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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
员 廖佳桦 曾明辉） 近日，2岁多的亮
亮（化名）在自家玩耍时，不慎从 2 楼坠
落。医院检查时发现亮亮的脾脏破裂，好
在经过手术，孩子转危为安。

家长发现亮亮坠楼后，紧急将其送至
市中心医院 PICU（儿科重症监护室）救
治。完善腹部 CT，亮亮被诊断为创伤性
休克、脾破裂、创伤性颅内出血、多处软组
织挫伤，头皮血肿，入院后进行监护吸氧、
扩容补液抗休克、输注红细胞等对症支持
治疗。考虑患儿生命体征不平稳，PICU
医生立即组织小儿外科、神经外科、整形美
容外科等多学科会诊。考虑到患儿脾破裂
出血，有生命威胁，小儿外科决定立即行脾
脏切除术。

此时，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结果尚未出
来，但鉴于亮亮的病情，小儿外科住院医师
立即联系手术室安排隔离手术室，进行术
前讨论。面对隔离手术间高温无空调的环
境下，医护人员身着三层不透气的防护服，
两层口罩，在极闷热的环境下顺利地实施
了脾切除术+脾片移植术。

脾脏是人体最脆弱的器官，一般脾
脏破裂就要摘除。市中心医院小儿外科
主任袁中生介绍，由于孩子脾脏的损伤

已经严重到无法保留，需进行脾脏切除，
另外移植部分脾片，保存小孩以后的脾
脏功能。走下手术台时，袁中生脸上满
是被口罩勒出的印痕，睫毛上挂满了汗
珠，身上每一寸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但他
仍面带微笑，高兴地说：“这个小娃娃的
命终于保住了。”考虑术中患儿生命体征

平稳，随后整形美容科医生为亮亮行额
头部外伤美容缝合。

袁中生提醒家长，一定要对家中儿童
采取防护措施，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视线
5 米以外，避免在窗口阳台摆放椅子或可
攀爬物，阳台围栏应按期检查与维修，避免
老旧松动，以防此类悲剧发生。

两岁小孩坠楼 脾脏破裂被切除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周斌 阳
媚） 8月26日晚，市中心医院举办第一届“内科系统青
年医生病例演讲比赛”。

比赛现场，来自不同科室的11位青年医生依次进
行病例演讲。比赛场上精彩纷呈，气氛热烈，青年医生
们向大家展现积极上进、刻苦钻研的精神风貌。比赛包
括7个常见病和4个疑难病，有常见病的规范化诊疗流
程，也有少见病的诊治思路，还有新技术、新项目的临床
应用，更有青年医生们在临床医疗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病例汇报是医生的基本功，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市中心医院大内科主任张春华表示，本次比赛
为青年医生表现、提升自我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加
强了科室间的交流与学习，促进了临床思维的提升。

病例演讲逐真知

青年医生竞风采

新华社沈阳电 （记者 于也童） 开学季来临，有
的孩子变得不愿意和家人沟通、爱发脾气、不想上学、容
易哭。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赵芳
全提醒，当前抑郁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发病年龄也呈
现低龄化，家长不要简单认为是孩子娇气而一味训斥。

13岁的小盈是沈阳某重点双语学校学生，2周前开
始出现心烦、头痛、食欲减退等症状，情绪特别不好时还
会拿尖锐的东西划手腕。通过检查和问诊，医生发现，
品学兼优的小盈在初中升入快班后学习排名落后，家长
和外界的压力增加，加上自我要求偏高，导致她出现了
焦虑抑郁症状。充分了解小盈的症状和病情后，小盈在
家人的帮助下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

“青少年面对的学习、升学压力大，自身又处在寻求
心理独立和现实上对家庭依赖的矛盾中，尤其是在度过
轻松的假期后，初回校园的不适应、人际关系不和谐等
都有可能诱发青少年抑郁。”赵芳全说。

据介绍，抑郁的核心症状为情绪低落、悲观和兴趣
丧失，同时也表现出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认知
损害症状，有时还会出现睡眠紊乱、食欲不振、头痛等躯
体症状。

