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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在科研与教
学方面成果丰硕。2014年荣获西宁市科技
进步二等奖，自2020年起举办的国家级“妇
科微创手术高峰论坛”学习班获得巨大成
功，赢得学员广泛好评。在宫颈癌防治工作
上，2022年“HPV自取样在推动高原地区宫
颈病变筛查普及化中的相关研究”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这些成果不仅提升了科室的学
术影响力，还为培养更多妇科专业人才奠定
了坚实基础。科室的特色亮点手术不断涌
现，2023年2月的首例外阴癌广泛外阴切除
术，开启了医院外阴癌手术的新纪元；同年4
月的全省首例宫腔镜下曼月乐环缝合固定
术，解决了子宫腺肌症患者的难题；2024年4
月的首例阴道癌根治术，再次实现妇科肿瘤

诊疗技术的新突破；2024年11月16日宫腔镜
日间手术诊疗中心揭牌成立，以“微创、快速
康复”为理念，为患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医疗服
务，缩短住院时间、降低医疗费用并提高医院
床位周转率。正如妇科主任刘蓉所介绍，宫
腔镜作为创新的微创诊疗技术，在宫内疾病
诊治方面优势独特，可诊断和治疗多种疾病，
保留子宫及生育功能，科室在宫腔镜技术上
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为地区医疗事业注入新
活力，为女性健康带来更多保障。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始终坚守在守
护女性健康的前沿阵地，凭借其卓越的团队、
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科研教学成果以及创新的
服务理念，不断书写着女性健康医疗的辉煌篇
章，成为广大女性值得信赖的健康守护者。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妇科之光：多维度守护女性健康新征程
本报记者 悠然

在现代社会，女性健康备受关注，

妇科疾病的预防与治疗成为医疗领域的

重要使命。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自

1956 年创立起，便承载着守护女性健康

的重任，以其卓越的临床实力、前沿的

科研探索、出色的教学传承，在妇科领

域独树一帜。这里不仅汇聚了医德高

尚、医术精湛的专业人才队伍，还配备

了先进的医疗设备，从计划生育到妇科

肿瘤诊治，从宫颈疾病到宫腔镜微创手

术，专科门诊设置全面且特色鲜明，精

准应对女性在不同生理阶段的健康需

求，为广大女性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

的医疗服务，在保障女性健康、提升生

活质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自 1956 年
成立以来，逐步发展成为集医疗、科研、教
学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室。科室拥有一支强
大的人才队伍，他们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
高尚的医德，为患者的健康全力以赴。同
时，科室配备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妇科门诊
的硕氏全自动阴道分泌物分析仪，宫颈疾病
室的德国莱斯康进口电子阴道镜、宫颈
LEEP刀等一系列设备，手术室的STORZ
宫腔检查镜、STORZ宫腔镜IBS刨削系统、
3D腹腔镜、4K腹腔镜等，这些精良的设备
为精准诊断和有效治疗提供了有力支持，让
妇科手术从微创迈向无痕时代，为患者创造
了更好的治疗条件和就医体验。

该科室设立了多个特色专科门诊，
如计划生育室、宫颈疾病诊治室、围绝经
期专科门诊、PAC 门诊、子宫腺肌症专
病门诊以及宫腔镜日间手术诊疗中心
等。这些专科门诊针对不同的妇科疾病
和女性特殊生理阶段的需求，提供了精
准化、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在妇科微创
手术领域，科室成绩卓著。近几年开展
的 3D 腹腔镜手术及宫腔镜 IBS 刨削系
统治疗宫内疾病处于青海省领先水平。
单孔腹腔镜手术更是将微创理念发挥到
极致，常规开展的妇科腹腔镜下及宫腔
镜下I至IV级微创手术涵盖了妇科恶性
肿瘤手术及规范化疗、疑难杂症诊治、危
急重症抢救以及不孕不育诊治等多个方
面。特别是在宫腔镜技术上，率先在青
海省开展宫腔镜 IBS 刨削系统治疗宫内
残留、子宫内膜息肉等疾病，极大地保护
了女性生育能力；宫腔镜下冷刀结合
IBS 治疗重度宫腔粘连以及宫腔镜下包
膜内等离子电切切除巨大子宫肌瘤等取
得了显著疗效，得到国内专家的认可，并
且吸引了众多基层医生前来进修学习，
学成后在当地开展宫腔镜手术，将先进
技术推广开来，造福更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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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化隆县一位摄影师在境内意
外拍摄到一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梅花
鹿的种群，数量约为8只。这一发现引起了
广泛关注，因为梅花鹿并非青海的原生物
种，且为濒危动物。它们究竟从哪里来，又
为何会选择定居在青海这片土地上？西宁
晚报记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深入调查。
连续两年记录梅花鹿，种群数量显著增长

12月11日，化隆县的摄影师在化隆县境
内一处山坡上捕捉到了梅花鹿的身影。他
告诉记者，去年冬天他也曾拍摄到梅花鹿，但
当时种群数量仅有4只。短短一年内，种群数
量几乎翻倍，这一发现让摄影师倍感欣喜。

