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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市第二人
民医院党员志愿者走进
双清区仁信半岛城养老
中心开展义诊活动。活
动中，志愿者为老人提
供免费检查、健康咨询
服务，耐心询问他们身
体状况、日常饮食情况
以及用药情况，并给予
健康饮食、合理用药方
面的指导。图为志愿者
为老人测量血压。

傅畅珺 谢早月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
畅珺 通讯员 唐雯 郭晓
波） “幸好医院抢救及时，我
先生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
能顺利走着回家，感谢医护人
员。”2月3日，54岁患者李先生
的爱人激动地表示。

1月15日5时许，家人突然
发现李先生右侧肢体不能动，说
话含糊不清，答非所问，立即拨
打120前往市第二人民医院就
诊。头颅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
李先生右侧大面积脑梗死。

大面积脑梗死是急性缺
血性脑卒中最严重的类型之

一，患者通常会出现偏瘫、意
识障碍、颅内高压、凝视障碍
等并发症。该疾病进展快，严
重者发生脑疝导致死亡。该
院脑四科主任邓焱坤召集医
生团队紧急讨论，因李先生症
状进行性加重且已出现意识
改变，综合考虑为大动脉闭塞
导致大面积脑梗死，不进一步
积极治疗预后效果差。全脑
血管造影显示，李先生右侧颈
内动脉起始段闭塞、左侧颈内
动脉起始段中度狭窄、右侧椎
动脉起始段闭塞。邓焱坤团
队立即为李先生实施介入手

术，手术整个过程不到 20 分
钟，成功开通了李先生堵塞的
脑部血管，血流完全恢复。

术后当日，李先生的左侧
肢体肌力从 1 级恢复到 4 级，
神志恢复清楚，举手、抬足等
四肢活动良好，没有留下明显
后遗症。

脑梗死又称脑卒中，俗称
中风，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
常见的脑血管疾病，也是目前
排在我国居民致死病因首位
的“头号健康杀手”。脑卒中
一般分为两大类：出血性卒中
和缺血性卒中。

对于脑卒中，预防比治疗
更重要。邓焱坤建议，预防脑
卒中的首要任务是纠正不健
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合理膳
食，低盐低脂；避免过度劳累，
保证睡眠充足；戒烟限酒；适量
运动，避免久坐久站，建议健康
成年人每周至少3次至4次，每
次至少持续40分钟中等或以上
强度的有氧运动。同时，要控
制血压、控制血糖、调节血脂，
有意识地避免脑卒中的危险因
素，做好定期体检。另外，要特
别注意防寒保暖，锻炼身体应
避开早晚寒冷时段。

介入治疗畅通“生命通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颖 通讯
员 易美 李文娟 孟天笑） 近日，市
中心医院为一名脑梗死患者启动绿色通
道，给予介入取栓治疗，成功打通堵塞的

“生命管道”，患者转危为安，术后恢复良
好。

2 月 4 日中午，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
接到一县人民医院的电话，称其新收治的
一名46岁男性脑梗死患者，当日8时出现
右侧肢体的轻度瘫痪，4小时后右侧肢体
完全瘫痪、不能言语、神志不清，磁共振检
查提示，左侧大脑中动脉闭塞导致大面积
脑梗死，就诊时已过阿替谱酶静脉溶栓时
间窗（4.5 小时内），请求转市中心医院行
介入取栓治疗。

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介入团队与患
者的主诊医师充分沟通后，立即启动绿色
通道，预留了床位，制定了取栓方案，做好

了术前准备，安排专人跟踪患者情况。16
时 50 分，患者到达市中心医院。17 时 05
分，患者进入导管室，脑血管造影发现，其
左侧大脑中动脉血管近端堵塞，经左侧大
脑前动脉软膜支代偿，取栓成功后获益概
率大。18时22分，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介
入团队成功取出堵塞血管的血栓，实现大
脑中动脉的再通，并发现患者血管有动脉
粥样硬化性重度狭窄，此次脑梗死就是因
为血管狭窄处形成了新鲜血栓导致血管
完全堵塞造成。如果就此结束手术，患者
再次出现血管完全闭塞导致再次脑梗死
的概率极大。

于是，该团队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
建议使用球囊扩张术扩张狭窄的血管，必
要时植入支架。家属同意该治疗方案。
20时20分，经过3次球囊扩张后，患者的
血管狭窄程度明显改善，远端供血维持良

