已整
改完毕。对存在问题逾期不整改的2
家机构给予行政执法处罚。

（来源：渝北区卫生健康委）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典型症状
是存在社交障碍、语言障碍等，人们
通常以为孤独症患者难以感知他人
情绪。澳大利亚一项新研究表明，
孤独症患者其实能够识别他人面部
情绪。

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研究人
员近日在国际期刊《孤独症研究》上
发表两篇相关论文。研究人员以63
名孤独症成年患者和67名普通成年
人为研究对象，让他们在3至5小时
内识别12种人类面部表情，如生气、
悲伤等。

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个体对他人
表情的解读能力存在差异，但两组人
群的解读结果并不存在明显差别，只
有一小部分孤独症患者的识别情绪
能力不如普通人。两组人群的解读
结果均未受表情呈现方式和特殊表
情等因素影响。

研究人员发现，孤独症患者并非
不知道如何有效识别他人情绪，他们
与普通人相比，只是准确度上略低且
速度略慢。只有在面临特定社交互
动或高压情景时，孤独症相关的社交
障碍导致的差异才显现出来。

研究人员计划，未来将在真实生
活中或虚拟现实场景中继续展开研
究，以了解孤独症相关的情绪识别和
反馈行为。

急性感染性疾病是急诊科最常见
的疾病之一，涉及各个系统，如中枢神
经系统感染、呼吸系统感染、消化系统
感染、泌尿生殖系统感染，甚至是全身
感染如脓毒症等。

近几年来，感染成为急诊患者就
诊的主要病因之一。随着国家不断
推进抗生素规范使用，急诊抗感染
现状已有较大改观。但重症感染病

死率居高不下和细菌耐药性不断增
长的现状，对急诊医师的抗感染治
疗整体能力水平又提出了新挑战。
因此抗感治疗亟须更加科学化、规
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急诊医学
领域、药学领域、微生物和抗感染领
域多位专家共同编写《急诊抗感染
治疗指导手册》。

据悉，多学科专家于2020年启动

编著《急诊抗感染治疗指导手册》，经
过多次工作会议，确定了整体框架和
编著内容；结合国内外最新的研究进
展和相关指南共识，经广泛征求意见
和反复讨论后进行编写。本书分为七
章，从药学、微生物学、急性感染性疾
病以及多重耐药菌感染的治疗等全方
位展开介绍，并附有八个内容翔实的
附表。

久坐的危害
与疼痛的自我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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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多措并举
推进托育服务事业健康发展

久坐已成为现代年轻人的生活常
态，不管是学生上课还是上班族办公，
一天中大多数时间都是久坐不动的状
态，久而久之身体许多部位就痛了起来，
关于久坐引起的毛病，千万要小心。

久坐的现状与危害

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
（Work- 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简称WMSDs）是常见
职业性疾病，我国发病率达
96.49%。它是由工作场所中的
不良因素引起的肌肉、骨骼、神
经和其他相关系统的损伤，常
见症状包括腰痛、颈肩综合征、
腕管综合征等，严重影响到了
职场人群的健康和工作效率。
其疼痛症状发病群体呈现明显
年轻化趋势。如我国高中生头

前倾发生率，目前已达95.9%，而作为下
一学龄段的大学生，其颈部问题已非常
突出，不良姿势有恶化和逐渐定型的趋
势，导致身体功能退化，引发肌骨疼
痛。头前倾人群，眼睛为了看前方，会
处于抬头状态，这就导致枕下肌群持续
紧张，产生筋膜触发点，易诱发偏头痛
等症状。另外，颈部是心脏泵血到大脑
唯一通道，该部位肌肉过于紧张或椎体
位置发生改变，会压迫到血管、神经，导
致大脑营养、氧气供应不足，诱发头晕、
失眠、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防胜于治，预防是最经济有效的健康
策略。无论是职场人群或学生族，均应主
动预防，并学会一些自我康复方法，促进
良好习惯养成，从而减小工作相关肌肉骨
骼疾患对生活、学习、工作的影响。

自我预防及康复方法

1.自我预防
因科技的发展，现代人的生活、工

作、学习环境均比以往更加安逸，低头久
坐是常态，这是造成头前倾的重要原因。

（1）久坐中及时活动
坐半小时，最好不超过1小时，应及

时起身走动，做半蹲、扩胸、小跳等动作，
可促进血液循环，激活肌肉，1分钟左右
即可。即使在开会、听讲座等不便及时
走动的场所，也应做双手贴住身体的绕
肩、适度扩胸等动作。同时，将臀部适度
抬离座位，舒缓臀部压力，对臀腿肌群做
适当刺激，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时常做，
及时做，尽量减小久坐对身体的危害。

（2）避免久坐
办公室人群可利用事务沟通契机，

有效避免久坐。如办公室相距不远，在
时间不是很赶的情况下，可选择走过去
面对面沟通。

2.自我康复
以头前倾体态，引起枕下肌群紧

张，形成触发点，引发偏头痛症状为
例，可做如下运动调理。

（1）肌筋膜触发点治疗
方法：双手放于后脑勺，掌心面对

脑部，大拇指指腹按于枕下肌群，找到
痛点，用深度推压方式，用大拇指指腹
从疼痛点一端缓慢推到另一端，放松返
回，10~12下，不要来回按。

频率：3~6次/天。
强度：不可过重，若把疼痛分为10

级，按到5级为宜。该区域外层三块肌肉
形成三角形，称为“枕下三角”，其下方有
一条脆弱的动脉，不可做深度按揉。

（2）拉伸
方法：双手交叉，抱住后脑勺，

轻轻往前、往下用力，枕下肌群出现
紧张或轻微疼痛即停，静力性预拉
伸15秒，手保持不动，头部向后对抗
6秒，手仍然不动，头不用力，放松2
秒，再双手继续往下发力，使拉伸幅
度加大，至再次出现肌肉紧张或轻微
疼痛即停，静力性拉伸15秒。

频率：3次/组，组间休息1分钟，3
组/天。在久坐时，应及时做，做到舒
适为止。

强度：动作轻缓，拉伸至有牵拉
感或轻微疼痛即可，不可引发较强
的疼痛。

（3）功能训练
方法：坐姿或站姿，双脚踏实

地面，收腹挺胸，双臂自然下垂于
体侧，下巴略微内收，双眼平视前
方，做好准备姿势后，使下颌后缩
（类似于出现双下巴的动作），停3
秒，放松，再继续。

频率：15~20 个/组，组间休息
30秒。自我预防中提到的不便起身
走动时，应及时做该动作。

强度：动作缓慢，有控制地慢去
慢回，不可诱发疼痛。

（作者系重庆市科学传播专家团
首批健康知识普及专家，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智库专家联盟首批专家，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副教
授、社会体育专业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