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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记者 刘 敏

通讯员 曾有任 陈 华

近日，邵阳市中医医院重症医学
科（ICU）成功抢救了一例大面积肺栓
塞患者，创造了生命奇迹。

11月19日凌晨2时，市中医医院
ICU病房内，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
起，脑病科一位六旬女患者突然出现胸
闷气促、口唇发绀，呼吸循环不稳定，血
氧低等症状，初步考虑肺梗塞，病情危
急，需转重症监护室进一步治疗。

患者转入ICU病房后，ICU医护
团队立即启动肺栓塞治疗方案，初步稳
定患者的呼吸及循环系统。待病人生命
体征稍微平稳后，为其完善了心脏及下
肢血管B超及肺部CTA，发现患者双下
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双侧肺动脉主干阻
塞，右肺主干血管阻塞80%，左肺主干
血管阻塞达90%，确诊为高危肺动脉栓

塞（大面积肺栓塞且伴有重度肝肾心功
能不全）。另一方面，提前做好肾脏湿
化、做好床旁血滤准备，利用床旁B超
监测血流动力，为患者实施补液。

肺栓塞作为肺血管突发事件，死
亡风险高，高危（大面积）发生率仅为
5%，死亡率超过 50%，必须做紧急处
理。而该患者恰好属于为数不多的肺
栓塞极高危人群，ICU主任郑安建意
识到，必须争分夺秒为病人马上疏通
阻塞的肺血管，否则随时都会危及生
命。明确诊断后，该院医务科立即组
织多学科会诊并和患者家属充分沟
通，取得家属理解和同意，确定通过
上腔静脉导管泵入阿替普酶溶栓方
案并精准实施，最终确保了患者各项
生命体征迅速趋于平稳并转危为安。

郑安建介绍，肺栓塞是临床上主
要以肺循环障碍为特征的临床疾病，
常见于心脏疾病，肿瘤，孕妇生产以

及大型手术术后。由于该病可发病于
各个年龄段，发病前除了高危因素，
往往没有明显前期症状，致死率高，
目前已成为危及患者生命安全的主
要疾病之一。

近年来，市中医医院重症医学
科通过对该类患者的诊治，总结出
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通过
对肺栓塞患者危险分层，针对低、
中、高危肺栓塞患者因病治宜，制定
相应治疗方案，明显提高了该院大
面积高危肺栓塞病人的抢救成功率
及治疗安全性。

郑安建在回忆抢救过程时表示，
此次抢救，从发现病情变化到积极抢
救没有耽误一分一秒，体现了该院完
善的急救机制和医护人员对突发紧
急情况的快速处理能力，同时，也离
不开患者家属的支持与理解，离不开
医患之间的信任与配合。

六旬大妈命悬一线 精心救治转危为安
——邵阳市中医医院成功抢救一例高危肺栓塞患者

澳大利亚和丹麦研究人员最新发
现，孕妇服用欧米茄－3 脂肪酸补充
剂可显著降低早产风险。

孕期一般要持续40周，早产是指
孕妇怀孕不满37周的分娩。

来自南澳大利亚健康与医学研究
所、阿德莱德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与

丹麦同行评估了全球近2万名女性的
70项临床试验结果。他们发现，孕妇每
天服用欧米茄－3脂肪酸补充剂可将不
足37周分娩的早产风险降低11％，不
足34周分娩的早产风险降低42％。

深海鱼油中富含欧米茄－3脂肪
酸。欧米茄－3 脂肪酸有很多种，其

中最重要的两种是二十碳五烯酸
（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
研究人员建议孕妇从怀孕12周起，每
天补充 500 毫克至 1000 毫克的欧米
茄－3脂肪酸，其中应含有至少500毫
克DHA。

领导这项研究的南澳大利亚健康
与医学研究所的马克里德斯教授表
示，足月分娩对孩子日后健康成长至
关重要，孕妇补充欧米茄－3 脂肪酸
是预防早产的一种简单有效方法。

（王梓乔）

孕妇服用欧米茄－3脂肪酸
可降低早产风险

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
通常是健身人士的首选。但澳大利
亚一项新研究提出，低蛋白、高碳水
化合物的饮食可能是长寿的关键因
素，特别是有利于大脑的健康。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珀金斯中心
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细胞报
告》杂志上发表论文说，给实验鼠喂
食低蛋白高碳水饮食，其整体健康
状况特别是大脑健康状况得到改
善，学习和记忆能力也得到提高。

论文第一作者沃尔在一份声明
中说：“目前对于老年痴呆症尚无有
效的药物疗法，我们可以延缓但无法
阻止这种疾病的发生。因此，发现能
影响大脑衰老的饮食，这令人兴奋。”

先前研究显示，控制热量摄入能
延长小鼠寿命并有益于它的大脑健
康，但这种方式对人类而言并非可持
续，特别是在食物充足供应的国家。

在新研究中，沃尔等人把实验鼠

分组，分别喂食低热量食物、低蛋白高
碳水食物以及普通食物等，其中低蛋
白高碳水饮食组的实验鼠可不限量进
食。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海马体上，
以评估不同饮食对大脑的益处。

