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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文/图 记者 陈贻
贵 通讯员 魏小青） 1月12日上午，
邵东市火厂坪镇政府大院里排起了长龙，
镇、村党员干部和村民群众纷纷挽起衣
袖，踊跃献血，用热血与爱心托起一轮冬
日的暖阳。

在邵阳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献血者认真填写登记表，测量体温、血
压，抽血化验。献血队伍中，有的是第一
次参加献血，紧张又兴奋；有的是多次参
加无偿献血，身经百战，从容淡定。虽然
每个人的心情都不一样，但他们都怀着一
颗挽救生命的炙热情怀。火厂坪镇向阳
村李小阳、李佳盛是一对母子，他们多次
参加献血活动，李小阳表示，无偿献血是
一项社会公益活动，不仅有利于自己身体
健康，而且能帮助许多急需输血的人，是
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同时也是一种社
会责任和奉献精神的体现。

献血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有些新当
选的村（社区）干部带头组织带头参与。火
厂坪村新当选的党支部书记张卫民已经连
续三年参与献血，坐在采血椅上的她毫不
紧张。看着热血缓缓流入血袋，张卫民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她说，无偿献血体
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既是联结人们
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又是缓解血库血液紧
张的有效手段，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生
命接力，让社会多一份关爱，让生命多一份
呵护，自己非常开心，感觉很有意义。

献血现场，还出现了不少镇机关干部
的身影。刚转正的公务员匡欣桐第一次
参加献血，虽然体格瘦小，却蕴藏着满满
的正能量。匡欣桐说，虽然自己不能献
400ml 血量，但能尽多少力就尽多少力，
表达自己的一份爱心。

据统计，此次献血活动共有208人成
功献血，献血总量达75000毫升。

用热血托起冬日暖阳

▲挽起袖
子捐献热
血。

▶献血现
场。

在他的带领下，科室由弱到强，能开展一系
列高精尖治疗技术，急性脑卒中救治水平达省内
先进，成为邵阳市神经病学重点专科之一；

在他的努力下，科研成果“a-糜蛋白酶联合
玻璃酸酶液化颅内血肿临床应用研究”获得邵阳
市2006年度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他的帮助下，乡镇卫生院的基层医务人员
对神经系统常见病和多发病有了初步了解，成功
地抢救了大量急性脑血管病患者……

上个月，他被授予2020年邵阳市“最美科技
工作者”称号。他就是市第二人民医院脑血管三
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王波海。

提升医疗水平提升医疗水平，，守护群众健康守护群众健康

来自北塔区的孙某一直称是王波海给了他
第二次生命。去年7月，他突发意识障碍155分
钟紧急送到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经检查发现
右侧丘脑急性脑梗塞，右侧小脑亚急性脑梗死，
确诊为急性脑栓塞和颈动脉硬化并斑块形成。
王波海经与家属商量，立即给予静脉溶栓，同时
通知介入室启动桥接取栓治疗。术后当天孙某
肢体功能明显改善，最后生活自理出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踏上从医这条
路起，王波海便深知要做一个好医生，除了医德高
尚，还要加快自己的专业成长。为提升自身医疗
技术水平，王波海被派往卫生部北京医院神经内
科进修学习1年，他还一直跟踪学习国内外先进医
疗技术和水平，经常参加省、市及全国举办的各项
学术会议活动，不断更新知识，学以致用。

2012年8月，市第二人民医院组建脑血管科
三病区（简称脑三科）。当时，工作十年的王波海
早已成长为该院的骨干力量，36岁的他毅然挑起
主任的重担，带领全科医务人员克服各种困难，
突破一系列疑难重症患者的诊治，成功开展了该
院第一例缺血性卒中的溶栓治疗，及“结核性脑
膜炎”“新型隐球菌脑膜炎”“单胞病毒性脑膜炎”
等颅内感染性疾病的诊治，还有“多发性硬化”

“肝豆状核变性”“多系统萎缩”等神经系统疑难
少见疾病的诊治，开展了“侧脑室引流加腰穿脑
脊液置换”治疗脑室出血及蛛网膜下腔出血，改
良颅内血肿微创清除引流术及血肿液化方式，取
得良好疗效，该科研“a-糜蛋白酶联合玻璃酸酶
液化颅内血肿临床应用研究”获得邵阳市2006年
度科技进步三等奖。在头痛、眩晕症的治疗方
面，王波海也具有较深厚的功底。

