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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市中心医院

传承神农医道传承神农医道 仁爱奉献为本仁爱奉献为本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王松、通讯员
熊仕伟）连日来，新冠病毒肆虐，新冠阳
性患者突发疾病怎么办？

12月 29日，随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
内科三病区成功救治了一名新冠阳性的
急性心梗病人，整个收治抢救过程快速
有序，专业医护团队精准救治。

当日上午，年过 80 的杨老太突发胸
痛胸闷，到下午，坚持不住的杨老太被家
人送到市中心医院就诊。在急诊科，杨老
太情况越来越差，持续胸痛令她满头大
汗。结合心电图，医务人员判断她很可能
为急性心梗发作。同时，杨老太经新冠病

毒抗原检测，结果是阳性。
时间就是生命，主持救护的三病区主

任王能迅速安排救治。面对病区人满为患
的困境，心血管内科三病区医生黄加君果
断决定，把自己亲人的病床让出，以便杨老
太能够快速入院。很快一切准备就绪，杨老
太被送入手术室，在医护人员的通力合作
下，整个抢救迅速且有序，仅仅用了不到60
分钟，就顺利完成了手术，杨老太的症状得
到缓解，生命体征趋于平稳，她的生命警报
很快被解除，从心梗的死亡线上被医护人
员合力“拉”了回来。

生命至上，时刻备战。随州市中心医

院胸痛中心通过整合院前急救系统与院
内绿色通道，发挥以心血管内科、医学
影像科、急诊医学科等多学科协作的优
势，采用快速、标准化的诊断流程，尽
最大努力缩短胸痛患者的救治时间，为
患者的生命安全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
障。

“我们积极践行生命至上，所有医务
人员坚守阵地。无论是新冠阳性患者还
是普通患者，都全力以赴保障患者生命
安全。”主任王能说。疫情期间，该团队已
经挽救了大量高危心梗患者的生命。

王能建议，患有冠心病、心衰、高血

压等基础疾病的患者要加强个人防护，
非必要、不出门，尽量避免出入人群密集
的场所，正确佩戴医用防护口罩，并注意
手部的清洁消毒，防止因感染诱发或加
重原有心血管疾病。

据了解，自 12月 7日国务院发布《关
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
施的通知》（《新十条》）以来，随州市中心
医院把医疗救治放在首位，实行医疗资
源全院统筹，确保所有来院就诊患者都
能得到安全、及时、有效的救治，并为
急危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确保患者
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抢救治疗。

伴随我国防控政策的调整，多
地阳性病例骤增，作为特殊人群的
孕产妇该如何应对呢？随州市中心
医院妇产科主任肖凤仪参照武汉协
和医院的意见，解答大家迫切希望
了解的几个问题。

孕妇发热怎么办？
如果孕妇发热达 38.5℃，伴咽

痛、肌肉酸痛，可先给予物理降温，
无效则药物降温。药物首选对乙酰
氨基酚，0.3-0.6g，间隔 4-6 小时重
复一次，24 小时不得超过 4 次。如
果无药，孕 28 周前也可用布洛芬或
双氯芬酸钠。但孕 28 周以后，禁用
布洛芬或双氯芬酸钠，可导致羊水
过少及胎儿动脉导管早闭。

孕妇咳嗽咳痰怎么办？
咳嗽是一种机体保护性活动，

能把呼吸道内的痰液、异物排出，从
而保持呼吸道的清洁和通畅，有利
于身体健康。因此，偶发的轻微咳
嗽，会随着痰液的排出而缓解，不必
盲目使用止咳药。怀孕前三个月及
需母乳喂养的产妇应尽量避免使用
止咳祛痰药，可食用蜂蜜；孕中晚
期，右美沙芬、溴己新、氨溴索、愈创
甘油醚、白蕊颗粒、苏黄止咳颗粒等
需遵医嘱使用，不可自行使用。

孕妇呕吐吃不下饭怎么办？腹
泻怎么办？

少量多餐，注意饮水、适当增加富
含蛋白质的食物及新鲜蔬菜水果，保
证热能和电解质平衡。严重腹泻推荐

药物：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Ⅲ。如精
神不济，脱水明显，应及时就医。

会感染胎儿吗？会导致先天畸
形吗？

发表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
刀》上的研究表明：新冠并不会因母婴
传播而引起胎儿宫内感染。但也有数
据表明有极低的传播概率（2%）。况
且这些数据来源于德尔塔变异株，奥
密克戎的重症概率明显低于前者，且
也没有因感染新冠而增加流产和先天
畸形的发生。但早孕期高热39度，持
续 48-72h要警惕。

产妇新冠阳性，还能顺产吗？
还能打无痛吗？

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正常的
临产分娩以及催引产都是相对安全
的。除非新冠重症肺炎，病情控制
不理想及各种产科适应征则可选择
剖宫产。确诊或疑似新冠病毒感
染，可以选择镇痛分娩，以减轻疼痛
和焦虑造成的心肺压力，进而减少
反复用力呼气和喘气，降低病毒传
播概率。