赵芳全提示，面对孩子的症状，家长应正确对待。
“如果发现孩子有抑郁倾向不要拖延，应立即就医。家
长要及时关注孩子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多倾听、多开导，
多和孩子沟通。青少年也要注意自我调整，放松是应对
压力的最好方式，瑜伽、听音乐、冥想等都是不错的放松
选择。此外，要学会接纳负面情绪，多与他人沟通，合理
将情绪表达出来。”

警惕孩子开学焦虑症状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赵令旗） 为提高医院安
全保卫反恐防暴和医疗救护应急处置及组织能力，助力
创建平安医院，8月27日，市脑科医院开展了一场惊心
动魄的反恐防暴应急演练。

“把刀子放下、把刀子放下”，预检分诊传来一阵阵
嘶吼，只见一位身着深色衣服的男子，朝着一名保安人
员挥舞着手中的尖刀。情况紧急，预检分诊工作人员立
即联系保卫科。

接到报警后，保卫科立即通知应急队员携带防暴工
具赶到预检分诊集合，展开解救工作。手持盾牌、钢叉
的保卫科队员和接警赶来的派出所民警与男子展开周
旋，其它队员则拉开警戒线，疏散周围群众。此时医疗
救护组也已赶到现场，经过一番劝导，趁着持刀男子注
意力分散，被挟持工作人员自救逃脱。保卫科防暴人员
及民警迅速包围上去，将持刀男子制服。

该院保卫科联合安全生产办、医务科、预检分诊、导
诊等多个部门和城南派出所的民警一起协同开展了此
次反恐防暴应急演练，这不仅有助于防范医院内发生的
暴力劫持事件，加强了医院职工面对突发恐怖事件的防
范意识，还提高了保卫科人员面对恐怖事件的合理处
置、医务人员自护自救及保护群众和有效逃生避险的能
力，最大限度减少因突发恐怖事件造成的人员伤害，确
保医院内部的职工和就诊群众的人身安全。

医警联合演练

共筑平安医院

8月30日，说起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
的精心治疗，康复中的小璇（化名）心中涌
动着一阵暖意和感动。

小璇今年 20 岁，酷爱舞蹈，是一名街
舞老师。6月16日，小璇再次因病入院。一
个半月前，她因左膝前交叉韧带断裂，来
到市中心医院骨科完成前交叉韧带重建
术。手术后，小璇进行了规律锻炼，但左膝
关节活动度较差，为求进一步康复治疗，
再次入住市中心医院骨科。行手法松解
术，术后康复治疗师对小璇进行评定，她
的主动屈膝活动度约0-60°，被动屈膝活
动度约0-70°，股四头肌出现轻度萎缩，
肌力达4级。评定时，小璇因疼痛股四头肌
出现对抗，下肢感觉、血运均正常，复查
MRI显示未见明显松动。这样的情况连日
常生活都成问题，更不要说跳舞了。

如花似玉的年纪，对未来有着无限美
好的憧憬，小璇的人生不该局限于此。为
了帮助她进行康复治疗，在接下来的一段
时间里，骨科副主任医师肖练和康复科治
疗师肖丽萍共同协作，一同为小璇制定了
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小璇和家属积极配合
治疗。在睡眠时，小璇的膝关节长时间处
于静止状态，使得关节周围组织渗液或者
充血水肿，以此引起关节周围肌肉组织紧
张，进一步加重关节僵硬，这使上午的训
练尤为痛苦。

每次功能锻炼时，小璇都强忍着泪
水。扳腿的疼痛感让小璇有了无数次放弃
的念头，但在医护和母亲的鼓励下，最终
她还是坚持了下来。小璇的坚持换来了显
著的效果，做完康复训练后，她的关节僵
硬程度逐渐得到改善。

在治疗过程中，每次小璇动作错误的
时候，肖丽萍都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进行
示范。遇到疼痛点，肖丽萍会做一些手法的
调整，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痛苦，并根据小璇
的恢复情况，及时调整训练量和训练动作。
每次训练结束之后，肖丽萍会在第一时间对
当天的训练内容进行总结，布置训练任务，
和医生共同督促小璇的锻炼。经过半个月的
康复训练，小璇屈膝主动屈曲已达115，被
动屈膝活动度已达12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7月
10 日，欢快的歌声从病房传来，这天是小
璇的生日。此时，她的主动屈膝活动度达
120，被动屈膝活动度达到 130，顺利实现
了她的脱拐愿望。出院后，小璇经过锻炼
康复，如今她的关节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了，不久就可以重登梦寐以求的舞台。

