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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畅
珺 通讯员 杨宝成 温家佳
陈华） 本轮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在巨大的挑战面前，中药又一次
成为抗击疫情的急先锋。

为做好抗疫后勤工作，满足中
药汤剂的巨大需求，市中医医院药
剂科、制剂室全体工作人员与其他
科室密切配合，党员志愿者带头扛
起责任，每天加班到深夜，高强度
连轴转。运输药品的车辆因疫情
防控无法抵达医院，药剂科负责人
在确保严格按要求消杀，不留防控

死角的情况下，多次驾车到卡口去
接。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最大
限度地保障药品供应。用实际行
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该院药剂科工作人员及医院其
他志愿者逆行而上，披荆斩“疾”。
跨区域上班的同志积极响应疫情防
控要求，吃住都在医院，把医院当成
自己的家。每天接到任务后，大家
根据中药汤剂煎煮量分工合作，各
司其职，争取效率最大化，为打赢疫
情防控歼灭战贡献力量。

熬制中药汤剂 助力战“疫”一线

随着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的
迅速发展和网上数字文献的日益
丰富，医学图书馆服务的内容，将
向深度不断发展，医学图书馆读
者服务工作，将以新的观念、新的
内容、新的方式，不断改革与创
新，最大限度满足读者对文献的
需求。

新形势需要医学图书馆实施
以下创新：

1.对图书馆的整合与创新
文献合作与共享的管理观念

创新。医学图书馆与公共图书
馆、院校图书馆之间可分工协
作、互为补充，实现网络化的公
共检索、馆际互借、协调采购及
联机编目，远程利用文献等资源
共享。读者在统一界面上查阅
所有互联网的图书馆目录与数
据库，并可支付一定费用提出借
阅和利用文献的请求，图书馆还
可以与其他外部网络链接，查询
网上其他信息。

2.技术创新
图书馆的技术创新指将高度

发展的信息技术应用于图书馆实
践，它包括计算机技术、搜索引擎
技术、网络与通信技术、多媒体技
术等，上述技术在实现数字化图书
馆的建设与应用过程中，是必不可
少的关键技术。

（1）开展联机书目检索与馆
际互借服务。通过医学图书馆更
加方便快捷地从网上查询本馆的
读者借阅信息、图书信息、新书通
报、借阅排行榜等情况，并可通过
网上信息发布，预约到图书通报、
图书催还通知、超期罚款通知
等。同时，医学图书馆还应积极
创造条件与其他图书馆建立馆际
相互协议，通过联机方式，为国内
外读者从众多的图书馆情报机构
获得教学和科研急需的图书进行
馆际互借，为读者提供高效、准确
的文献传递服务，充分满足读者
的信息需求。

（2）医学图书馆网上主页的信
息导航。医学图书馆通过制作独
具特色的主页，可以将本单位的
各种信息通过主页向读者提供
服务。网页上除了提供本馆概
况、服务项目、馆藏书目数据库、
光盘数据库、新书通报、读者指
南等基本信息外，还要利用网络
平台，在图书馆主页上用超链接
方式与其他图书馆科研机构等
单位建立联合虚拟图书馆，开展
联机目录检索服务，使连接到互

联网上的任何读者，都能通过网
络登录，检索各馆馆藏书目信息
和联合目录信息、最大限度地方便
读者查询，顺利实现馆际互借，资
源共享。

（3）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医
学图书馆做好网上信息资源的开
发与导航工作。可根据本馆主要
服务对象的信息需求，针对医疗
卫生单位的重点学科在网上搜集
和科研有关的网址，将网上繁杂
无序的信息资源进行搜集、筛选、
分析、组织、整理，并按学科分类，
在图书馆主页上用链接方式把读
者需要的信息连接起来，建立信
息导航系统，使读者不必花费大
量时间和精力在网上做漫无边际
的检索，而能快速查到自己所需
要的文献信息。具体来说，医学
图书馆可建立与本系统医院、站、
所、院校的链接，与国内主要网络
资源的链接，与国内外医科院校、
科研机构图书馆的网络链接，与
Internet 网上资源链接，与本系统
行政、事业单位网路的链接，通过
网络资源导航系统，为医疗卫生
人员提供快捷方便的网络信息查
询服务。

