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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颖 通讯
员 李文娟 孟天笑 陈伟） 近日，市
中心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名昏迷、重度代
谢性酸中毒患者。经医护人员30余小时
的紧急抢救，患者成功脱离生命危险。

10 月 22 日，一名 36 岁的患者因昏
迷、休克被送到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就
诊。接诊医生了解到，患者既往有抑郁
症病史，平时服用艾司唑仑。体格检查
时，患者昏迷状态，双侧瞳孔 1 毫米，对
光反射迟钝，未引出神经系统病理反
射。接诊医生考虑其药物中毒可能性
大，并第一时间给予针对艾司唑仑中毒
的解毒剂，同时安排洗胃完善相应检
查。随后动脉血气检测结果出来提示：
pH值6.884，血乳酸25mmol/L。依据这
个结果，医生判定，患者处于命悬一线
的状态。

该急诊科快速成立救治小组进行科
内讨论，仔细分析患者昏迷和严重酸中
毒的原因。讨论认为患者药物中毒可能
性最大。但单纯的艾司唑仑中毒不能解
释病情，而具体合并其他药物中毒的种
类不能明确，患者生命体征不平稳，内环
境紊乱，严重酸中毒，最终讨论决定，在

气管插管保护气道呼吸支持下先洗胃，
然后血液净化治疗，同时对症支持和保
护脏器功能等治疗。

虽然经过积极治疗，但患者病情仍
未见好转，患者血乳酸未见下降趋势，并
且血压逐渐下降，需大剂量升压药维持，
心率进行性增快。该急诊科依据患者病
情多次讨论及调整治疗方案，调节血液
净化治疗的参数。为了加强对病情的监
测，副主任医师马凯进、护士长颜冬梅彻
夜守候在床旁。

终于，在科室人员的不懈努力下，血
液净化治疗进行到15小时，患者血乳酸
下降至 20mmol/L，pH 值上升至 7.0 左
右，血压在升压药物作用下能维持正常，
心率逐渐平稳。尽管患者仍处于危险状
态，但还是让医护人员看到了希望，于是
继续为患者进行持续血液净化和其他综
合治疗。

在患者入院第二天，家属从家中找
到了一瓶可疑毒物的蓝色液体——汽车
防冻剂。汽车防冻剂的主要成分是甲
醇、乙二醇。急诊科主任刘可轩根据多
年急救经验，立刻判断如果患者是甲醇
或者是乙二醇中毒，完全可以解释所有

病情。甲醇和乙二醇是常见的有机溶
剂，生活中常见的有防冻液、玻璃水等。

刘可轩介绍，甲醇和乙二醇中毒可
引起特定的终末器官损伤，甲酸盐会引
起视网膜损伤，严重者永久性失明，乙
二醇引起急性肾衰竭。摄入甲醇或乙
二醇都会引起显著的代谢性酸中毒，酸
中毒会进一步导致缺氧和循环衰竭。
患者苏醒后，确认服用了艾司唑仑和防
冻液。

在持续了 30 余个小时的抢救治疗
后，患者血乳酸、pH值逐渐恢复正常，神
志逐渐转清醒，血压逐渐稳定。在该科
医护人员精心治疗及护理下，患者最终
转危为安，顺利出院。

据了解，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是湘西
南地区最大的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
的急危重症救治医学中心。近年来，在
应对突发性、群体性化学中毒以及生活
中毒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救治经
验。这例重度代谢性酸中毒的抢救成功
体现了该科在救治紧急重症患者的快速
反应处置能力。刘可轩表示，科室将继
续提升急危重症救治能力，为群众生命
健康保驾护航。

医护奋战30小时跑赢“死神”
市中心医院成功救治一名重度代谢性酸中毒患者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畅珺 通
讯员 唐雯 彭颖异）“我们这里有一
个左股骨颈骨折突发脑梗死的高龄患者
急需转到你们那里，路程耗时大概半个
小时，麻烦预留床位。”10月11日凌晨，
市第二人民医院脑四科主任邓焱坤接到
了邵阳正大骨伤医院的急诊电话。接到
电话后，该科立即安排接诊事宜，启动急
诊绿色通道。