从医近20年来，王波海多次被评为“医德医
风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荣获邵阳市“青年
岗位能手”称号。在学术领域上，王波海担任着
北京神经内科学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
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专业委
员会委员，湖南省邵阳市医学会神经病学专业委
员会委员，邵阳市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邵
阳地区乡村全科医生考试考官等。

提升科研能力提升科研能力，，促进学科发展促进学科发展

对于自己的职业“跑道”，王波海认为，临床科研
水平与诊疗水平同样重要，只有临床和科研齐头并
进，才能有超强的发展后劲，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王波海还特别注重
科研能力水平的提升，在担任科主任以来，发表

《LY-1型颅内血肿清除器微创手术治疗高血压
脑出血的临床分析》《急性脑卒中并发房颤相关
因素临床分析》《脑肾康合剂治疗肾虚型脑卒中
患者的临床观察》等多篇论文，《改良颅内血肿微
创穿刺引流术操作减少并预防颅内积气》被第十
届全国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研讨会高峰论坛录
用并获三等奖。目前，王波海带领科室人员正在
开展的临床科研项目有2个，正处实施阶段。

心中有大爱的他还一直致力于脑卒中的预防
科普教育工作，并毫无保留地把知识和经验传授给
下级医师和乡镇医务工作者，在下乡支农阶段，指导
下级乡卫生院医务人员成功地抢救了大量的急诊脑
血管病患者，推广下级乡镇卫生院对脑血管病预防
工作的开展，使得部分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对神
经系统常见病和多发病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和市
科协联和组织科技下乡讲座4次，参与市级科研项
目1项，目前有2项市级科研项目立项，第一作者发
表论文6篇，均为国家级杂志，病例报告2篇。

用精湛医术护航生命之舟

——记市第二人民医院脑血管三病区主任王波海

邵阳日报记者 胡梅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红云 通讯
员 申伟红）“感谢李主任，给了我第二次
生命！感谢李主任带领的医疗团队对我无
微不至的照料！”1月14日，被邵阳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一区医护人员从死亡线
拉回来的患者习大叔拉着该科主任李明的
手连连致谢，朴实的话语里充满感激，小小
的病房里洋溢着阵阵暖意。

1月9日18时，57岁的习大叔在家突发
神志不清晕倒，醒来后剧烈头痛，家人连忙
把他送到当地医院救治。由于医疗水平有
限，当地医院又立即急诊护送他到邵阳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进行抢救。入院后，该院神经
内科一区接诊后按卒中绿色通道处理，40分
钟内帮他完善所有相关检查，检查后诊断为
蛛网膜下腔出血。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脑血管疾病中最危
急的一种，多半是颅内动脉瘤破裂所致，死
亡率高，第一次出血死亡率达到30%以上，
同时救治费用高，对家庭来说是极为沉重的
负担。

习大叔送过来时，病情危急，其家属非常
紧张和焦虑，李明一边全力救治病人帮助稳定
病情，同时也极力安慰家属，细心地说明病情
的危重性也告知家属治疗方法的有效性。

1月10日，本该休息的李明放心不下习
大叔的病情，坚持加班加点为他做了脑血管
造影，习大叔被明确诊断为颅内动脉瘤。和
家属进行充分沟通后，该科为习大叔制订了
全面科学的治疗方案。

脑动脉瘤也被称颅内的“定时炸弹”，随
时可能再次破裂危及患者生命，为尽快保证
习大叔的生命安全，1月12日，医护人员完
成了院内相关科室会诊等术前准备工作，并
邀请省级专家一同参与手术。1月13日，习
大叔被推进手术室，颅内动脉瘤栓塞手术圆
满成功。拆除了习大叔颅内的“炸弹”，保障
了他的生命安全，李明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来医院的每一位患者都是因为信任，
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李明说，在他的带
领下，该科医护人员也获得了越来越多像习
大叔这样的患者的信任和赞誉。

动脉瘤介入手术的开展是邵阳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卒中中心建设不断发展的有力
体现，神经内科一病区作为该院卒中中心救
治核心科室，目前脑血管病方面对缺血性疾
病、出血性疾病救治已常态化，科室有静脉
溶栓团队、介入团队，24小时急诊开展脑梗
死静脉溶栓、全脑血管造影、动脉溶栓、支架
介入取栓，动脉瘤栓塞术等急诊介入手术。