多科合作为折翼少女奏响梦想协奏曲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田薇暄 肖丽萍

8 月 30 日早上，在新邵县人民医院
120 值班室门口和门诊大厅电梯口旁，两
张手写的感谢信吸引了过往行人的眼
球。感谢信出自“一位幸运孩子的父母”
之手，字迹隽秀，字里行间透露出对120接
线员和出诊医务人员的感激之情。

8 月 19 日晚，该院 120 接线员林霞和
李琦跟往常一样在科室值班。“叮铃铃，叮
铃铃……”20时26分，安静的值班室响起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接通电话之后，对方直接问，如果吃
56片抗抑郁药会不会死？”林霞回忆说，她
当时愣了一下，但很快职业习惯和直觉提
醒她，自己接的每一个电话都是生命线，
因此，她理了一下思绪，耐心地回复说：

“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到医院处理，请问你
现在在什么位置？”可是，让人费解的是，
不管林霞如何询问，对方都不愿意透露所
在的具体位置，坚持不来院检查，拒绝提
供家属电话，也拒绝前往当地卫生院。20
时 31 分，对方挂断电话。她立马回拨过
去，却显示无法接通。

林霞和李琦立刻意识到拨打120急救
电话的人不对劲。因为拨打120急救电话
都是自己或家人需要急救，一般情况下打
120 的人开始可能会急躁或者慌乱，但大
多数在接线员的引导下都会说出自己那
边的情况，这样接线员才能收集到准确的

信息，为派车、出诊提供必要的条件。
“虽然我们也曾接到过‘骚扰’电话，

但是我明显感觉电话那头的人声音有点
微弱，对方可能已经做出了某些轻生的行
为。”林霞说，每一个生命，对他个人和家
庭来说，都是万分宝贵的。因此，120接线
员必须慎重对待。她立即将刚刚发生的
事情电话报告给领导，李琦则一直不停地
拨打刚才的手机号码。

20时40分，电话终于再次接通了。此
时，她们不再急于询问，而是耐心细致地
跟对方沟通。终于，在她们的引导下对方
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这时，我们立刻想到了科室的一个
电话簿。”李琦说。两个月前护士长刘碧
云整理了一本电话簿，上面记录了全县各
乡镇村支书的电话号码，说是如果有工作
需要好方便联系。

幸好有这个电话簿，她们立刻拨通
了潭溪镇高梓村书记的联系电话，简单
说明情况之后，村书记说，村里确实有
这么个孩子，他马上去孩子家里了解一
下情况。

20时48分，村书记回电话说，当天孩
子和父母争吵过，现在不在家里，他们已
经组织人员在全村各个角落地毯式寻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说实
话，当时真的很着急，我们俩全神贯注地

守在电话机旁，就希望村支书早点打电话
过来，告诉那边的情况。”李琦回忆说。

20时54分，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孩子
终于被找到。林霞、李琦一边立即通知派
车出诊，嘱咐同事路上随时保持联系，一
边通知急诊科做好接诊准备。

万幸，孩子经120 接诊来院后经过及
时洗胃、血液滤过等抢救治疗后转危为
安，4天后治愈出院。

可能在有些人眼中，120 接线员不就
是接电话的吗？其实不然，接线调度员是
最先接触到病人，在紧急情况下稳定局势
的人。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搜集信息、派
车，还有指导急救、给人心理安慰。

“其实，这只是我们的分内工作。通
过后期回访，孩子一切情况良好，就是对
我们最大的回报。看到孩子父母的这封
信，我们很感动！”她俩笑着说。

有时候，挽救一个生命，就拯救了一
个家庭。林霞和李琦说，生命只有一回，
不能复制，也不能重来，她们会继续坚守
在生命热线的背后，准确记录、迅速调度，
尽最大可能地挽救每一个宝贵的生命。

一封写给“生命接线员”的感谢信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孙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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