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噎呛指食物阻塞咽喉部
或卡在食管的某狭窄处，甚至
误入气管而引起呛咳、呼吸困
难、窒息。这是老年患者猝死
的常见原因之一，又称为“食
噎”或“噎食”。

危险因素
年龄因素：咽喉黏膜、肌

肉退行性变化；神经通路障
碍；牙病；牙齿松动、残缺；咀
嚼能力下降。

疾病因素：脑血管疾病、
阿尔茨海默症、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喘息、咳嗽、多痰。

进食情况：睡眠障碍、神
志不清、视力下降等，可能导
致老年病人注意力下降，从而
影响病人进食，易出现噎呛；
进食时过快吞食、边进食边说
话、精神疲惫、情绪不稳时，易
出现噎呛。

鼻饲因素：体位不当，注
入鼻饲液时速度过快、量过大
持续性的输注较少发生噎呛。

食物性状：水或汤，食物
粘 稠 如 ：汤 圆 、果 冻 、芝 麻
糊 、粽 子 ，食 物 较 干 如 ：馒
头、鸡蛋。

噎死预防
选择合适的食物
避免进食有鱼刺、骨头等

容易噎呛的食物，避免年糕等
黏性较强的食物。避免食用
过冷或过热的食物、避免过量
饮酒。对于吞咽困难的病人，
给予半流质饮食，必要时可使
用胃管。对偶有呛咳的病人，
合理调整饮食的种类，以细、
碎、软为原则，温度适宜。

掌握进食的技巧
喂饭时，要和蔼亲切、不

急不躁，动作要轻。每勺饭量
不要太多，速度不宜太快，要

给老人充足的时间进行咀嚼
和吞咽，不要催促老人。

对一些口唇不能紧闭、颊
肌收缩无力的病人，将调拌后
的食物直接放入舌根附近，等
待咽下后再喂食下一口。鼓
励老人进食要细嚼慢咽，出现
恶心、呕吐、频繁呛咳反应时，
要暂停进食。

保持正确的进食体位
尽量取坐位，上身前倾

15°。长期卧床无力坐起者，可
将床头抬高至60°再喂食，且
进食以后至少等半个小时再
放低床头。

口部肌肉训练
面部肌肉：皱眉、鼓腮、露

齿 、吹哨 、毗牙 、张口 、咂唇
等。舌肌运动：伸舌，使舌尖
在口腔内左右用力顶两颊部，
并 延 口 腔 前 庭 沟 做 环 转 运
动。软腭训练：张口后用压舌
板压舌，用棉签于软腭上做快
速摩擦，以刺激软腭，并嘱病
人发“啊、喔”声，使软腭上抬，
利于吞咽。

急救措施
自救法：握拳抵住上腹部

（脐上两横指处），另一手抓紧
拳头，快速向上、向内冲击，连
续4次至6次。如果在紧急情
况下，病人周围无一人在场，
患者可用自己的手或椅背、桌
边顶住在上腹部快速而猛烈
地挤压，压后随即放松。

他救法：首先抠出老人口
中异物，急救者站在身后，双
臂环绕其腹部，一手握拳至脐
上两横指并用拇指突起部顶
住老人上腹部，另一手握紧此
拳，快速向内、向上冲击腹部，
连续4次至6次。每次冲击要
干脆，患者要头低并张口。

噎呛致因有多种 预防急救要学会

市脑科医院 何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红云 通讯员 申伟红 王
珏） 3 月 8 日至 3 月 10 日，湖
南省护理学会现场救护专业委
员会学术年会在长沙举行。会
议期间共举办了4个专项比赛
活动，全省121家单位145件作
品参赛，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在现场救护专项活动中斩获
佳绩。

此次会议主题为“创新驱
动，智汇急救”。在现场救护专
项比赛中，邵阳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参赛代表们凭借扎实的专
业功底、娴熟的操作技能、默契
的团队配合在比赛中斩获佳
绩，该院基层医疗服务部带领
医院健康宣讲团创作的《AED
修炼手册》科普音乐情景剧在

“第二届救在身边人文路演比
赛”中荣获一等奖（总分第二
名）；护理部主任莫子君在“现
场救护委员在行动”比赛中荣
获一等奖。

《AED 修炼手册》科普作
品将《青春修炼手册》歌曲进行
改编，朗朗上口的旋律配上通
俗易懂的科普文案，结合原创
可爱的 AED 人偶与两名演员
的现场互动、演示，让观众在观
看过程中学会了 AED 的使用

