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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医院骨科，恢复往常，救治、
护理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但是，一个多月前，这里是一个特别
的“战场”。谈起之前的那场战“疫”经
历，科主任张懿感慨：“我为日夜奋斗的

‘战士’们感到骄傲！”

●这一场硬仗，外科医生从不是“外人”

每一天的救治，都是一场紧张的“战
斗”。

去年12月中旬，随着第一波新冠病
毒感染高峰和重症高峰的来临，医院面
临的医疗救治压力剧增。扩增救治病
区，医院将脊柱外科并入骨科，打破“专
病专科专治”的界限，收治内科新冠感染
患者。

张懿积极响应医院人力资源调配、
病房床位收治、医疗物资调度“全院一盘
棋”的策略，抽调出8名成员支援急诊科、
发热门诊、亚重症、重症等一线病区。

在科学调配医护人员方面，张懿向
医院申请东院骨科成员回本部支援，充
实一线医护人员数量，在确保科室工作
顺利运行的同时，将新冠感染阳性患者
收治纳入常规诊疗工作中。为提高科室
医生的专业能力，张懿积极组织科室成
员参加医院呼吸系统相关知识培训，向
内科专家学习，提升业务水平。

疫情下，骨科手术始终不停，所有医
务人员进入争分夺秒紧张模式。张懿
说，骨科手术按手术时机分为急诊手术、
限期手术和择期手术。这期间，科室以
急诊手术和限期手术为主，主要针对一
些“等不起”“跑不赢”的手术病人。

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和共识，张懿
和团队及时讨论制定相关收治原则，仔
细评估其延迟手术的风险，例如疾病进
展等，并确定临床优先级，即危急重症优
先、择期手术暂缓。

在救治过程中，骨科病房设备不足
就想办法去借，人员不足就想办法相互

“补”，张懿协调有救治经验的医生和护
士全面参与患者的救治工作，全力保障
救治通道的通畅，平均每天完成了8至10
台手术。

再紧张再艰难，骨科从未耽误任何
患者的治疗。医生们顶着疲惫，甚至带
病坚持站上手术台。他们常常一站就是
几个小时，下台后衣衫全部湿透。

为合理有效配置全院病床资源，该
院医务部牵头对全院开放床位进行统一

调配，要求临床科室每日将病床使用情
况进行汇总，对空闲病床进行调度安排，
优先保障急诊入院患者收治，实行急诊

“每日清零”制度。张懿要求科室每日必
须保证预留 2 张空床用于周转急诊病
人。去年 12 月 27 日收治一名煤气中毒
的患者、去年12月28日收治一名胸闷气
促的患者、上月2日收治一名出车祸的患
者……

尽管如此，张懿依然每天主动前往
急诊收治新冠病毒患者，尽最大力量为
急诊一线减轻压力。

“在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救治‘战斗’
中，外科医生从来都不是‘外人’。”张懿说。

●靠一股硬劲，用行动守护医者初心

坚持还是退后？在骨科所有医务人
员这里，这个选择已经有了答案。

交班、查房、下医嘱、办理出院、换
药、接收新入院患者，一次次耐心地为患
者及家属解释和交代病情。进行了当天
的手术，还要安排好次日手术，循环往
复，每天如此。骨科的每一名医护人员
都一如既往保持最好的工作状态。

“主任，我身体好，家里没负担，什么
班都能上。”“护士长，我不发烧了，可以
随时上岗。”“我没问题，让我来。”

去年12月中旬，随着医生、护士一个
个相继感染，骨科面临人力紧缺的压力，
当张懿与护士长曾红英在了解科室人员

的身体状况，以便进行工作安排时，听到
最多就是“我来”“我能”。

去年12月18日，张懿“阳”了，高热40
度、全身乏力疼痛，还“刀片嗓”“水泥封
鼻”，他笑称自己是不是遇到了最强毒株。

张懿毅然选择坚持。即使不能如往
常那样收治病人、上手术台，但作为科室

“主心骨”，他仍坚持参与着重大决策、统
筹安排。科室里，医生、护士们和张懿一
样，靠着一股劲硬扛了下来，一个“倒”下
了，另一个顶上。

副主任医师肖练在科室最忙的时候，
扛起了临床工作大任。他家人相继“中
招”阳了、母亲生病住院，他三头奔赴，不
停忙碌着。最紧张的时候，他连续几周几
乎没有多少时间顾得上吃饭休息。

