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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流感大爆发，一晚上因发热来看病
的近十个，还有中风的、车祸的、结石的、消化
道出血的、醉酒的、呼吸衰竭的……”一位才上
完夜班的急诊医师疲惫地说道。实在坚持不
了的时候，她跟病人及家属说，“我睡个十分
钟”。大家亲眼见到她的忙碌，都表示理解。
十分钟过去，她又投入到新一轮战斗中。

年底是急救事件多发期。一是天气寒
冷，一些老人扛不过，肺部感染的、心血管病
发作的多。二是快过年了，人多车多聚会
多，车祸和醉酒的增多。三是煤气中毒的也
时有发生。医师田如意称，前两天她值夜
班，从晚上12时到凌晨2时，救护车出去了5
趟。“其中两个是一氧化碳中毒的，两个是呼

吸衰竭的，一个是肺部感染的。”
“春节期间，其他科室可以放假，唯独我们

科室只会更忙。刘德芬说，急诊科8个医生，要
轮班负责白班和晚班的坐诊、管床和急救；120
急救3个医生，分一线班、二线班、轮休班，连续
上48小时班，才能休息2天。因为人手少，只要
来一个呼吸衰竭的心梗病人，有限的兵力就全
部投入战斗。刘德芬亲自指挥抢救，其他医生
分工负责，实施抢救、上心电图监护、跟家属谈
话、询问病史等。上个月120急救车送来一位急
性心梗病人，5个医生3个护士一直守在病人身
边，用电击除颤七次才将病人从死亡线上抢了
回来，连中饭都没吃。晚班一个主班，一个二线
班，在这急救事件多发的季节，自然更为辛苦。

急救一线，这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来自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的报道

贺旭艳 刘 璐

辛苦，是急诊急救的本色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只要
是中国人，不管身在何方，都会想方设法赶
回家与亲人团聚。家家户户扫洒一新，张灯
结彩；家里购置各种好吃的食物，安排丰盛
的年夜饭；亲友间互相宴请，各种聚会活动
频繁。庆祝春节，是对身心的给养和休整，
也是对新的一年的祈愿与祝福。

欢度春节的时候，对于健康，还有以下
几点小贴士：

安全出行

对于很多在外地工作的朋友们来说，早早
就要安排回家的行程了。如果是坐飞机、火
车或汽车，要提前订票，并妥善安排好转接
交通。如自驾出行，需要预先检查车辆状况，
防止途中出现意外情况。年底气候多变，注意
雨、雪、雾霾等特殊情况，防止交通延误；可带上
热水及干粮以备不时之需。此外，还要带上常
用药品，有特殊疾病的人更要带上急救药物。
如果长途驾车，注意途中适当休息，防止疲劳驾
驶。春节期间宴请较多，切记不可酒后开车。

限制烟酒

春节假期，各种邀约活动频繁。朋友相
聚，难免酒逢知己千杯少，不醉不休。饮酒过
量，对身体危害极大，但朋友相聚，又不想扫大
家的兴，怎么办呢？第一，控制每次喝酒的
量。成年男子每天饮酒限量不超过25克，成年
女子每天饮酒限量为15克，可根据各种酒的酒
精含量来折算。如饮50度左右的白酒，对成年
男子来说，不要超过1两。第二，喝酒的频次不

能太高。偶尔过量了之后，记得第二天一定要
让身体充分休息，千万不可连续作战。

吸烟有害健康，二手烟对健康的危害更
大。朋友聚会时如果遇到几杆“烟枪”同时
吞云吐雾，空气中PM2.5的浓度是相当惊人
的。烟草中还含有大量其它危害健康的物
质。因此，抽烟的朋友要避免在公共场合抽
烟，这既是对人对己的健康责任，也是现代
社会交往必要的文明举止。