经问诊，患者曾女士，83岁，因不小

心摔倒致左股骨颈骨折，头颅磁共振检
查后，发现右侧大面积脑梗死（急性期），
既往有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

经详细诊断和了解情况后，邓焱坤
对患者情况作出全面评估。曾女士这
种情况，需要长期卧床，下肢静脉血
栓、压疮、肺部感染、心衰等并发症的
风险极大，加之年龄较高，基础疾病
多，任何一个并发症都会给患者带来致

命的后果，且曾女士左侧大脑中动脉重
度狭窄（狭窄达 90%），随时有大脑中动
脉完全闭塞导致优势半球梗死、大面积
脑梗死，导致重度偏瘫甚至危及生命的
可能。

该脑四科立即组织科内讨论，最
终选择了大脑中动脉球囊扩张成形术
治疗方案。经过手术治疗，曾女士取
得了良好的疗效。半个月后，曾女士
出院。

老人摔倒引发脑梗 医院上演“生命接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
畅珺 通讯员 彭婷 彭颖
异） 近日，家住新邵县酿溪
镇的廖女士及家属向市第二
人民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赠
送了一面写着“医术高超，医
德高尚”的锦旗，表扬他们精
湛的医疗技术和细致入微的
医疗服务。

“医生快来，我头痛得快
‘炸’掉了。”10 月 12 日，50 岁
的廖女士因头痛来到市第二
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到院
时，廖女士已经出现恶心、呕
吐、站立及行走不稳的现象。
医生接诊后，迅速为其开通绿
色通道，完善头颅CT。CT检
查显示，廖女士“蛛网膜下腔
出血”。此时，廖女士病情危
重，随时存在出血加重甚至危

及生命等风险。
根据廖女士年龄、病情、出

血情况，该科副主任医师何柳
平制订了详细手术计划，告知
患者家属相关病情，2小时内完
善急诊“脑血管造影”，确定廖
女士脑动脉瘤破裂，在全麻下
为其施以“经导管颅内动脉瘤
支架辅助栓塞术”。最终，廖女
士顺利完成手术，经过20天治
疗，恢复情况良好，平安出院。

“介入手术是医学诊疗的
发展趋势，创伤小、恢复快。”
何柳平介绍，随着医学的不断
进步，该院急诊科能独立开展
心脑血管、外周血管介入手
术，真正打通了卒中、胸痛绿
色通道，为广大脑血管病及其
他血管病变患者提供专业的
医疗服务。

急诊开辟绿色通道 危重患者转危为安

进入11月，秋冬季气温变化幅度较
大，也是流感等各类呼吸道传染病的高
发期。当前我国流感整体流行情况如
何？为何要及时接种流感疫苗，接种前
后要注意什么？国家疾控局邀请专家接
受媒体采访，解答公众关心的流感防控
相关热点问题。

“目前我国流感活动处于中低水平
但呈上升趋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
防控制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介
绍，在我国南方省份，9月以来出现甲型
H3N2 亚型为主导的流感活动升高，与
乙型 Victoria 系流感病毒共同流行。而
在北方个别省份，10月以来开始出现流
感活动升高，以甲型H3N2亚型为主。

王大燕表示，预计我国南方省份、北
方省份会逐渐进入流感高发期，并出现

秋冬季的流感流行高峰，将呈季节性流
行。在此期间，流感聚集性疫情可能会
增多，聚集性疫情主要发生在学校、幼托
机构、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要注
意提前做好防控准备。

近日，记者走访基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发现，不少民众自发前来预约接种
流感疫苗，部分社区预防接种门诊也正
在积极推进接种工作。为何要及时接种
流感疫苗，三价和四价流感疫苗怎么选？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
研究员彭质斌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可以
有效减少感染、发病和重症发生的风
险。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基于全球流感
监测结果提出下一个流行季节流感三价
和四价疫苗的推荐组分。三价和四价流
感疫苗都可有效起到预防效果，公众可