护士龚丽华，“阳”得比较早，在人员
紧张的时候，她主动要求坚持上班。即
使科室里阳性患者日渐增多，她也毫不
退缩，坚持服务好患者。

为了让病区内的患者们得到更好的
护理和治疗，护士朱静咳嗽发热依然坚
守，用嘶哑的声音与患者沟通。护士申自
立在自身疲惫不适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每
日对病房内腿肿脓的年轻患者开展心理
疏导，陪伴安抚，直到患者恢复出院。

“我们都清楚生病了就该休息的道
理，然而艰难摆在面前，总要有人去面
对，这是我们医者的职责也是使命。”张
懿说。

他们是骨科医务人员，而当患者有需要时，做出了朴素的回答

“我来”“我能”
邵阳日报记者 唐颖 通讯员 李文娟 孟天笑

“医生，我是 X 号床的家长，宝宝现
在情况怎么样了？”“护士你好，X号床的
尿不湿我们带来了，宝宝现在还需要什
么吗？”1月30日上午，邵阳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家属
接待室，来访者络绎不绝。医生们逐个
细致耐心地给家属讲解患儿病情，沟通
治疗方案；护士们有条不紊地帮家属办
理出住院手续相关事宜，叮嘱家属相关
注意事项。

春节是时间的隘口，更是幸福的驿
站。在这万家团圆的日子里，医护人员
们依然忙碌在工作岗位上。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内不同于普通

病房，数十台保温设备中躺着孱弱患儿，
他们不哭不闹。一旁医疗仪器上跳跃的
线条与数字，彰显着这群小家伙的生命
力。作为“临时家长”的医护人员们密切
观察着他们的身体状况，除了日常的诊
疗和护理工作外，还要担负起照顾患儿
日常生活的工作，帮他们喂奶、换尿布、
调整睡姿……

春节期间，该院NICU医护人员24小
时轮班在岗。科室5名医生每日施行两班
轮岗制，11名护士每日施行三班轮岗制，
排班根据科室实际运行状况灵活调整。

NICU医生罗勇说，1月27日，NICU
接收了本院出生的12名早产患儿，胎龄
在29周至35周，体重在1公斤至2.9公斤
不等，其中胎龄在32周以下的极早产儿4
名。当天，科室医护人员全员“出动”，紧

急组织治疗小组，根据患儿的具体情况
持续开展诊疗护理工作。目前，12 名早
产患儿生命体征均已稳定。

据了解，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NI-
CU收治的患儿主要以早产儿以及危重新
生儿为主，重症中则以先天畸形、结构畸形
及患部分外科疾病的新生儿为主。1月22
日至1月30日，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共收治30名患儿，其中24名早产儿。

“春节期间，孕妈们各种活动、聚会
安排紧密。长时间坐着不动、精神高度
集中，神经系统过于高兴，会对胎儿的成
长造成一定的危害。”面对早产儿增多的
现象，罗勇倡议，“孕妇一定要定期规范
产检，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调整好心
态，保持稳定情绪，从而保证胎儿在宫内
的健康发育。”

春节探访NICU：用健康生活方式守护新生命
邵阳日报记者 肖慧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唐晓霞 舒建
平） 近日，家住邵阳县的刘大爷总觉得头昏乏力，有时候会突
然感觉眼前一黑。一开始，家人都以为刘大爷是因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而身体不适。直到刘大爷越来越不舒服，症状逐渐加重，
突然不能说话，家人连忙将他送到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为刘大爷接诊的是该院脑血管二科住院医师邓俊波，他
通过询问病史、完善相关检查判断刘大爷是短暂性脑缺血发
作。邓俊波建议其进行脑血管造影检查。结果显示，刘大爷
右侧颈内动脉C1起始部线性狭窄，狭窄约90%，远端血管床
塌陷；左侧大脑前动脉A1段发育不良，约69%狭窄。这是导
致刘大爷短暂性脑缺血反复发作的罪魁祸首，需要尽早处
理。该院脑血管二科科主任蒋新作结合刘大爷的情况综合考
虑后，建议他进行介入手术治疗，从而改善脑灌注，打通大脑
黄金通道。

随后，医生为刘大爷实施了“经皮右侧颈内动脉球囊扩张
成形术及支架植入术”。术中顺利，术后恢复良好，刘大爷现
已康复出院。

“由于颈动脉是血液由心脏通向脑部的重要血管。颈动
脉狭窄性病变是脑卒中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如果任由其继
续进展，最后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脑卒中，酿成不可挽回的后
果。”蒋新作介绍，刘大爷所患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是颈动脉
或椎基底动脉系统发生短暂性血液供应不足，引起局灶性脑
缺血导致突发的、短暂性、可逆性神经功能障碍。短暂性脑缺
血发作后脑梗死发生率第1个月为4%至8%，第1年为12%至
13%，在5年后达24.29%，第1个5年内每年的脑血管病发生率
为5.9%。同时，由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一般无意识障碍，大
部分仅历时5至20分钟，一般在24小时内完全恢复，无后遗
症，因此许多患者没引起重视，直至发展成脑卒中才前往医院
就诊。

