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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国际
工商界代表时强调，外资企业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中国改革开放
和创新创造的重要参与者，是中国联通
世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
中国事业舞台大，市场前景广，政策预
期稳，安全形势好，正是有利于外资企
业投资兴业的一方沃土。

长期以来，中国银行牢牢把握在国

家对外开放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充分发
挥自身跨境业务优势，精准发力、积极
作为，持续丰富“引进来”金融服务工具
箱、不断强化金融服务保障机制、助力
打造“投资中国”品牌，为外资企业深耕
中国市场提供有力支撑。随着中国经济
转型升级、中国金融市场有序开放持续
推进，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布局。目
前，中国银行与近250家境内外资金融
机构开展全球化、全产品合作，覆盖外
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汽车金融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理

财子公司等多种类型，通过存款、永续
债、TLAC债、次级债等各类融资工具，
推动外资金融机构投资中国。

与外资银行合作方面，中国银行协
助多家外资银行开立人民币清算账户，
并作为债券通北向通项下结算银行，实
现多项跨境人民币业务新突破。同时，
中国银行稳步强化全球托管合作，与摩
根大通银行、道富银行、纽约梅隆银行、
法国兴业银行、花旗银行、法国巴黎银
行等全球托管行携手并进，共同服务境
外机构投资者开展跨境资本市场投资。

与非银机构合作方面，中国银行坚
持服务实体经济，通过债券承销及投
资、ABS 承销及托管等金融服务，助力
奔驰、宝马、丰田等多家国际汽车集团
在华经营，为南银法巴等4家合资消费
金融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在有力拉动内
需的同时，有效支持外资企业不断发展
壮大。

服务境外机构投资者方面，中国银
行积极服务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实现
QFI、债券通南北向通、沪深港通、跨境
理财通等对外开放项目服务全覆盖，积

极为境外机构投资者提供资金划拨、账
户服务、托管运营等全流程助力。截至
2025年2月末，中国银行境外机构投资
者客户数超210户，市场份额不断提升。

中国银行将继续以服务好外资企
业投资兴业、助力营造外资企业在华
发展良好环境为重要责任，充分发挥
全球化优势，抢抓合作机遇、提升服务
质效，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助推外资企
业加强在华投资合作，书写互利共赢
新篇章。

（谭焱）

与机遇同行 中国银行助力外资企业深耕中国投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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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凌晨三时，92 岁的陈爷爷被便血染
红了床单。他的血红蛋白骤降至 50 克/升，仅
为正常值的三分之一。更棘手的是，陈爷爷患
有阿尔茨海默病，无法配合治疗，而且心脏还
带着“不定时炸弹”——亚急性心梗，进行肠镜
检查存在禁忌。

株洲市三三一医院介入科主任章旭团队
亮出黑科技，通过笔芯粗细的创口，完成了一
场惊心动魄的“血管修补战”，成功挽救了陈爷
爷的生命。

什么是介入治疗

介入治疗是一条不开刀的“生命通道”。
它借助 DSA 血管造影实时导航，精准定位，
就如同给血管装上了 GPS。通过在大腿根部
穿刺，导管“顺藤摸瓜”，直达出血点，进行微
创操作。随后注入栓塞剂，即刻封堵血管破
口，实现止血。

介入放射科主任章旭提醒，市三三一医院
介入科数据显示，2024年救治的54例出血患
者中，94.4%通过介入栓塞术成功止血。对于内
镜止血失败或肿瘤破裂大出血患者，以及像陈
爷爷这样的超高龄患者，介入治疗是逆转生死
的“最佳防线”。

看懂身体“红色警报”

消化道出血作为一种较为常见且可能危
及生命的病症，其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至关重
要。而识别消化道出血信号，便是抓住治疗黄
金时机的关键。这些信号主要分为上消化道和
下消化道出血所呈现出的不同表征。

1.吐血/黑便信号（上消化道）：呕出咖啡
渣样物，这是胃部出血警报；拉出柏油样黑便，
表明血液在肠道“发酵”超过8小时。

2.鲜血便信号（下消化道）：大便混有暗红
血块，是小肠在“求救”；便后滴鲜红血，需警惕

直肠肿瘤。
3.全身信号：眼前发黑且心跳过速，意味

着失血超400毫升（约1罐可乐的量）；四肢冰
凉、意识模糊，此时已失血1000毫升，应立即
拨打120急救电话。

防出血“四重防护盾”

1. 饮食“护胃伞”：胃不好的人，少吃麻辣
烫，多喝南瓜粥。

2. 特殊人群注意：肝硬化患者，要避开坚
果、鱼刺等“血管杀手”。

3. 用药警戒线：长期服用阿司匹林，需搭
配胃黏膜保护剂；服用布洛芬切勿空腹，记住

“三要”：要坐直、要喝水、要限时。
4. 体检“金钟罩”：40岁后，务必进行胃肠

镜检查（每 5 年 1 次）和便潜血检测（每年 1
次）；高危人群还需加做胶囊内镜。

5. 应急三部曲：立即平卧，双腿垫高（减
缓出血）；禁食禁水，连口水都不能喝；拨打
120，说清“三要素”：出血量、颜色、意识状态。

牢记24小时急救黄金公式

章旭提醒，每一次黑便都是身体在呐喊，
牢记24小时急救黄金公式。

1. 小量出血（>1罐可乐/330毫升），表现
为眼前发黑、心跳>100 次/分钟（如同剧烈跑
动后的心悸）。对策：2小时内就医，禁止自行
服用止血药。

2. 中量出血（>矿泉水瓶/500毫升），表现
为皮肤湿冷、无法站立（像低血糖发作般虚
脱）。对策：立即平卧送医，途中持续监测脉搏。

3. 致命出血（>大瓶装可乐/1500毫升），
表现为意识模糊、血压<90/60mmHg（相当于
全身三分之一血液流失）。对策：拨打120并保
持通话，如果是体表出血，应同时按压止血，等
待救援。 （谢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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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睡眠 优体重
枕头里藏着的健康“焕新”密码