然而梅花鹿原本并不属于青海这片土
地。那么，它们究竟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又
为何会选择在这里定居呢？

梅花鹿非青海原生，源自引进后野化
经过多方求证和调查，记者得知了一个

令人意外的答案：这些梅花鹿并非青海原生，
而是本世纪初从外地引进的非野生梅花鹿逃
离围栏后野化的结果。目前，在海东市互助、
乐都、化隆等地都有梅花鹿的分布。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这些梅花鹿虽然原
本是家养动物，但经过多代的野化后，已经
具备了野生梅花鹿的特性，并被视为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

梅花鹿扎根青海增加生物多样性
梅花鹿原本是亚洲东部的特产种类，广泛

分布于俄罗斯东部、日本和朝鲜以及中国的各
地。然而，由于历史上捕捉猎杀过度，野生梅
花鹿的数量急剧减少，现已成为高度濒危动
物。在中国，野生梅花鹿的总数量不到1000
只，且仅残存于有限的几个区域内。

尽管如此，梅花鹿的繁殖能力仍然较强。
在一个繁殖季节内，雌兽可以多次发情，一旦受
孕后便不再发情。妊娠期为230天左右，一般
每胎仅产1仔，也有少数为2仔。

那么，梅花鹿在青海的扎根对当地生态
究竟是好还是坏呢？一位林草专业人士表
示，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梅花鹿的扎根
是有益的。它们丰富了青海东部地区的物种

多样性，同时也说明了当地草原、森林覆盖情
况的良好。

这位专业人士还指出，梅花鹿生活于针
阔混交林的山地、森林边缘和山地草原地
区。这说明青海东部地区的气候和生态环境
非常适合梅花鹿的生存和繁衍。同时，草食
类动物种群和数量的增加也必将带动肉食类
动物种群和数量的增加，形成一个更加完整
的生态系统。

记者手记
可以想象，当我们在森林、草原资源丰富

的海东徒步时，偶遇满身斑点的梅花鹿将会
是一件多么令人快乐的事情。这不仅是对生
态环境改善的最好见证，也是对我们保护野
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努力的最好回报。

（记者 金华山 摄影 李玉峰）

濒危国宝梅花鹿为何扎根青海

第四条 举报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或事故隐患，原则
上实行逐级举报。举报人首
先向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
事故隐患所在地的县、区应
急管理局和园区环安分局
举报，县、区应急管理局和
园区环安分局未受理或未
及时处理的，可向西宁市应

急管理局举报。认为确有必
要的，也可直接向青海省应
急管理厅举报。

第五条 举报人可以通
过安全生产举报投诉客服
电话，或者以书信、电子邮
件、传真、走访等方式举报
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和
非法违法行为。举报的线索

应当包含被举报的单位名
称、违法事实、时间、地点、
联系方式和相关证据材料
等；属于瞒报、谎报生产安
全事故的，应当载明瞒报、
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单位
名称、事故发生时间、遇难
人数、遇难者姓名、联系方
式等相关信息。（未完待续）

寒冬时节，门窗紧闭的
屋内，燃气热水器的热水、
炭火锅的热气、炭火盆的暖
意，看似营造了舒适的小环
境，实则可能让一氧化碳这
个“无形杀手”悄然潜入。那
么，如何在凛冽寒冬成功抵
御这一潜在威胁，确保居家
生活的安全无虞呢？以下是
冬季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
六大关键要点，它们是您居
家必备的安全秘籍，伴您稳
稳度过寒冷时光。

善预防：若家中采用燃
气灶具，建议安装一氧化碳
探测器，并定期予以检查维
护，保证其时刻处于正常运
行状态，以便及时察觉一氧
化碳的踪迹。

勤检查：当使用煤炭、

木炭取暖时，屋内火炉需配
备烟囱，且定期对烟囱进行
维护与清扫，保持其畅通无
阻；而对于无烟囱的煤炉、炭
盆等，夜晚务必移至室外，
杜绝一氧化碳在室内积聚。

禁密闭：切不可在密闭
空间内享用炭火锅，也不可
点燃炭火盆，务必确保室内
空气流通，让一氧化碳无机
可乘。

防泄漏：使用管道燃气
期间，要密切留意管道状
况，防止其老化、破损而引发
跑气、漏气现象；烧煮食物

时，需留意火焰状态，避免火
焰熄灭致使燃气泄漏四溢。

除隐患：安装燃气热水
器时，严禁将其置于洗浴房
间内部，而应选择安装在洗
浴房间外靠近窗户之处或
直接安装在室外，从源头上
降低一氧化碳中毒风险。

多通风：切勿在车门车
窗紧闭且开着空调的汽车
内休憩睡觉；长途驾驶时，
若开启内循环，需定期开窗
通风，使新鲜空气得以进入
车内，驱散可能存在的一氧
化碳。 （记者 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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