合理饮食

春节期间食物丰盛，鱼虾肉蟹等食物偏
多，几餐下来就会觉得嘴里无味，食欲不振。
要尽量调整饮食结构：1.荤食的选择应少而
精，制作要淡而美。例如，鱼肉的制作要以清
蒸为主，少用油炸及调料，突出食物自然的鲜
美；2.多吃些蔬菜水果。蔬果中不仅含有丰富
的纤维素，还富含维生素C、β-胡萝卜素等，能
够中和吃大鱼大肉产生的肥腻感，还能促进排
便，防止便秘，减少胆固醇、糖类吸收，保持肠
道微生态平衡；3.控制零食摄入。春节期间家
家备有充足的零食，走亲访友聊天看电视时经
常会吃些花生、瓜子、糖果、巧克力等食品，这
类食物含油脂较多或热量较高，不宜吃太多；
4.选择适宜饮品。常见的市售饮料中含糖量
一般都较高，不适合中老年人群，可以尝试自
制一些粗粮饮品，口感清新醇厚且易于消化，
不仅富含B族维生素，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尤其适合酒后的肠胃。5.食量不能过饱，每餐
最好能控制在八成饱。如有一顿吃得太饱，下
一顿一定要减量让肠胃休息。否则肠胃一直

超负荷工作，就有可能出现“罢工”现象。

适当运动

很多人平时有运动的好习惯，春节期间
因为日程太满或转换了居住环境而不再运
动了。其实春节期间也要见缝插针安排运
动。如出门去赴宴时如果行程不是太远可以
走路过去，步行30 分钟就是很好的运动；吃
完饭回来也可以步行回来，既帮助消耗过多
食物产生的热量，又通过锻炼强健了身体。
看电视的时候，如果家里有跑步机等锻炼设
备，就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做运动，娱乐运动
两不误。即使没有设备，也可以压腿，拉伸，活
动关节，柔软肢体，切莫一吃完饭就坐倒在沙
发或床上看电视。“每逢过节胖三斤”，坚持运
动是保持体形、对抗肥胖的重要法宝。

规律起居

放假在家，有时与朋友欢饮达旦或熬夜看
电视、K歌、打牌等，第二天睡到中午，直接起
来吃午饭。虽然看起来睡眠时间是够的，但
是人却感觉很疲惫。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人体有自己固有的生物钟，23时至凌晨1时
是人体脏器修复的最佳时间。在这个时间
点，人最好是处于安睡的状况。如果不正常
作息，就会扰乱人体的生物钟。因此建议在
22时之前入睡，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时间自我
修复。否则，错过了这个时间点，很多人会有
入睡困难、睡眠不深等现象，第二天醒来觉得腰
背酸疼，精神萎靡不振。持续熬夜，会产生很严
重的健康危害。 （网 文）

欢度春节健康贴士

邵阳日报 1 月 28 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刘
新 赵吉）“现在的惠民政策
真是太好了！医护人员上门
服务，让我在家就能享受到免
费的健康体检。”1 月 28 日上
午，双清区兴隆街道观音塘社
区69岁的居民廖发生做完体
检后，一脸高兴地说。

当天，兴隆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医疗志愿者携带
着听诊器、血压计等检查设
备，前往观音塘社区、十井铺
社区和汽制社区65岁以上老
年人的家中，提供免费上门体
检服务，细心嘱咐他们要坚持
合理用药控制病情、注意日常
护理。同时，还为他们建立了
健康档案，让老人们足不出户
享受健康指导。

“叔叔，你血压偏高，平时
饮食还得少盐少糖，注意荤素

搭配。”居民廖发生患有糖尿病
和心脏病，2018年3月做主动
脉狭窄手术时检查出患有高
血压。他的妻子陈桂秋也患
有高血压，体检现场，医护人员
为老两口量了腰围、测了血压，
并询问他们用药、饮食和锻炼
的情况。体检现场，医护人员
就健康饮食、用药保健等知识
进行普及指导，并嘱托他们等
天气转好，到兴隆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体检，可以免费享
受一次肝、肾功能、尿常规、心
电图、B超等八项身体检查。

兴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体检结束
后，医护人员还根据检查结果
为每一位居民建立健康档案，
对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实行动
态管理。通过上门体检活动，
让老人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免费上门体检 关爱居民健康

春节将至，
在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急诊科里，
白大褂的身影反
而更加忙碌了。
辛苦一年，多数
行业放假歇息的
时候，医院的急
诊医务人员却是
越到年底越不轻
松。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急诊
科主任刘德芬带
着她的团队，像
战神一样守护着
生命通道。其间
的辛苦，只有她
们自己最清楚。