在追求健康体重的道路上，大家都忙着
“管住嘴，迈开腿”。但你知道吗？有一个关键因
素常常被忽略——睡眠。每天晚上的睡眠质
量，或许正在悄然改写你的体重数字。株洲市
三医院睡眠医学科医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
睡眠不仅是身体修复的黄金时间，更是调控代
谢、平衡激素、管理食欲的“隐形指挥官”。接下
来，我们就从科学原理和实用妙招入手，揭开
睡眠与体重之间的神秘面纱。

夜间睡眠不足带来的代谢问题

1.细胞充电站故障：深度睡眠时期，大脑会
启动“代谢垃圾清理系统”。当睡眠不足时，胰岛
素敏感度下降，血糖更容易转化为脂肪囤积。

2. 代谢率下降，燃烧热量的“减速带”：睡
眠不足会导致基础代谢率（BMR）下降，身体
在静息状态下消耗的热量减少，这会直接拖
慢脂肪燃烧速度。

3. 行为选择异常：高热量饮食与运动
惰性。

大脑决策功能受损：睡眠不足使大脑活动
迟钝，降低自控力，让人更易选择高热量、高糖
类食物。

运动意愿下降：熬夜后疲劳感加剧，想运
动的欲望和意愿显著下降，这会进一步减少

热量消耗。

优质睡眠如何助力“躺瘦”

1.黄金睡眠时长：7至9小时的代谢密码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建议成年

人每日睡眠7至8小时，而《美国睡眠基金会》
推荐7至9小时。研究表明，与每晚睡5小时的
人相比，睡足7至9小时者腹部肥胖风险降低
28%至35%。但需要注意的是，睡眠并非越多越
好，超过10小时可能影响认知功能。

2.深度睡眠：脂肪燃烧的“加速器”
深度睡眠阶段（占睡眠周期的13%至23%）

是瘦素分泌高峰和脂肪代谢的黄金期。此时，身
体修复细胞、平衡激素，并减少饥饿素分泌。如
果醒来后神清气爽、没有困倦感，通常表明深度
睡眠充足。

3.科学睡眠策略：从习惯到环境
规律作息：固定上床和起床时间，避免熬

夜或周末补觉，帮助建立稳定的生物钟。
环境优化：保持卧室黑暗、安静，室温控制

在18至22℃，使用遮光窗帘和舒适寝具。
睡前仪式：避免睡前2小时摄入咖啡因或

酒精；通过冥想、渐进式肌肉放松缓解焦虑。
日间活动：白天适量运动（如快走、瑜伽）

可积累睡眠动力，但要避免睡前剧烈运动。

打破恶性循环：睡眠与体重的双

向调节

睡眠不足与肥胖常常互为因果。例如，高热
量饮食会干扰睡眠质量，而睡眠障碍（如失眠、
呼吸暂停）又会加剧代谢紊乱。因此，综合干预
是关键：

1. 饮食调整：晚餐避免过饱，增加富含色
氨酸的食物（如牛奶、坚果），促进褪黑素合成。

2. 心理减压：通过正念练习、社交互动减
少压力性进食。

3. 医学支持：如果长期存在睡眠障碍（如
入睡困难、频繁夜醒），建议寻求专业医生的帮
助，或采用失眠认知行为疗法（CBTI）。

特别警示：这些信号在拉响警报

1.白天需要2杯以上咖啡提神。
2.周末补觉超过2小时仍觉得疲惫。
3.夜间频繁醒来或早醒。
4.出现“睡前进食强迫症”。
市三医院睡眠医学科医生提醒，若上述症

状持续超过1个月，可能已进入“代谢性睡眠负
债”状态，建议到睡眠专科就诊，针对睡眠做一
次深度体检，制定科学合理的调节方案。

（李波）

身体发出红色警报
消化道出血危机与应对

八旬老人手写表扬信
点赞“小花妹”十余年的守护

4月2日一大早，株洲市人民医院临床
营养科收到一封特别的表扬信。这封手写
信来自于一位八旬老人黄凯云，信中，老人
用朴实的言语道出对市人民医院医护的感
激：“上级委派小花妹，她把重任担在肩。工
作不计时和日，勤勤恳恳每一天。”简短的
文字，藏着一段跨越科室，长达十余年的温
暖医患情。

老人笔下的“小花妹”，正是该院临床营
养科负责人曾晓花。十余年来，老人先后在
消化内科、康复科等科室住院，当时，作为护
士长的曾晓花对老人的身体状况特别关心，
查房时总是叮嘱他注意身体，天冷了多添衣
物……这些微小细节让老人铭记于心。

面对老人的表扬，曾晓花笑着说自己只
是做了医护人员该做的。从护士长到临床营
养科负责人，改变的是工作岗位，不变的是
那份把患者当亲人的初心。曾晓花回忆，即
便工作再忙，只要老人住院了，她都会抽空
探望与问候，同时详细地将饮食调理方法教
给老人和家属。她表示，未来将继续服务好
临床，用专业知识为患者提供营养支持。

在株洲市人民医院，这样的医患故事还
有很多。“总是去帮助，常常去安慰，有时去
治愈。”这里作为株洲市老年医院，每一位医
务人员都坚守职业理念，以患者需求为导
向，将人文关怀融入医疗服务的各个环节。

（陈娜）
曾晓花（左一）与患者黄凯云。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