哺乳期感染还可以母乳喂养
吗？

可以继续母乳喂养。但需据家
庭防护可行性而定。喂养前必须做
好个人防护，如：洗手、佩戴 N95 口
罩，定期清洁和消毒母亲接触过的
物品。喂养毕，将母婴间隔 1 米距
离，且如果母亲症状较重，建议母婴
隔离，挤奶后由其他健康者喂养。

随州地处鄂西北，四季分明，冬季温度波动在零下
5 至零上 10℃之间，早晚温差大，冬季有霜、有雾天气
多。老年人应如何过冬，随州市中心医院老年医学科
主任董健为您支招：

1、注意保温，健康取暖。冬季应防寒邪，保持居住
环境温暖、温度相对恒定。衣着暖和，出门必备帽子、
围巾和手套，戴棉质口罩，防止冻伤和减少能量消耗。

每晚温水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还要注意安全使用取暖
器、暖手宝、电热毯，防止烫伤；使用煤炉切记置于通风
处，不可放在卧室和浴室，室内使用要有排烟管道防止一
氧化碳中毒。

2、温补饮食，以养气血。冬季需增加温性食物如羊
肉、牛肉，药膳可选用当归生姜羊肉汤温补气血。多食鸡
蛋、牛奶等优质蛋白食物。必要时还可适当增加动物脂

肪摄入。
3、早睡晚起，洗浴适度。夜间要早睡且保持身体

温热，以养阳气；清晨要晚起以避严寒以助阳长。老年
人洗浴一周一次即可，且忌洗浴时间过长。避免因浴
室缺氧、湿度大诱发的心脑血管意外。高龄老人建议
以各部位交替擦浴为主，盆浴、淋浴均不适合。

4、正午外出，适当锻炼。冬季日出较晚，升温缓
慢，应选晴朗无风的中午外出活动。风、雾、雨、雪、低
温天气应在室内活动。可选择太极、八段锦等，锻炼微
汗即止，忌大汗淋漓。

5、既病防变，科学预防。冬季天气湿冷，易诱发或
加重心绞痛、中风、呼吸道感染、鼻炎、哮喘等疾病。老
年人饮食起居要合理规划、趋利避害。冬季接种肺炎
及流感疫苗，可刺激机体产生抗体，增强抗病能力。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熊仕伟、曾凯）
“我们用两天的时间开了呼吸科三病
区，27 日下午 5 点开始收治患者，不到
30 个小时就收了 110 名患者。目前，我
们对所辖的 3个病区实行统一管理，总
的原则是需要住院的患者尽量收治，减
少重症的发生率，减少因为新冠肺炎病
亡的发生率。”29 日上午，在随州市中
心医院内科楼 15 楼，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主任王正艳一边用嘶哑的嗓子跟
大家布置三病区开科后医师分组情况，
一边拖着疲惫的身子挨个到各病房再
次查看救治设备是否正常运转。

自 12 月上旬以来，随着我市新冠
重症患者持续增加，市中心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医护团队坚守救治一线，
克服各种困难，想方设法增加住院收治

能力，竭尽所能保障患者就医需求，全
力守护患者生命健康。

疫情发生三年来，该科作为我市唯
一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业科室，42
名医护人员始终战斗在救治第一线。面
对这一次新的“大考”，科室全体医护人
员迎难而上，持续作战，牺牲自己的健
康换取患者的康复。

二病区护士长余珊说，病区的 21
名医护人员虽然相继感染阳性，但无一
人请假，大家上班给病人治疗，下班给
自己治疗，发扬了轻伤不下火线的精
神。10 名护士加班加点日夜护理 60 多
名病人，不叫苦叫累。

面对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科室
医护人员用一句“塞颗栓，再上班；只要
不倒，坚持到岗”相互鼓励。护理部工作

人员王琼捷临危受命担任三病区副护士
长，为了确保病区尽早开科，她两天没有
回家，累了困了就在新病区里的病床上
躺着休息一会，组建护理团队、布置病
房、联系药品及设备……所有的事情，她
都亲力亲为一一落实到位。直到看着入
住的患者都用上了药、输上了氧，她才稍
稍放下一直悬着的心。

在这里，越是艰难，越不缺少温情。
一病区里，依然“阳”着的年轻护士不忍
心护士长贺珍珍全天顶班的辛苦，主动
要求按小时换岗工作排班模式轮岗值
班。怀着身孕的护士张冰姿、夏文杰，在
身体极其难受的情况下也仅仅休息一
天，又投入到工作中，她们说，自己要是
多休息一天，其他的姐妹就会更加劳累。

杜鹃作为科室的年轻医生，一个夜

班收治了近 20 名患者，其中 5 位危重
患者，2 位重症肺炎、气管插管术后，
整个夜班彻夜未眠，第二天仍坚持到
中午才下班，连续工作 20 小时。高永
彩医师夜里 10点收治完 3位重症肺炎
患者后才脱下防护服吃晚饭……每天
每班医务人员如此往复。