“我们的工作
可 以 用 八 个 字 形
容：没日没夜，任
劳任怨。”120 急救
车 司 机 岳 霞 光 在
这 个 岗 位 上 工 作
了 13 年，被称为接
诊 能 手 。 不 仅 能
快速响应，快速出
车，准确地找到地
点，还能灵活地处
理各种情况，协助
医生抢救。1月21
日这天他出车 16
次，其中白天9次，
晚上 7 次，在接一
位中风偏瘫老人时，他和
医生护士从五楼将其抬
下来，大冬天的累出了一
身汗。

从最初目击血淋淋
的 现 场 时 难 免 心 里 发
慌，到现在他已磨练出
来了：既能大胆地将车
祸病人血肉模糊的断肢
拎回来，又能细心地帮
醉酒病人及时处理呕吐
物。曾经因对方报的地
址不明，半夜敲路边人家
的门相问而被狗惊吓，也
曾经因急救车在人家屋
前倒车不被允许而据理
力争。经历过在穷乡僻
壤接病人时，山上四五
十支火把下来，村民热
情帮助推车的感动，也
面 对 过 在 小 区 抬 病 人
时，病人家属连搭把手
都不愿的冷漠。

经历过那么多的生
死抢救，岳霞光说他对这
份职业更加热爱了，“每
救活一个人，我们都很有
成就感。”同时他也希望
社会对医务人员给予更
多的理解、尊重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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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急诊科的医务人员来说，除了要有
足够的体力和心理准备来应对工作的辛苦，还
要面临两个严峻的考验。一是技术的考验。
到急诊科看病的什么病人都有，急诊医生就必
须是个能看全科的多面手。二是心理的考验，
生命抢救一边是生，一边是死，而病人及家属
又都是零感情基础的新面孔，既需要医生沉着
冷静地抗压施救，还要面临部分病人或家属的
不理解、不理智甚至是无理取闹。

抢救若是失败，病人家属因为不能接受

事实，发泄一下情绪或是拒绝费用承担，也
还不出意料。最闹心的就是抢救成功之后，
不被感谢反被责难。护士吕金花就因一个
醉酒后被送来急救的病人挨了一拳。那病
人醒来后一直骂骂咧咧，也不知是因某种不
如意把这当成了发泄口。不管那一拳是有
意还是无意，吕金花都不能计较。因为作为
一名医务人员，若要跟病人计较，那在这岗
位上是呆不下去的。“希望我们多些爱心，病
人多些理解。”吕金花真诚地说。

考验，是医务人员的承担

▲1月30日，刘德芬（右一）正和她的团队抢救一位急救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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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下午，邵阳汇恩医疗集团“抢抓机遇，迎难而上，跑步前
进，再创新辉煌”的年度总结会在金喜国际大酒店举行。全体职
工利用业余时间自编自演诗朗诵、歌曲串烧、双簧等节目。会上
还进行了表彰优秀员工、发放期权等活动。图为该院生殖中心带来
的说唱版《汇恩喜事》。 刘敏 申兴刚 蒋锡班 摄影报道

不少人认为肾结石是成年人才会得的病，
但近年来儿童肾结石也时有发生。医生介绍，
家长应注意控制孩子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摄
入，多吃新鲜水果、蔬菜，有助预防儿童肾结石。

最近，重庆南岸区12岁的孩子军军突
然感觉腹痛得厉害，并伴有发热症状。经
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多发性肾结石，肾功能
严重受损，需住院治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医生张德迎介绍，儿童肾结石的发生与尿
路感染、肾脏或尿路结构异常、饮食、生活
环境及药物使用等因素有关。结石在肾脏
形成后进入输尿管或膀胱，体积达到一定
程度后，会引起输尿管或尿道阻塞，出现腰
腹痛或排尿困难等症状。

医生介绍，当结石直径小于0.5厘米时，
可以通过适当多饮水帮助孩子将结石经尿道
排出；有的患儿也可通过静脉输液利尿，同时
按医嘱调整饮食。对于体内结石直径过大的患儿，则
要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体外震波碎石、微创经皮肾镜碎
石、输尿管镜碎石、腹腔镜或开放性取石等手术治疗。

儿童应该如何预防肾结石呢？专家提示，适量
多饮水，增加尿量，这是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同时
家长要控制孩子日常饮食中蛋白、糖的摄入量，多
吃新鲜蔬菜和水果。 （李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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