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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问：我的一个朋友患有抑郁症，经

常失眠、头疼，心烦意乱，做事情总感觉力

不从心，有时觉得特别孤独无助，觉得生活

特没劲、没有希望。 请问有没有治疗的好方

法？

鹤壁市爱民医院神经疾病专家答： 近

几年来， 患有抑郁性精神疾病的人越来越

多。 据临床资料显示， 约有 30%的人曾出

现如情绪低落、 兴趣减退、 悲观、 自责自

罪、 烦躁焦虑、 行为失常、 睡眠差， 感到

全身多处不适， 担心自己患有各种疾病等

抑郁特征。

抑郁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消极面对。

有的患者对于抑郁症存在思想误区， 总认

为患抑郁症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其实抑郁

症只是患者维持大脑神经细胞功能的化学

物质 (神经递质 )出现代谢紊乱，医学上可以

通过心理、药物等疗法系统治疗，只要积极

配合治疗，患者可以很快治愈。

爱民医院采用中医“三步安神疗法”，

通过调节大脑神经系统， 改善颅内微循环

等全方位治疗，对抑郁、焦虑、失眠等人群

有非常好的效果， 短期即可康复且不易复

发，临床验证疗效十分显著，深受患者及家

属好评。

专家热线：0392-3961120

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发布

城市竞争力排名北京首超上海

2011 年城市综合竞争力北京首超上

海，上海退居第 4 位。 专家表示，对于首次

超过上海的北京来说， 如何保持住这种势

头才是最关键的。 上海如不加快产业转型

的步伐，不断被超越的趋势将会延续下去。

21 日上午，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 年

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 中国城市竞争力

报告》（以下简称蓝皮书）， 在分析 2011 年

城市竞争力基础上，对过去的十年（2002

年 ~2011 年）中国城市的发展进行总结，专

家指出，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国城市

出现了交通拥堵、 环境污染、 住房紧张等

“城市病”。

专家表示， 应在总结过往经验的基础

上，全面推动中国城市化的

持续、健康发展。

抑郁症仅有 2

％

的患者接受过治疗

输卵管造影检查是检查输卵管最好的方法，

其准确率高达 98%以上， 为众多女性带去了福

音，因此，很多女性都很关心输卵管造影需要注

意哪些事项。

关于输卵管造影的注意事项，爱民医院张淑

利主任介绍如下：

输卵管造影检查前，必须查明生殖道有无活

动性炎症，包括阴道、宫颈检测致病微生物为阴

性。 若有炎症者，经治愈后相隔数月再复查；有炎

症病史者，适当应用抗生素防治感染，以防炎症

发作及扩散。 检查周期内禁忌性交与盆浴。

输卵管造影检查宜选择在月经净后 3 天 ~7

天。 如果检查时间太早，子宫内膜尚未完全修复，

检查中的气体或油剂可能进入血窦， 形成栓塞，

亦可能将宫腔中残存的经血挤推到输卵管，再落

入腹腔，以致引起感染或子宫内膜异位症。 若在

近排卵期后进行检查，子宫内膜肥厚，容易造成

输卵管内口假性阻塞；同时介入宫腔的导管类器

械擦伤内膜，易致术中及术后子宫出血。

同时， 在通畅性检查中应注意阻紧宫颈外

口、防止漏气、溢液等，以免影响检查结果判定。

此外，输卵管造影注意事项还有，在实施检查术

中必须遵照无菌操作原则，防止医源性感染。 如

有关输卵管造影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拨打爱民

医院健康热线 3326120 进行咨询 ， 祝您早日康

复！

输卵管造影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排名·综合 综合竞争力排名北京首次超上海

蓝皮书指出，2011 年城市综合竞争力前十名

的城市依次是，香港、台北、北京、上海、深圳、广

州、天津、杭州、青岛、长沙。

前十名的城市中， 珠三角 3 个 、 环渤海 3

个、 长三角 2 个、 台湾 1 个， 中部地区湖南省 1

个。 除长沙， 均为直辖市、 副省级城市或计划单

列市。

记者发现，此前北京一直紧追上海，今年北京

首次超过上海，紧随台北之后，而则上海退居第 4

位，青岛取代大连跻身前 10 位。

城市综合竞争力是一个包含城市综合增长、

经济规模、经济效率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指数。城市

综合竞争力的高低及其变动， 直接反映着城市各

个方面的状况以及变化。

解析 东部城市面临结构转型

专家指出，今年北京排名首次超过了上海。专

家表示，上海，特别是一些东部城市已经进入一个

结构转型新的关键时期，其相关产业的转移，是竞

争力下降的主因。

同时，专家还指出，结构转型对于上海来说，

机遇与挑战并存， 上海只有抓紧加快产业转型才

能重新焕发活力， 否则这种不断被超越的趋势将

会延续下去。

对于排名首次超过上海的北京来说， 如何保

持住这种势头才是最关键的。

专家表示， 进一步提高北京的城市竞争力，

应注重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建设。 在人文环境

方面， 应加强法制建设， 杜绝权力配置资源的现

象， 改变“官本位”思想， 政府部门应当严格依法

行政， 增强为市场服务、 为企业和民众服务的观

念。

北京综合竞争力稳步上升

纵观 2002 年至今十年间，北京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实现

了长足的进步。北京无论在全国主要省（直辖市、自治区）间