自愿接种任一种流感疫苗。
专家建议，在接种流感疫苗前后要注

意以下几点，包括接种前要向预防接种工
作人员如实告知自己是否有流感疫苗接
种禁忌以及健康状况，尤其是发热、急性
疾病等特殊情况；预防接种后应现场留观
30分钟，无反应方可离开；回家后注意休
息，清淡饮食，避免剧烈运动，如出现异常
症状，可向预防接种工作人员咨询并报告，
必要时及时到规范的医疗机构就诊。

彭质斌表示，做好今年秋冬季流感
防控工作，一方面建议重点和高风险人
群及时接种流感疫苗，另一方面公众也
要加强个人防护，注意手卫生、戴口罩、
勤通风、规律作息等。保持良好个人卫
生习惯也是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
重要手段。

流感进入高发期 专家提醒做好防控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导致肢体瘫痪、语言障
碍、吞咽困难、认知障碍……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一种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给家
庭和社会造成巨大负担的急
性脑血管疾病。

什么是脑卒中？发病前
有哪些症状？如果突发脑卒
中正确做法是什么？怎样预
防发生或复发？针对公众关
心的问题，医学专家给出健康
指引。

脑卒中是由于脑部血管突
然破裂引起出血，或因血管阻
塞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引起
缺血的一种疾病。脑卒中具有
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
和死亡率高及经济负担高的

“五高”特点，是威胁我国国民
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主任刘尊敬介绍，脑卒中
分为脑出血和脑梗死两大类，
前者为出血性，后者则由于血
管堵塞引起。两者虽然症状
相似，但在临床上仍有差异需
要医生着重分辨。

刘尊敬表示，目前在门诊
接诊时能遇到20至30岁年龄
段就得了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且并不是因为血管畸形或发
育问题，而是因为动脉硬化。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专家认为，可能是脑卒中整体
危险因素年轻化导致，也就是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病
年龄段前移，导致脑梗塞或出

血的年龄段也有所前移。
“脑卒中发病后，病人容

易突然出现口角歪斜、单侧肢
体麻木无力、讲话不清楚、喝
水有困难等症状。”刘尊敬说，
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哪怕症状
较轻，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必须尽快到医院救治。

同时，公众可根据国家卫
生健康委发布的“中风120”口
诀识别脑卒中早期症状。其
中，“1”代表“看到一张不对称
的脸”；“2”代表“查两只手臂
是否有单侧无力”；“0”代表

“聆（零）听讲话是否清晰”。
“及时发现脑卒中的早期

症状极其重要，越早发现，越
早治疗，效果也就越好。”国家
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
院阜外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
淑娟介绍，患者在发病后要立
即拨打 120，并通过“卒中地
图”小程序功能找到距离最近
的有卒中急救能力的卒中中
心医院，可以立刻进入卒中急
救绿色通道，及时得到规范的
治疗，可增加恢复的机会，改
善生活质量。

“高血压、血脂异常、糖
尿病，以及生活饮食习惯与
中风的发生关系密切，吸烟、
饮酒、缺乏体育锻炼等生活
习惯，都已被证实是导致中
风的危险因素。”刘尊敬表
示，脑卒中可防可治，重在预
防，防在日常，要提升以预防
为主的健康意识。

脑卒中重在预防 防在日常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彭韵佳

10 月 28 日，
中医专业人员在
城步苗族自治县
希望小学多媒体
功能室给学生讲
解人体穴位、艾灸
等中医药知识。

连日来，该县
中医医院组织专
业人员走进县城
希望 、芙蓉等学
校，通过介绍及识
别中药材、体验艾
灸治疗、制作中草
药香囊等多种方
式，向学生普及中
医药知识。

严钦龙
赵海英
摄影报道

11月1日，武冈市文坪镇三联村药农在送交中药材黄
栀子。该村采取党支部+专业合作社+订单的形式，大力发
展中药材生产，使农民增产增效。 王岐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