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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李文
娟 孟天笑） 上月26日10时许，市民唐志云（化名）
因持续性胸痛被紧急送往市中心医院救治。行心电
图、冠脉造影后，唐志云被诊断为急性下壁心梗、右冠
中段完全闭塞。

患者病情危急，必须马上做手术。时间就是生
命，抢救不容耽搁，市中心医院立即开辟绿色通道，为
唐志云做心电图检查和冠脉造影，手术团队行心脏介
入手术。11时04分导丝通过闭塞血管开通血管，11
时55分完成手术，唐志云被送至监护病房，胸痛症状
得到了缓解。从患者入院到导丝通过，仅用了一个小
时，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进行手术，得益于市中心医
院多学科协作、院内绿色通道的建立。

2020年12月29日，为了提升胸痛患者的急诊急
救水平，迅速构建高效的疾病救治系统，整合救援绿
色通道，提高急性胸痛患者救治的准确率和有效率，
市中心医院成立了胸痛中心，建立24小时连续不间
断胸痛专科。

市中心医院介入室主任贺琳介绍，胸痛的病因复
杂，病情多变，特别是一些急性胸痛，如急性心肌梗
死、主动脉夹层、肺栓塞等，起病急、病情变化进展快、
死亡率高，对人民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堪称生命“杀
手”。若不在短时间内给予明确的诊断和积极有效的
治疗，患者将面临死亡的危险，这就需要医院对胸痛
患者进行规范、优化的鉴别诊断，从而及早确诊，及时
救治。

“胸痛中心”是目前国际上十分关注的一种医疗
模式。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通过整合医院心内科、急
诊科、检验室、影像科、ICU、B超室等多科医疗资源，
组成胸痛急救网络，实现院前院内无缝对接，优化胸
痛诊治流程，对胸痛患者提供快速而准确的诊断、评
估和治疗，从而达到减少误诊、漏诊的发生率，挽救更
多患者的生命。

贺琳表示，通过胸痛中心的建设，患者将在心电
图、核磁共振等各项检查中享受“绿色通道”，省去中
间环节，缩短从进入医院到接受治疗的时间。

下一步，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将认真梳理、改进
急性胸痛诊治流程，加强院内全民胸痛知识的培训，
推动急诊监护病房及心血管内科CCU病房的建设，
开展社区人群的胸痛健康教育与讲座义诊，提高群众
的胸痛就诊意识，为患者提供快速准确的诊断和规范
治疗，更好地造福广大群众。

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成立

多学科协作

构筑生命绿色通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
敏 通讯员 姚罡 肖红梅）
1 月 9 日上午，邵阳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举行国家级胸痛中心授
牌仪式及邵阳市胸痛中心规范
化建设论坛，标志着国家级胸痛
中心正式落户该院，这也是目前
邵阳地区第一家经国家胸痛中
心认证的“国字号”胸痛中心。

近年来，急性胸痛、心肌梗
死逐年呈高发病率及年轻化，
很多患者往往因为就医不及时
或就医不当，造成病情延误甚
至危及生命。因此，建立规范
化的胸痛中心，快速诊断、缩短
患者发病到治疗时间，可有效
优化急性胸痛患者的救治流
程，提高救治率。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人民群
众，2019 年 9 月，邵阳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启动胸痛中心创建工
作，以该院急诊科、心内科团队
为依托，严格按照规范化标准建
设，多学科紧密协作，对所有来
院胸痛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先救
治后收费，有效降低了死亡率。
另一方面，该院积极推广先进的
胸痛诊疗及救治流程，推动胸痛
中心“全市模式”，先后与邵阳
县、城步县、新邵县、新宁县、洞
口县人民医院及多家乡镇医院
签订了网络合作协议，构建了