排名还是城市间排名都有一定的提高。

蓝皮书指出，2002 年 ~2006 年北京在主要省（直辖市、

自治区）间排名从第 5 位升至第 3 位，城市间排名从第 11

位升至第 4 位。

2006 年 ~2011 年北京在主要省（直辖市、自

治区）间和城市间排名均提高了 1 位，分别达到

第 2 位和第 3 位。

同时，记者发现，对比我国 54 个城

市科技竞争力指数的十年平均值， 北京

是科技竞争力最强的十个城市之一。

然而 ， 通过对比 2002

年 ~2011 年生态环境综合

竞争力比较，可以

看出，北京下降了

40 名，上海、广

州分别下降了

27 名和 29 名。

排名·分项 创新环境 北京最具竞争力

蓝皮书指出， 2011 年创新环境竞争力排

名前 10 的城市是： 北京 、 香港 、 上海 、 南

京、 深圳、 中山、 东莞、 杭州、 南昌、 长春。

北京排名第一。

其中，科技资源程度、信息基础设施最好

的是北京。 创新氛围、环境优美度最好的分别

是扬州、中山；科技服务体系和激励制度最好

的则是香港。

记者发现，北京虽在科技创新方面位列全

国之首， 但是可持续竞争力方面稍微逊色，被

排在前十之外。 2011 年度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

10 个城市，前三名分别是香港、广州、苏州。

解析 科研院所、银行总部北京领先

专家表示， 北京作为

首都，是政治文化中心，有

多所全国知名高校，还有众多国

家级科研院所，北京的创新环境

竞争力在全国处于领先毋庸置疑。

北京的人力资本、 经济规模等均在全

国领先。 同时， 北京也是全国金融中心之

一，大部分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总部都设

在北京，北京无疑是全国的金融决策中心。

另外， 北京市通过整合培育各种科技

服务资源，打造日益完善的区域创新环境，

推动科技北京建设。 北京市拥有上万家科

技中介服务机构。北京的高校、科研院所共

建首都科技平台、研发实验服务基地，为企

业提供服务。

专家表示，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还应当

重视发展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培育

中小企业，在税收、资金等方面予以扶持，

同时进一步增强大学、 科技园区的科研能

力。

同时，专家也表示，城市生活质量相对

较差、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人口压力巨大、

交通拥堵、 房价过高是造成北京城市可持

续竞争力偏低的主要原因。

建议 环境和房价北京最应重视

专家表示，十年间，北京很多领域都取

得了进步，但环境问题却不断凸显，环境竞

争力指数不断下降。

城市人口的巨大压力导致公共设施负

担过重 ， 住房价格居高不下甚至有所攀

升， 这也使得北京的生活质量指数有所下

降。

专家表示，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如何

做到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保证环境质量的

改善， 如何合理进行城市规划从而实现住

房价格的合理回归， 才是北京当前要面临

的重要问题。

专家指出， 城市化是一项重大的国家

战略和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在新的历史时期， 积极稳妥推进中国城市

化进程需要充分认识当前所面临的形势，

紧密结合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

在总结过往经验的基础上， 应强调社

会公平公正与和谐发展，着力解决全局性、

关键性问题，全面推动中国城市化的持续、

健康发展。

城市化进程应强调公平公正

蓝皮书指出，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

中国不同规模的城市分别出现了交通拥

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城市病”。

交通拥堵：据调查，全国 35 个大中型

城市居民对本城市交通状况表示“非常满

意”的占 6%，表示“满意”的占 7%，满意率

合计仅为 3%。

环境污染： 城市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

过度消耗， 绿地资源等优质环境资源供给

不足， 城市居民对城市卫生环境总体评价

偏低，全国 35 个大中型城市居民对本城市

卫生环境评价满意率仅为 9%。

房价过高： 住房问题是当前中国城市

最受关注的议题，也是中国“城市病”的主

要构成之一。

（据《法制晚报》）

十年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

上海东方明珠

电视塔

上海

北京

北京故宫

专家支持

倪鹏飞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城市

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胡星斗 著名社会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

问题学研究会会长

创新环境竞争力排名前十

北京、香港、上海、南京、

深圳、中山、东莞、杭州、

南昌、长春

生活环境竞争力排名前三

澳门、北京、上海

京沪竞争力分项排名对比

2011� 2002�

� � � � � 沪 京 沪 京

人才 2� 1� 1� 2

资本 1� 2� 1� 2

科技 2� 1� 2� 1

结构 1� 2� 2� 3

基础设施 1� 2� 2� 3

综合区位 2� 1�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