海马体是大脑中负责学习和记
忆的区域，也通常是老年痴呆症等
神经性退行疾病患者大脑中最先受
到侵害的部分。

研究结果显示，低蛋白高碳水饮
食提升了实验鼠大脑海马体的健
康。从部分测量数据来看，这种饮食
的益处甚至大于低热量饮食的益处。

领导这项研究的勒库特教授
说，低蛋白高碳水饮食并不是一种
新风尚，日本冲绳和地中海的许多
地方都长期保持着这种饮食习惯。
冲绳传统饮食中，蛋白只占 9％的
比例，主要来源包括少脂鱼、豆类和
少许牛肉等，而碳水化合物主要来
自于红薯等。 （郭 阳）

低蛋白高碳水饮食能益脑

受不健康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
响，在一些地方，儿童糖尿病患者有
增多的趋势。专家提醒，要防范糖
尿病，家长需及时关注儿童“多饮、
多食、多尿和体重减少”的“三多一
少”现象，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近日，重庆一 7 岁大的孩子雷
雷突然肚子疼，并发生晕厥。经医
院检查，孩子患上了糖尿病，出现酮
症酸中毒。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内分泌科医生王付丽介绍，酮
症酸中毒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
是糖尿病患者在各种诱因作用下，
胰岛素明显不足，造成高血糖、高血
酮、酮尿、脱水等问题。

“孩子得了糖尿病，家长一开始
往往很难有所察觉，直到发生酮症
酸中毒被送来医院救治时，才知道
孩子得了这种病。”王付丽说。

专家提醒，如果孩子出现“多

饮、多食、多尿和体重减少”的“三多
一少”现象时，需要引起警惕。“糖尿
病患儿由于机体代谢紊乱，蛋白质
分解大于合成，自身消耗过多，即使
多食却仍然消瘦。除了食量大增，
患儿也容易口渴，有时夜间也要起
来喝水。”王付丽介绍。

同时，糖尿病患儿也会表现出
身体乏力，容易打瞌睡；伤口反复感
染、渗出、久不愈合等症状。

专家提醒，虽然儿童糖尿病多
见于Ⅰ型糖尿病，但儿童Ⅱ型糖尿
病发病率也在增加。这除了与遗传
因素有关之外，长期摄入高脂肪、高
热量食物、运动不足等也是导致儿
童Ⅱ型糖尿病的主要原因。因此，
家长们应让孩子从小养成平衡饮食
的习惯，多吃蔬菜、谷物等富含纤维
的食物，积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李 松）

“小糖人”渐多 家长需留心“三多一少”

邵阳日报记者 刘 敏

通讯员 王 敏 郭晓波

“时间就是生命”。对于急性心梗
的救治，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

所谓心肌梗死，是因为心脏供血
的大血管（冠状动脉）突然发生急性闭
塞，心脏的供血发生持久的缺血，从而
引起部分心肌发生坏死。有数据显示，
我国每年约有近 20 万人发生心肌梗
死，发生急性心梗的一周内，猝死的风
险非常大。也就是说，不少突发心梗的
患者不是死于院外就是丧命在送往医
院的路上，严重危害生命安全。

近日，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内三
科（心血管科）上演了一出“生死时
速”，成功抢救了一名急性心梗患者。

11月15日7时15分左右，正在巡
视病房的市第二人民医院内三科医
生范袅袅突然接到电话：脑一科一位
病人的家属突发胸痛，请求心内科医
生会诊。范袅袅立马赶到脑一科，查
看心电图，简单地问明病史，考虑患
者为急性下壁、前壁心肌梗死。急性
心梗的抢救就是与时间在赛跑，时间
越早预后越好。紧急处理后，他立即
通知内三科室人员备好床单位、心电

监护、除颤仪、抢救车。
7时25分左右，71岁的患者伍奶

奶被送到内三科时，面色苍白，大汗
淋漓，反应迟钝且伴有阵阵胸痛剧
烈，血压 66/34mmHg，心率仅为 57
次/分！情况十分凶险，科室主任谭超
立即组织科内人员进行抢救。由于伍
奶奶的老伴在医院住院，暂时无法联
系到其他家属，在尚未办理任何住院
的情况下，内三科及时启动抢救方
案，将患者零费用收住入院。

在实施急救过程中，患者突发阵发
性宽QRS波型室速且血压急剧下降，
随即出现神志模糊等症状。因考虑到伍
奶奶年纪较大，以电复律对心肌的损
害，可能造成伍奶奶病情进一步加重，
医生予以利多卡因抗室性心律失常处
理，处理无效，又立即改用胺碘酮300
毫克静滴，约2分钟后患者室速终止，
但仍有频发的室性早搏，随后患者神志
转清，血压逐渐上升，胸闷胸痛症状得
到缓解！复查心电图时显示，患者抬高
的ST段回落，考虑为梗塞血管再通的可
能性大，故未予以静脉溶栓。但数十分钟
后患者突然再次出现胸闷气促，伴咳粉
红色泡沫液痰，考虑出现了急性左心衰！
谭超马上予以抗急性左心衰处理，十分