方法，达到良好的急救知识普
及效果。作品得到了评委和现
场观众的一致好评。

莫子君作为现场救护专业
委员会委员，在“现场救护委员
在行动”专项活动中，进行了以

《生命至上、刻不容缓，第一目
击者行动助推医院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的汇报，将该院“第
一目击者行动”经验进行分享。

据了解，近年来，邵阳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高度重视急诊急
救能力提升和急救科普工作，
不仅积极推进医院应急救援队
和医院快速反应小组（RRT）
的建设，还每年组队参加现场
救护专业委员会活动，2021年
至今共荣获2个特等奖、3个一
等奖、1个三等奖。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的健康宣讲团走进大中小学、
乡村、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开
展现场救护科普公益讲座近
百场，辐射群众万余人；创新
打造针对听障人士急救技能
培训的《医院手语课堂》，受到
了各级部门和民众的好评。
用行动在推动“人人学急救，
急救为人人”、人人都能成为
合格的“第一目击者”这一目
标的实现。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现场救护省赛获佳绩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颖 通讯
员 张鸿渐 李文娟 孟天笑） 近日，
市中心医院肝胆胰外科手术团队成功为
一位全内脏转位（俗称镜面人）的患者实
施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术后，患者恢
复良好。

68岁的陈女士因腹痛加剧来到市中
心医院就诊，该院肝胆胰外科主任李巨
仕详细询问了陈女士病史，并为她进行
了体格检查，考虑患者需要手术治疗，且
患者肿瘤标志物 CA19-9>1200U/ML，
完善了全腹部 CT 增强及常规术前检
查。影像结果提示患者胆囊结石伴化脓
性胆囊炎，内脏反位、右位心，幸运的是
患者胆囊目前无穿孔表现，未见明确肿
瘤依据，但患者是“镜面人”，让医护人员
大吃一惊。

经CT及MRI显示，陈女士心、肺、横
膈、肝、脾、胃、肠等全部内脏的位置呈180

度反位。李巨仕介绍，该患者全内脏转
位，医学称“镜面人”，是一种罕见的先天
性畸形，发生率约1/10000000，具体发生
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染色体及基因突
变、纤毛运动障碍相关。除解剖位置异常
外，其功能完全正常，一般无需治疗。

这类患者消化系统疾病的症状特异
性不高，如胆囊炎典型症状为右上腹疼
痛，亦可仅表现为上腹部疼痛，而以左上
腹痛为主要表现时则极易误诊。全内脏
转位虽不是外科疾病的危险因素，也非
手术的禁忌，但其合并外科疾病需行手
术治疗时，手术难度会因解剖变异而增
加，使得治疗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

“就算平时技术再成熟，遇到这种情
况也非常棘手。”李巨仕表示，手术时医
生需要打破常规手术思维，站在对立的
角度去思考、操作，适应镜像反位的方位
感。特别需要注意胆道和血管畸形可

能，术前需行必要的影像学检查明确有
无胆道、血管畸形及排除其他胆道病变，
以减少术中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虽然手术难度因“镜面人”的特殊性
而增加，但在与患者详细沟通及医护人
员的精心准备下，该院肝胆胰团队最终
顺利地为患者做完手术。术后，患者情
况良好，术后第一天顺利下床活动，进食
流质。术后病理提示患者胆囊结石伴急
性化脓性胆囊炎。

李巨仕介绍，“镜面人”虽然内脏全
部错位，但只是位置发生变化，生理功能
一般与常人一样，对健康与生活没有太
大影响。这种转位畸形，若无其它并发
症，均不影响其身体健康，未发现有遗传
现象。此外，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镜面
人”就医时不要因担心隐私而有所隐瞒，
应主动告知医生情况，方便医生及时调
整诊疗策略。

“镜面人”内脏反着长 手术成功切除胆囊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
员 黄灵芝） 3月15日，市脑科医院正式
挂牌为邵阳学院教学医院。未来，双方将
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共
同培养高素质的优秀医学人才。

邵阳学院普爱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是国家第一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

目和中央财政支持重点建设专业，临床
医学学科是湖南省应用特色学科，现有
医学生理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病理学等
10门湖南省一流本科课程，有着强大的
教学科研能力和雄厚的师资人才队伍。
一直以来，邵阳学院积极探索产教协同、
医教协同的教育合作模式，构建开放式、
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市脑科医院是