（4）开展网上参考咨询服务。
可以在图书馆主页上设置常规
知识问答栏，对读者经常提到的
问题一一回答，读者再遇到同样
的问题即可到此寻求答案。

采用E-mail开展网上传递服
务。医疗体制改革、农村与社区医
疗改革，通过 E-mail 可进行读者
需求的调查服务、数据库代查代检
服务、专题咨询服务、信息通报服
务、馆际互借申请服务等。读者可
将信息需求通过E-mail传递给图
书馆，图书馆再将检索到的信息反
馈给读者，向读者提供更有针对性
的服务。

使用 QQ 类软件与医务工作
者网上聊天的方式回答问题、设
置电话咨询台，这些形式能减少
馆员咨询工作量，而且闭馆后仍
能起作用。

关于网络环境下医院图书馆
流通服务创新的实践：

用医院信息网将中国知网、外
文生物医学文献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医院数字图书馆等资源在全
院共享，科室医生站、护士站及各
科室终端链接上述数据库，进行文
献资料的查询、阅读、下载，流通服
务各对象由馆藏为中心向读者为
中心转变。

医学图书馆的创新
市中心医院图书馆 刘丽源

面对疫情，青少年除了做好科学
的自我防护外，还要注重心理健康，避
免焦虑、恐慌和抑郁等负面情绪乘虚
而入，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健康向上
的心态。疫情期间，如何识别和应对
青少年情绪问题，市脑科医院住院医
师、心理咨询师覃雅丽建议：

警惕三种症状

情绪方面：因不能外出活动自由
受限，对无聊的生活状态感到烦躁、郁
闷，因担忧疫情会影响学业而焦虑，因
长时间居家更容易生气、愤怒。

行为方面：容易吵闹、哭泣、比平
常粘人、沉默少语、发呆不动、注意力
分散、尿频，因迷恋电子产品、网络游

戏，可能出现攻击等暴力行为。
生理方面：由于情绪紧张、运动

量减少，出现食欲减退、拒食或贪食，
难以入睡、早醒、做噩梦以及其他躯
体不适。

运用四种技巧

正确认识情绪：出现焦虑、抑郁、
恐慌或孤独等负面情绪，不要一味压
抑。如果长时间不能缓解，可通过看
书、听音乐等行为转移注意力，或者进
行想象放松训练、肌肉渐进式放松训
练、呼吸放松训练、正念冥想等方式，
释放压力宣泄不良情绪。

保持规律作息：调整睡眠作息，放
下手机，早睡早起；保持健康饮食，多

食富含维C食物；注意个人卫生，勤洗
手。探索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比如
跳操、跳绳，练习八段锦、太极拳等，每
天保证约半小时运动时间。

合理安排学习：将一整天的生活
如休息、健身、学习、娱乐等，做成一张
时间安排表，遵照学校的要求，认真参
加网络学习，按时完成课后作业。做
一些平常喜欢、简单的事情，如看书、
画画、唱歌、练字等，丰富生活。

增加亲子互动：和父母一起聊天、
下棋，共读一本书分享读后感，一起打
扫卫生、合作烹饪一顿美食，体会亲情
温暖。通过远程方式如视频、电话等，
与不能见面的家人、朋友、同学保持积
极联系，相互倾诉，彼此提供情感支持。

如何识别和应对疫情期间青少年情绪问题
邵阳日报记者 唐颖 通讯员 吕许艳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李唯媛
王萱 吕许艳） 11 月 6 日
晚，市脑科医院党委书记王
瑞见主持开展了一场以疫情
下的“正念减压与情绪管理”
为主题的线上公益健康科普
网络直播，共吸引1300余人
观看，深受群众好评，为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增添一份“心”
力量。

直 播 中 ，王 瑞 见 以 常
见的压力表现为切入点，
利用动画和图解生动阐述
压力产生的生理机制，将
专业理论与生活情景相联
系，从如何识别压力到如
何科学减轻压力进行了详
细讲述，并纠正了许多常
见 的 错 误 减 压 方 式 。 同
时，王瑞见向观众重点介

绍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着陆技术、解套技术、践行
技术等压力管理方法，以
及正念呼吸法、STOP 减压
技术等正念减压方法。