颅内“炸弹”危及生命 妙手仁心成功拆除

▲患者与医护人员合影。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冬天是难熬的季
节：为了保持足够的能量，有时免不了多吃
几口，但一不小心“贴膘”稍稍有点过了，血
糖就控制不住往上升；加上大冷天，出门锻
炼又不太方便；有的糖友还存在糖尿病足等
问题……如何才能安然过冬？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莹支招如
下——

密切监测血糖 管住嘴、迈开腿

有研究报道指出，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在
冬季比夏季更容易出现波动。

张莹分析说，这是因为冬天人们的体力
活动明显减少，体力活动可以增加胰岛素敏
感性，有利于血糖控制。动得少，无形中增加
了血糖控制的难度。

其次，可能因为身体要御寒，机体在冬
季对包括糖皮质激素在内的应激激素敏
感性更高，一定程度上可能增加了胰岛素
抵抗。

再加上严寒刺激，很多糖友倾向于摄入
更多能量以御寒。以前食物匮乏，为了储备
足够的能量抵御寒冷，民间进入秋冬还有“进
补”“贴膘”的习惯。殊不知时代变了，如今的
人们面临的普遍问题已经不是食物匮乏，而
是能量过剩，超重肥胖可刺激胰岛素抵抗，能
量应激导致血糖超标。

尤其在我国，冬季的节日较多，如冬至、
腊八、除夕、春节、元宵节……加上忙碌了一

年，从年底到春节，亲朋好友聚会多，聚餐也
多，一方面增加了食物的摄入，一方面减少了
就医的频次。因此，张莹提醒糖尿病患者在
这段时间里尤其要重视血糖监测，莫忘“管住
嘴，迈开腿”。亲友团聚时要注意控制饮食与
饮酒。若发现既往的降糖方案无法有效控制
血糖，应该及时就医调理。

预防糖尿病足泡脚别太烫

冬季容易出现皮肤干燥皴裂，人们通常
注重面部和手部的保湿，而往往忽略足部，张
莹提醒，冬季糖友更要注意足部保健，建议每
日检查足部，以便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及早
防治糖尿病足。

糖友可以重点检查足底、趾间及足部变
形部位，尤其不能忽视足部的保湿和护理，防
止皴裂或因干燥瘙痒抓伤，进而扩大创面、难
以愈合。

需要提醒的是，冬日沐足虽然是一种不
错的保健方法，但对于周围神经已经存在病
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由于末梢神经感觉减
退，对水温感知迟钝。如果水温过热而未能
感知到，可出现足部烫伤进而引起感染，容
易造成严重的糖尿病足。因此，建议糖友沐
足前一定要用手或请家人感知水温，防止烫
伤，沐完足后注意擦干脚趾缝，防止足趾间
皮肤破溃。同样的道理，糖友在使用电热
毯、热水袋及各种取暖器时，也要避免可能
引起的烫伤。

冬季注意居室通风“护心脑”防感染

冬季严寒，人体血管遇冷收缩，正是心脑
血管病发病的高峰期。糖友同样容易发生各
种心脑血管意外事件，如心梗、卒中等。有报
道指出，糖尿病人发生冠心病的概率比非糖
尿病患者要高2-4倍，而发生心梗的概率和
冠心病人发生心梗的概率近乎一样。

因此，张莹提醒，糖友不但要控制好血
糖，还要全面控制可能增加心脑血管意外在
内的各种危险因素，预防并减少糖尿病的相
关并发症，日常要注意做以下“功课”：

1.冬季也应遵医嘱服用相关的抗糖、降
压、调脂、抗凝等药物，保持血糖、血压、血脂
水平达标；

2.饮食有度，不要暴饮暴食，保持健康体重；
3.注意保暖，避免严寒骤然刺激；
4.保持大便通畅；
5.戒烟限酒。
另外，冬季为了防寒，人们通常会开着暖

气、门窗紧闭，对病菌的滋生和传播有利。而
糖尿病患者比普通人群更容易出现感染，冬
天也莫忽视居室的通风、换气，以助减少室内
空气的病菌浓度，预防感染。

天气晴好时，建议糖友适当增加户外活
动，呼吸新鲜空气，增强抵抗力，也有利于血
糖控制。当然，户外活动过程中要注意随时
增减衣物，随身携带巧克力、糖果等应急食
物，防止低血糖。

糖友除了控血糖更要“护心脑”防感染
翁淑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