一所集精神疾病和心理卫生问题诊断、
治疗、科研、教学、鉴定、预防、康复、心理
健康促进为一体的三级精神心理卫生专
业医疗机构，医院专科特色明显，目前已
成为湘西南地区精神心理疾病的预防、
治疗、教学和科研中心。

邵阳学院教学医院在市脑科医院挂
牌，为院校双方搭建了合作发展的平台，
是双方深化医教协同、共谋发展的重要
契机，对于提升医疗科研和教学水平、加
快卫生人才培养、促进医院学科建设、增
强医院综合服务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深化医教协同 携手共谋发展
市脑科医院正式挂牌为邵阳学院教学医院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红云 通
讯员 郭迪 刘振） 3月12日，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组织内科、妇科、针灸科、推
拿科、中医护理门诊等科室医护专家，走
进湖畔职业技术学校开展“传承中医药
精华 发扬中医药特色”中医药文化进
校园义诊活动。

医院妇科主任肖艳娟开展了以“飞
扬青春要注意的事儿”为主题的健康讲
座，她引用《黄帝内经》作为讲座引言，采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为学生们讲授了青
春期的标志及注意事项。通过授课，在
场的学生对青春期有了更深的认识，也
加深了对于日常中医药知识的了解。

义诊现场，中医专家们认真仔细为
师生进行把脉、面诊，对他们提出的问
题，耐心地答疑解惑，同时指导他们认识
自己的体质，并结合日常生活习惯，介绍
相对应的中医调理和预防保健养生知识
并开具中药处方。除此之外，中医护理
团队还为师生们进行中医外治体验，如
耳穴压豆、虎符铜砭刮痧、火龙罐、蒙氏
铜罐、雷火灸等中医特色疗法，让他们近
距离切身感受到中医在治疗、预防、保
健、养生等方面的独特魅力和作用，进一
步了解中医药文化。

传承中医药精华 发扬中医药特色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义诊活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秀霞 通
讯员 蒋艳 郭峰） 3月14日，市中心
医院慢性创面治疗专家团来到新宁县人
民医院，开启覆盖十二个县市区的“巡
讲+精准会诊”。

此次活动采用“现场授课+面对面会
诊”的方式。专家团由市中心医院烧伤整
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廖基建发起，骨科副主
任张苏岭、临床药学科副主任郭峰、营养
科主任刘敏、烧伤整形美容科蒋艳参与组
成。活动现场，廖基建、张苏岭分别以“压
疮的综合治疗策略”“糖尿病足保肢及皮
瓣修复案例分享”为题进行授课，结合临

床病例深入浅出地对压疮和糖尿病足的
预防治疗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总结说
明。随后，专家团一起走进新宁县人民医
院各科室，现场为压疮患者、糖尿病足患
者、烧伤患者进行会诊，结合患者的病情、
身体状况、营养状况等给出了诊疗意见和
技术指导，共精准会诊10名患者。其中，
最严重的一名糖尿病足患者经专家商讨
后，当即联系市中心医院办理转入治疗。

据了解，我市慢性创面发病率逐年增
高，各种急危重症及慢性疾病长期卧床导
致的压疮，糖尿病足以及血管性疾病、创
伤、代谢、营养、感染、医源性因素等导致的

慢性创面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一直以来，
市中心医院致力于自主研发和改良创新，
在邵阳地区率先开展穿支皮瓣、游离皮瓣
手术，由廖基建自主改良的超减张缝合技
术修复复杂创面取得满意疗效。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不
同于以往的义诊，除了做疑难重症的精
准会诊，切实为偏远的乡亲们减轻病痛
外，还为县里医护人员带来最新医疗咨
询和治疗方法。活动结束后我们会联合
各县市区专家组建邵阳慢性创面修复联
盟，大家抱团发展，为本地百姓提供更好
的诊疗服务。”廖基建说。

市中心医院慢性创面治疗专家团首站走进新宁

送医授课到基层 惠民义诊暖人心

3月12日，市中
心医院“救在身边”
第一目击者培训团
走进北塔区中驰幼
儿园，宣讲了心肺复
苏术和海姆立克急
救法等知识，并指导
参训人员现场模拟
操作。此次急救知
识公益培训旨在让
园内教职工掌握突
发事件第一现场的
急救技能，能在专业
医护人员到达前利
用宝贵的急救黄金
时刻，及时有效地开
展现场救护。
李 秀 霞 陈 雪 梅
杨开竣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