“远程心电一张网”，搭建了急性
胸痛患者的转运急救平台，实现
了“患者未到，信息先到，专家先
到”模式，更大程度保障了人民

群众“心胸”健康。
2020 年 12 月，经过层层审

核，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胸痛
中心成功通过认证，正式成为国

家标准版胸痛中心。据了解，该
中心计划在2021年建立15个胸
痛单元，让基层医院的患者能得
到及时有效救治。

急性“胸痛”患者的福音
“国字号”胸痛中心落户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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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1 月 8 日下午，
2018-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电视电话会议在
北京隆重召开，市卫健委设立了分会场。邵阳市获
得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
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合授予的“全国无偿献血
先进市”荣誉称号，这是继我市获得“2016-2017年度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之后再次获此殊荣。

据了解，在此次表彰中，我市55人荣获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金奖、51人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银
奖、171人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其中邵阳
日报社连续两次获得湖南省无偿献血促进特别奖。

近年来，我市无偿献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无
偿献血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献血环境与条件不断
改善，无偿献血事业得到了健康稳步发展。我市临
床用血全部来自公民自愿无偿捐献，确保了临床用
血需求和安全。2018至2019年度，我市献血总人次
69544人次，其中献全血67787人次（献血量达23.48
吨），单采血小板1757人次（2837个治疗量）。

我市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称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红云 通
讯员 申伟红） 1月8日，邵阳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三甲”创建诊断性评估现场
反馈会召开，市专家评审组对该院“三
甲”创建工作进行“诊断性评估检查”。

该院自创“三甲”工作开展以来，健
全了质量与安全管理组织构架，逐步完
善院科两级质量管理体系；重新修订了
医疗管理相关制度，完成了建章立制。
推进制度、规范、流程、预案的落实，各
项质量管理活动正在有序开展；组织各
种学习培训、考核和技能竞赛，推动医
疗质量工作持续改进；全面推广 6S 精
益管理，优化医院诊疗环境和服务秩
序；定期举行三甲工作总结推进会，进
一步优化工作流程，确保各项创建工作
扎实有效。截至目前，该院三四级手术
占比高于全国同级医院中位数水平，

2020年，经第三方调查，住院病人满意
度为91.5%。

市专家评审组客观评价了该院“三
甲”创建工作成果，充分肯定了6S精益
管理、远程会诊等工作，同时指出了不
足之处，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该院党委书记、代院长伍石华表
示，将认真梳理各位专家的反馈意见，
对问题进行分类整理，通过立即整改、
限期整改及持续整改，将各位专家的反
馈意见落实落地。下一步，该院将加速
信息化建设进程，通过引智工程、125人
才培养方案等一系列组合拳快速推进
学科建设进度。计划2021年底以前完
成胸外科、输血科、疼痛科等学科的组
建工作，十四五规划期间完成6大中心
的建设工作，明确2022年临床路径的开
展目标为30%，四级手术的占比达30%。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会诊”“三甲”创建工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彭宏 孙移新） 被染锈的
刀具划伤，人们首先都会先给伤口消
毒，必要时去医院注射破伤风抗毒
素。然而，近日，新邵县的李大爷在
不小心被一把染锈的弯刀划伤手指
后竟用电胶布包扎伤口，导致感染破
伤风梭菌，险些丢了性命。所幸经新
邵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全力施救转
危为安。1 月 8 日下午，李大爷康复
出院。