好，手术结束。2月5日8时，该患者神志
完全恢复，语言表达流畅，瘫痪的右侧肢
体基本恢复正常。

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介入团队专家
提醒，近期气温变化大，“脑中风”疾病较
高发。要警惕中风，注意保暖、适当添加
衣物；要保持情绪稳定，防止过度劳累；避
免久坐；定期健康检查。此外，脑卒中的
救治时间越迅速，救治效果越好，一旦错
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可能会留下不可逆的
后遗症，所以要及时拨打 120，降低致残
率。

据了解，市中心医院是邵阳地区最先
开展介入治疗的医院，近年来，每年取栓
救治的重症脑梗死患者达100余人次，球
囊扩张及支架植入70余例，完成的高精尖
手术如动脉瘤填塞术150余例，拥有丰富
的介入治疗经验和技术。

男子突发脑梗死 介入取栓化险为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 颖 通讯员 张 秀 琴
李文娟 孟天笑） “这个
日间手术实在太好了，真不
敢 相 信 这 么 快 我 就 能 出
院。”2 月 5 日，患者刘女士
在市中心医院妇科办理出
院时感叹道。

40 岁刘女士患有子宫
内膜息肉，是该院妇科日间
病房试运行首日收治的第
一位患者。当日，刘女士在
24小时内完成了住院、手术
及治疗全过程。期间，刘女
士对病房环境、日间病房的
工作效率十分满意。

该科主任医师张秀琴
介绍，日间病房在国外运行
了多年，是目前欧美等发达
国家针对病情较轻、较稳定
的患者实行的一种常态化
的治疗模式。为了满足患
者的就医需求，提高医疗服
务质量，市中心医院妇科特
开设日间病房。患者白天
入院接受治疗，晚上回家休

息，随到随治，不影响正常
的工作和生活。它能带给
患者更好的就医体验和最
优化的就医流程。患者从
门诊、检查、预约，到手术、
术后观察、康复出院，只需
24 小时至 48 小时，手术时
间安排弹性大，病人住院时
间缩短，整体医疗费用下
降，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日间病房还能增加床位周
转率，一定程度上缓解医院
的床位紧张状况，提高医院
现有资源的利用率。

那么，哪些妇科疾病适
合日间手术呢？张秀琴介
绍，适合做的疾病种类很
多，比如子宫内膜息肉、异常
子宫出血、宫腔镜流产等。
目前，该科拥有一支经验丰
富、技术精湛的专业医护团
队，配备了先进的医疗设备，
秉承“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为患者提供便捷、高
效、温馨、舒适的就医环境及
全方位的优质诊疗服务。

住院不“过夜” 手术当日做
市中心医院妇科日间病房为患者减负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畅珺 通讯
员 屈慧 郭晓波） 2月3日，市第二人
民医院儿科举办“关爱宝贝 助力成长”
儿童生长发育义诊活动。

义诊现场，前来参加活动的小朋友在
家长的带领下有序填写基本信息，医护人
员为他们免费测量身高、体重等基础指
标，并通过智能仪器进行分析，评估生长

发育状况。小朋友只需把左手放到智能
骨龄仪器中，仪器10秒钟就可以识别并读
出骨龄，生成生长曲线图。

该院儿童保健门诊医生姜海燕耐心
细致地与小朋友及家长们交流检测情况，
向家长科普各个年龄段儿童的生长发育
情况、生理特征和心理状况，通过结合现
场测评的骨龄、身高、体重及生长发育图

综合评估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并针对每
位儿童自身不同的情况，给予个性化指导
或提出最佳的诊治方案。同时，她还向家
长们讲解科学的身高体重管理方法，鼓励
小朋友养成良好的饮食、睡眠习惯，在日
常生活中多做跳跃性、伸展性运动，如跳
绳、篮球、摸高、游泳等，促进健康成长。

“以前从来没有带孩子做过骨龄测
试，以为只要吃得好就能长高，通过医生
的讲解，我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有了更深的
了解，以后我会科学管理孩子的身高，相
信及时进行干预，也有可能让孩子身高逆
袭。”家长王芳坦言道。

关爱未来 助力成长
市第二人民医院举行儿童生长发育义诊活动

新华社北京电 （记
者 李恒） 当前正处于天
气寒冷季节，心血管病发生
的概率增加。专家表示，气
温骤降对于老年心血管病
患者来说充满了挑战。这
类人群要特别注意保暖，定
期服药，保持情绪稳定，合
理运动锻炼，增强抵抗力。
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血压和
心率的波动，及时采取调控
措施。