邵阳县刘大爷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目前已

康复出院。医生提醒

别因“以为”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颖 通讯
员 杨馥源 吕许艳） 1月28日，市脑
科医院领导班子及部分职能科室负责人
一行，到医院各科室慰问春节期间坚守
在工作岗位的一线医务人员和住院患
者，向他们送去了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
祝福。

该院党委书记王瑞见每到一处，都

与坚守在岗的医务人员和住院患者交
谈，并详细向科主任、护士长了解科室
收治的患者总数、急重症患者救治、医
疗物资储备、科室人员排班等情况。在
走访慰问过程中，王瑞见向一线医务人
员表达了感谢，肯定了大家过去一年的
辛勤付出，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要
铆足干劲，奋楫笃行，全力以赴，迎接

挑战，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只争朝
夕的使命感，推进医院各项工作再上
新台阶。

接受慰问的医务人员纷纷表示，在
新的一年里，将以更加严谨的工作作风
和踏实的工作态度，立足本职、奋发作
为，确保医疗安全，提高服务质量，助力
医院高质量发展。

市脑科医院：将暖心送到医务一线

近日，29岁王先生，因腹痛、腹泻被紧急送往邵阳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确诊为急性胰腺炎，至今仍在ICU抢
救。该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于嫔介绍，大年三十至正月初
四期间，仅胰腺炎患者就收治了15人。因消化系统疾病来院
急诊的患者是平时的4倍，不少患者都有明显进食辛辣刺激、
油腻、杂乱及隔夜食物史。

“急性胰腺炎是一种典型的消化系统疾病，大都是吃出来
的。节假日期间聚餐过密，进食过多容易诱发此病。”于嫔说，
急性胰腺炎是多种病因导致胰酶在胰腺内被激活后引起胰腺
组织自身消化、水肿、出血甚至坏死的炎症反应。高脂血症、
胆囊结石、经常大量饮酒的人群是急性胰腺炎的高危人群，而
暴饮暴食、大量进食油腻食物、大量饮酒是导致胰腺炎发作的
主要诱因。除急性胰腺炎外，春节期间易发的消化系统疾病
还包括急性胃肠炎、消化道异物、消化道出血。

致病诱因莫小觑

“胃负担过重、胃运转能力下降、作息紊乱是造成消化系
统疾病的一些主要因素。”于嫔介绍，过年时大家忙着走亲访
友，聚餐时大鱼大肉，会摄入大量高蛋白、高脂肪或刺激性强
的食物，使肠胃承受着不该有的负荷；当进入胃体的油腻食物
过多，会导致胃肠道长期处于疲劳状态。加上生活作息不规
律，经常熬夜，以致消化道胃肠运动机能异常，胃肠功能紊
乱。通常表现为腹部剧痛、肚脐周围为阵发性绞痛、上腹突发
刀割样剧痛、恶心呕吐、呕血黑便等症状。

科学预防有讲究

科学饮食，合理搭配。春节期间聚餐和家宴往往十分丰
盛，让人胃口大开，但是过多的油腻食物和无节制的饮食会造
成胃肠不适。为了自身的健康和节日能够舒适地度过，春节
期间应该是一日三餐，饭吃八分饱，少吃零食，切不可暴饮暴
食。对于本身就患有胃肠疾病的人群来说，规律的饮食尤为
重要，应选择食用多样化的食物，如肉类、蛋类、蔬菜、水果、五
谷等，使所含营养素齐全，比例适当，以满足人体需要。

适量饮酒，吃动平衡。节日期间走亲访友、应酬交际切忌
饮酒过量，酒精度数不宜过高，不宜空腹喝酒。喝酒前要先吃
点食物，比如粥、面汤或者牛奶，稀释酒精的同时还可以在胃
内形成一层良好的保护膜。同时，保持每天至少半小时以上
中等强度到高强度的身体活动，更有助于心情愉悦和睡眠质
量的提高。

此外，本身患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
的人群在节假日期间更应饮食定量、少食油腻，且少油少盐；
避免饮酒，按时吃药，并多吃些新鲜蔬菜水果。

健康过年 小心消化系统“节日病”
邵阳日报记者 傅畅珺

▲骨科医生做手术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