带伤坚守，不下火线，是这个群体
最令人感动的底色。截至目前，该科收
治的 220 名患者，由于得到了及时治
疗，绝大部分病情稳定，也未发生医疗
差错和纠纷。“院领导从医护力量等各
方面给予了我们最大的支持，有科室
全体同事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
坚持到底，完成患者救治任务，迎来春
暖花开的那一天！”透过薄薄的镜片，
王正艳目光坚定地说。

“患者意识不清，呼之不应，初步诊断为脑
干梗死，立即转入重症监护病房救治！”这是近
日发生在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的一幕。

近期，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急诊救治明显
增加。记者到市中心医院文帝院区探访发现，医
院急诊医护力量日夜坚守，与时间赛跑，竭尽全
力保障急救生命通道畅通，守护患者健康。

急诊是医院的最前线，市中心医院采取多
种措施全力保障急危重症患者得到救治。加强
统筹，在全院范围内统一调配医护人员充实急
诊科室力量；对医院的医疗床位进行科学协调
安排，确保资源得到最大程度地利用；根据国家
医疗救治指南持续完善急诊急救流程，同时结
合实际制定医院自己的救治方案。

疫情的侵袭加上长时间超负荷运转，很多
医护人员都病倒了，但大家都咬牙坚守在急诊
一线岗位上，全力救治急诊患者。急诊科副主任
曹辅国的母亲卧病在床，自己也发着烧，但他仍
然坚持上夜班，用生命守护生命；护士长杨丽曼
肺部做完手术，身体还处于恢复期，坚持上岗为
患者分配床位、安排检查、分发物资；护士陈梦
圆的父亲是重症患者，已住进 ICU，为了工作她
顾不上照顾，却把时间给了急诊患者……

“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往往
会诱发多种并发症，平时情况我们的急危重症
救治比例是百分之二十，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比
例超过了百分之六十。”急诊医学科主任陈波用
沙哑的声音说道。记者见到他时他刚上完夜班
准备休息，虽然自己肺部感染，身体还有不适，
他却没有退缩。“守护生命安全和健康是我们
的职责，我们会坚守岗位，不让一个患者失去救
治机会。”

“疫”刻不停救“心病”

市中心医院成功救治新冠阳性急性心梗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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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患者“同呼吸”

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全力守护患者生命健康

连日来，市中心医院坚持生命至上，与时间赛跑。图为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专家行内科胸腔镜手术。 （随州日报通讯员曾凯摄）

自 12 月上旬以来，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护团队坚守救治一线，
竭尽所能保障患者就医需求，全力守护患者生命健康。 （随州日报通讯员曾凯摄）

孕产妇感染新冠该如何应对？

老年人如何过冬？

随州市中心医院老年医学科 邱紫菡

随州市中心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为您支招

这个冬天，他
们是最辛苦的人；
这个冬天，他们是
最可爱的人。随州
市中心医院的医护
工作者轻伤不下火
线，坚守阵地，冲锋
在前，在这个不平
静的冬日，点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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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快给我爸插呼吸机，
他感到憋气呼吸困难。”“好的，不
要慌张，我们会全力救治。”12 月
30 日，记者来到市中心医院文帝
院区重症医学科一病区，看到医护
人员正满负荷运转，昼夜奋战在救
治的最前沿，全力守护生命的最后
防线。

近期，随着新冠病毒感染者数
量的增加，一些患有基础疾病的人
群叠加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病情加
重，医院重症医学科室医护人员工
作量骤增。廖娟娟是市中心医院文
帝院区重症医学科的护士长，记者
见到她时她正在指导人员对病床进
行消毒。“这个重症病区前两天才启
用，这几天我都在医院里连续工作，
累虽然累，不过习惯了就好。重症患
者来到这里，我就要为他们负责。”
简单介绍情况后，她立马又投入到
工作中去。

“近段时间科室收治的重症患

者增多，大部分是七八十岁左右的
老人，且合并多种基础疾病，我们科
室团队 24 小时不间断地坚守，努力
让每一个重症患者得到最大程度的
救治。”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周权告诉
记者。尽管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还在
发烧，他却没有时间照顾，只能在内
心对家人表示歉意。

记者了解到，为缓解近期重症
患者增多带来的压力，市中心医院
增设了重症医学科病区，并从全院
其它科室调配人员、物资、设备等增
强力量，全力保障重症患者的救治。
文帝院区重症医学科一病区就是新
启用的，目前该病区有床位 31 张，
调配医护人员 70 多人，暂时有助于
缓解重症救治压力。

“重症救治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我们会一直坚守在岗位上，尽医者
的职责守护好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
康。”临别时，周权代表重症医学科
室表达了他们坚定的信念。

全力守护生命的最后防线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林 超

——探访市中心医院文帝院区重症医学科一病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