讲解结束后，王瑞见还
在评论区与观众互动，一一
解答了观众的疑惑与困扰，
疏导观众疫情期间的焦虑情
绪，鼓励观众正确抒发情绪，
热爱生活。不少观众留言表
示，这次的讲座很有趣也很
受用，学到了很多好方法，要
将其应用起来，尝试做情绪
的主人。

此次直播内容丰富，深
入浅出，对于疫情期间帮助
群众调节情绪、缓解心理压
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打赢
疫情防控歼灭战筑牢心理

“防疫墙”。

公益科普网络直播守护心灵健康

邵阳日报讯 （记
者 傅畅珺 通讯员 唐
晓霞 舒建平） 11月5
日，市第二人民医院脑血管
二科副主任医师黄晨敏，将
新鲜的鸡蛋和青菜送到患
者曾爷爷与其老伴手中，老
人连声道谢。

此前，因疫情防控购物
不便，住在该院脑二科的曾
爷爷与老伴为此着急不
已。曾爷爷是一名鼻饲置
管患者，必须进食鼻饲流质
饮食，其老伴又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无法买到所需菜
品。眼看着之前买的鸡蛋
等食物越来越少，老两口不
知所措。此时，前来查房的
黄晨敏看到老人因无法买
到新鲜蛋菜而发愁，于是主
动对两位老人说：“老人家，

不要急，我明天就给您带点
新鲜的菜过来。”

面对老人的连声感
激，黄晨敏说：“这都是我
应该做的，疫情期间，您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随时和我说，曾爷爷吃得
营养健康，身体才会好
啊！”第二天一早，黄晨敏
便将采购好的物资送到
老人手中。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以来，市第二人民医院脑
二科医务人员搭建起生活
物资“传送带”，不仅为科
室人员送去食品、尿不湿
等日常生活物资，还帮助
他们解决了不少生活难
题，让暂时不能归家的病
友们感受到了浓浓的爱意
和温暖的关怀。

“爱心采购”格外暖心

面对疫情，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
然不是在抗疫一线冲锋陷阵，却时刻
和病毒进行正面“交锋”，是离病毒最
近的人。他们就是市第二人民医院检
验科的检测人员，是奋战在防疫战线
上的“幕后英雄”，为我市疫情防控贡
献自己的力量。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该院
检验科陆续派出6名同志外出支援，导
致该科工作人员骤减。为此，该科负
责人科学调度，每天动态化对科室核
酸检测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根据工作
需求调整排班，使检验科以最少的人
力维持科室正常运转，有效避免科室

人员高强度工作，确保整个检测过程
快速、安全、有效、不留漏洞。

该科除了要承担院内急诊及住院
部的检验工作外，还要完成院外送来
的大量核酸标本检验工作。因此，该
科 PCR 实验室 24 小时运转，科室检
验人员连续作战，从白天到黑夜，加班
加点连轴转，他们与时间赛跑，与病毒
接触，是离病毒最近的“侦察兵”。同
时，检验人员在进行标本接收、核对、
信息录入、配制试剂、加样、核酸提
取、点样、上机扩增等一系列操作时，
必须时刻小心细致，容不得半点马虎
和差错，每一批次的核酸检测，都是对

检验人员速度、能力及体力的考验。
“没事，我还可以坚持。”这是实

验室里检验人员常说的一句话。他
们长时间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戴
着 N95 口罩、防护面罩、乳胶手套，双
手 被 汗 水 泡 得 发 白 。 他 们 忍 受 着
N95 口罩的金属夹对脸部的压痛和
耳挂式带子的勒痛，忍受着高强度工
作带来的身体不适，还要严格做好各
项防护措施。虽然检测任务繁重、危
险系数高，但只要能够让检测结果尽
早出来，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实的数据
支撑，该科全体检验人员争分夺秒，
义无反顾。

“疫”线坚守显担当
邵阳日报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刘婷 彭颖异

当前，邵阳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以
高度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严格按照各
项防控措施，全面
有序复工复产，确
保疫情防控和医疗
救治两不误。图为
11 月 11 日，该院妇
科医生正在为患者
做微创手术。
邵 阳 日 报 通 讯 员
刘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