“冬天气温低，寒冷刺
激容易诱发心血管病。老
年心血管病患者晨起的三
个‘半分钟’十分重要。”北
京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
师刘兵介绍，醒来以后躺在
床上“半分钟”，伸伸懒腰，
不要立刻起床下地；坐起来
后靠在床头“半分钟”，这个
半坐的体位可以使心脏和
血管的负担开始逐渐增加；
把腿下垂，再等“半分钟”，
这是再一次预热，使心血管
系统适应直立状态。

刘兵表示，合理的保
暖措施对于老年心血管病
患者尤其重要，可以防止

心血管受到强烈刺激。要
保持心情愉悦，减少情绪
激动，建议少食多餐，保持
大便通畅，规律作息。同
时，冬天不宜天天洗澡，洗
澡时间不宜过长，空气要
流通，最好有专人陪伴或
者坐位洗浴，避免跌倒。

专家建议，心血管病患
者要按医嘱规律用药，血压
心率波动并且出现不适症
状时应及时就医。此外，冠
心病患者身边应常备一些
抗心绞痛药物。有些老年
患者症状不典型，容易被人
忽视，更应提高警惕。

健康饮食对心血管病
患者十分重要。中国医学
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
熊长明表示，亲朋好友聚
餐，如果不加节制地摄入过
多油腻、高热量食物等，可
能会造成血糖升高、血脂升
高、体重增加，进而增加心
血管负担，也可能会诱发心
血管病。

熊长明特别提醒，心血
管病患者要戒烟限酒，清淡
均衡饮食，避免暴饮暴食。

科学防治老年心血管病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红云 通讯

员 何骞峰 刘璐） 春节长假结束，而
“假期后遗症”也适时发威。由于生活作
息、饮食习惯的变化，消化道问题容易引
发，肛肠疾病的发生率也会有所上升。

近日，30岁的王先生因为肛门剧烈疼
痛、无法坐卧，来到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肛
肠科。医生经询问得知，患者节日期间聚
会频繁，特别是喝酒较多，生活没有规律，
导致抵抗力下降，诱发局部感染，造成肛

旁脓肿急性发作，必须进行手术治疗。无
独有偶，还有一位28岁的男性患者，由于
过节期间饮食不当，导致肛裂，局部严重
感染，被收到病房手术。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肛肠科主任刘亚辉
介绍，近期肛肠疾病多发可能与节假日人
们的生活习惯突然改变有关。节日中，多
数人餐桌上肉类及辛辣刺激食物会明显增
多，蔬菜类食入较少，导致一系列肛肠疾病
的发生或加重；另外，节日生活没有规律，

人体的生物钟被打乱，也容易诱发各种疾
病，尤其是喜欢打牌及上网的人，久坐是导
致肛肠疾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亚辉提醒，节日期间人们要特别注
意饮食起居，一是要控制辛辣刺激食物及
酒类的摄入以免诱发或加重肛肠疾病；二
要避免长时间处于一种姿势，不要长时间
打麻将、扑克或迷恋网络；三是要注意饮
食结构的合理性和生活起居的规律性，不
要打乱正常的生活规律，适当增加运动。
肛肠疾病突然发生或加重，如出现喷射性
出血、肛门疼痛、大便嵌顿、肛旁红肿热痛
等，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医。

警惕肛肠疾病来“闹春”

新华社北京电 （董瑞
丰 施科宇） 剩余菜品较
多，存放时间较长，一些隔
夜菜怎样保存，怎样更健康
地食用？北京协和医院临
床营养科主任于康说，应采
取措施尽量减少亚硝酸盐
摄入。

于康表示，首先要在根
源上保证食物食材的新鲜
卫生，尽可能少吃腌制、烧
烤加工肉类食物，注意不要
长时间存放绿叶蔬菜。对
于已经制备好的饭菜，尽量

保证在3小时内吃完。
专家特别提醒，冰箱冷

藏并不能完全抑制细菌繁
殖，长时间保存还会造成维
生 素 C 等 营 养 素 含 量 减
少。因此，如果第二天要带
餐，可以用干净餐具把菜品
先制熟、分离出来，然后冷
藏保存，避免食物污染，降
低亚硝酸盐含量。

“不管采取哪种措施，
隔夜菜应在 24 小时之内吃
完，在进食之前也要充分加
热。”于康建议。

隔 夜 菜 怎 么 吃 ？

避免亚硝酸盐摄入过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