据了解，去年11月中旬李大爷在
家整理鸡圈时不小心被一把染锈的弯
刀划伤右手食指。“粗线条”的他不但
没有进行消毒处理，而是在家随便找
了一卷电胶布缠在伤口上，之后便没
再理睬，也没告诉家里任何人。几天
后，李大爷开始出现上腹部阵发性胀
痛，家人陪他前往医院就诊。可辗转
几家医院，治疗后不但未见好转，症状
反而越来越严重，后又被转到了省人
民医院ICU，经检查诊断大爷感染了
破伤风梭菌，医生立即为李大爷进行
对症支持治疗。上月 3 日，李大爷办
理了转院手续，住到了新邵县人民医
院 ICU。该院 ICU 主任刘锋钢介绍
说，“李大爷属于重症破伤风，入院时
已处于脓毒症休克、肺炎、Ⅰ型呼吸衰
竭，后期可能出现呼吸肌痉挛、重症肌
无力、心力衰竭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临床死亡率极高，治疗环境要求非常
高，应单人单间，避光避声。而且李大
爷既往有冠心病、股骨头坏死，一年前
还曾在该院行PCI手术。”安置好李大
爷之后，刘锋钢立即组织召集全科紧
急会议，制定详细而周密的治疗方案，
大家统一思想，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ICU护士长李玉玲告诉记者，破伤风
患者气管切开之后气道管理本身就是
ICU的一大难题。同时，由于治疗的
需要，李大爷很长一段时间处于镇静
镇痛状态，这也极大地增加了压疮和
下肢静脉栓塞的风险。科室为李大爷
设置单人病房，避光避声，安排专人密
切关注大爷的病情变化，精心做好各
项护理工作。同时，多次组织中医康
复科、心血管内科等进行院内会诊，及
时调整治疗方案，严把医疗护理质量
关，确保大爷平稳渡过破伤风“惊厥
关、感染关、营养关”。

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救治和家属的
积极配合下，李大爷病情逐渐好转。
转入中医康复科普通病房进行康复治
疗。1月7日，再次见到李大爷时，他
神志清醒，四肢肌力已恢复到4级，能
扶着行走十几米。

刘锋钢介绍说，破伤风是破伤风
梭菌经由皮肤或黏膜伤口侵入人体，
在缺氧环境下生长繁殖，产生毒素而
引起肌痉挛的一种特异性感染。破伤
风潜伏期通常为7~8日，最短24小时，
最长可达数月。潜伏期越短，愈后越
差 ，重 症 破 伤 风 患 者 死 亡 率 高 达
70%。不过，破伤风虽然后果严重，但
也是可以预防的。它发病主要的条件
是组织缺氧，在伤口虽小但深的木刺
或含铁锈的伤口中，破伤风梭菌的芽
孢很容易发育，在迅速繁殖过程中产
生大量的外毒素，从而引发一系列严
重并发症。他提醒广大市民，一旦不
小心被不干净的刀具划破或刺伤皮肤
后，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伤口
处理，并根据伤情注射破伤风抗毒素，
以免重蹈李大爷的覆辙。

用电胶布包扎伤口险丢性命
新邵县人民医院成功救治一例重症破伤风患者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申秀梅） 1月7日，邵
东市人民医院新医技综合楼正式投入使用。

新楼建筑面积 23616.8 平方米，共 14 层，地下 2
层为地下停车场，可缓解停车难问题；地上12层功能
用房，容纳眼科、全科、胸外科、乳甲外科、肾内科、中
医科等临床科室，床位280张，设儿童康复、盆底康
复、成人康复等康复科室，并设立信息中心、内镜中
心和药学中心等辅助性科室。

新医技综合楼正式投入使用，极大地提升了医
院的服务能力，床位、环境、服务、技术等全面“提档
升级”，床位数大大增加，有效缓解“住院难”。

邵东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周少峰表示，要把
进入“三级医院时代”作为新起点，在新高度、新起点迎
接全新的挑战。新大楼的启用，完善了三级综合医院
的功能，为推进学科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引擎。

邵东市人民医院新医技综合楼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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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新邵县首批新冠疫苗开始对重点人群
进行免费接种。据悉，该县首批重点人群免费接种共
400人份，优先保障18-59周岁之间从事冷链物流、公
共交通、一线医务和防疫、隔离酒店服务人员等感染
高风险人群。新冠疫苗需接种两针，间隔14-28天，
第二针接种完两周后，能产生较好的免疫效果，抗体
能维持半年以上。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胡金国 摄影报道

▲评估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