钟后患者症状缓解，能安静平卧。
经过近 3 个小时的抢救，医护人

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患者病情
慢慢平稳，计划严格控制心衰后再行
冠脉造影及PCI术。当病人家属10时
30分赶到病房时，看到患者伍奶奶已
经脱离危险，转危为安，连连向内三
科全体医务人员道谢，当得知为了抢
救，很多医务人员连早餐都没吃时，
伍奶奶更是流下了眼泪。

据谭超介绍，急性心肌梗死是严
重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危重疾病，目
前，心血管疾病占我国疾病死亡率第
一位，预计2030年将有2260万心肌梗
死患者。急性心肌梗死多见于年纪较
大者，是一突发的危险疾病，发病前
多会出现各种先兆症状。在心肌梗死
发作前1-2天内，患者心绞痛发作会
比以前次数增多。患者自觉胸骨下或
心前区剧烈而持久的疼痛，或心前区
闷胀不适，同时伴有面色苍白、心慌、
气促和出冷汗等症状。

如果出现以上症状，患者要立刻
停止任何重体力活动，躺下休息，观
察病情，平息激动的情绪以减轻心肌
耗氧量，如果发现病势加重，应抓紧
请医生，并立即进行现场救护。

市第二人民医院上演“生死时速”
——成功抢救一名急性心梗患者

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曾璇

今年 49 岁的曾旭是市糖尿病
康复协会会长，邵阳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副主任医
师。自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原
邵阳医专附属医院）发起成立市糖
尿病康复协会以来，他和他的医务
团队不断致力于糖尿病规范治疗和
技术进步，并依托协会平台，大力开
展患者教育和科普宣传，为全民抗
击糖尿病立起了一道坚强堡垒。

据曾旭介绍，市糖尿病康复协会
于2007年11月14日成立。他作为
第一任会长，当时是邵阳医专附属医
院内一科副主任。医院之所以发起
成立协会，是因为当时糖尿病的治疗
不规范、并发症多。“一是诊断率低，
老百姓知晓率低。二是治疗率低，患
者知道自己患糖尿病却不重视治
疗。三是达标率低，治疗后血糖达标
的不多。”为了唤起群众对于糖尿病
的重视，提高糖尿病防治水平，邵阳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联合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第二人民医院等兄弟医院，
成立了市糖尿病康复协会。

协会会员由院内外糖尿病人自
愿报名加入，现已发展了 800 多名
会员。自成立以来，医院每个月都
会举办针对会员的健康知识讲座，
并在内分泌代谢科开辟了专门的示
教室。对于所有入院的糖尿病人，
都会单独进行30-40分钟的糖尿病
知识教育，告诉病人如何通过饮食、
运动等干涉血糖，帮助病人走出认
为服药有副作用和依赖性而不肯用
药的误区。协会还不定期地深入各
社区开展糖尿病知识宣讲，为群众

免费测量血糖、血压，提高社会的糖
尿病防治意识。

随着协会工作的不断推进，医
院治疗糖尿病的技术也在不断提
高。从以往的单纯药物治疗糖尿
病，实现了糖尿病足治疗新技术的
引进，使糖尿病并发症多、治疗困难
的情况得到改变。科室护士们还自
创了糖尿病保健操并进行了两次改
进，每天领着病人跳操，让他们通过
跳操达到促进血液循环，加强自我
保健的目的。内分泌代谢科刚成立
时，包括从湘雅二医院进修回来的
曾旭，总共只有4位医生，年收治病
人在 1000 人之内。如今，有医生 7
人，其中3人拥有副高职称，每个月
的出院病人有140多例。不仅收治
的糖尿病人明显增长，病人的满意
度和治疗达标率也显著提高。

曾旭说，中国有10%左右的人群
患有糖尿病。糖尿病的发病原因与
遗传因素、生活方式等相关。家族有
糖尿病史的，容易患糖尿病。平常有
饮食习惯不好、少运动的，患糖尿病
的几率较高。还有长期处于紧张状
态等心理因素，也能引发糖尿病。防
治糖尿病主要注意四点，合理膳食、
适当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患
了糖尿病以后，应该遵医嘱，通过口
服药和注射剂降血糖。在家康复的
病人，要加强血糖监测，血糖稳定的
时候也要至少半个月进行一次全天
的血糖检测。因为并发症不可逆转，
对于那些出现并发症的患者，更要格
外注意控制血糖、血压、血脂，防止并
发症加重。“糖尿病不可根治，但只要
控制得好，各项指标达标，照样可以
健康长寿！”

携手立起坚强堡垒，抗击糖尿病来袭
——来自市糖尿病康复协会的报道

11月23日晚，邵
阳市雅贝康口腔举行

“‘齿’生有您一路同
行”联谊活动，答谢回
馈新老客户。当晚，
医护人员准备了舞
蹈、杂技等丰富的文
艺节目，还准备了微
波炉、洗衣机、电视机
等丰厚的奖品。企业
负责人表示，医院将
继续用心服务好每一
位患者，为大家提供
优质、高质量的口腔
诊疗服务。图为护士
们带来的节目《感恩
的心》。邵阳日报记
者 申兴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