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7天长假，医疗服务一刻也不能停。春节假期坚守岗位，是医务人员的工作常态。
当万家灯火、亲人团聚时，他们正在岗位上为生命坚守，为救人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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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吗？我是急诊科，一位
危重患者情况危急，需要送去抢
救……”除夕，温县人民医院重症
医学科医生杨振厂和护士梁彩霞、
张亚宁、任甜甜等一上班，就接到
了急诊科的电话，一位危重患者心
跳骤停，急需抢救。

他们一边用平车推着患者奔

跑，一边为患者实施胸外心脏按压
等抢救措施。按压20分钟后，患者
终于有了微弱的呼吸。刚刚安置好
这位患者，又有一位危重患者急需
抢救……医生护士一直忙碌至正月
初一10时许。

正月初二20时左右，接到一位
重伤患者，重症医学科主任李红生

立刻启动急救绿色通道。抢救小
组成员分工合作，完善各项检查，
结果显示：患者多处肋骨骨折。当
时，患者血压只有70∕50毫米汞柱
（1毫米汞柱=133.322帕），必须迅
速抢救。经过两个多小时惊心动
魄的接力抢救，他们排除了种种险
情，使患者得到成功救治。

这个春节，向你们致敬！

得知要安排医务人员除
夕去火车站值班，黄河三门峡
医院老年护理医院院长牛煊
主动请缨，安排自己当晚值
班。他说：“大家都辛苦一年
了，在家过年吧，我去值班。”

“90后”徐晓丹得知后，给牛煊
发来微信：“院长，大年三十火

车站值班一定把我安排上。”
牛煊到火车站接班，还给值班
的同事准备了好吃的。

赶到火车站后，牛煊跟
上一轮值班人员进行了交
接。火车站的人非常多，不断
有人上车下车，牛煊穿着防护
服，满身都是汗（如下图）。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
讯员陈 雷 黄小振）春节期
间，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医
务人员人员放弃休息，加班开
展核酸检测工作（如下图）。

他们严格执行各项消毒
隔离措施，认真采样、检测，

积极为广大市民提供高效、
快捷的核酸检测服务。

为方便市民查询结果，
该院还在医院微信公众号增
加了查询功能，市民足不出
户就可以在手机上查询核酸
检测结果。

春节期间，焦煤集团中央医院妇产科医务人员放弃和
家人团聚的时间，坚守工作岗位，呵护刚刚出生的“牛宝
宝”，为产妇讲解婴儿护理知识。 王正勋 王中贺/摄

春节期间，一张医务人员抱着
刚刚出生的婴儿快速奔跑的照片
（如上图）被很多人点赞。照片中，
医务人员抱着婴儿一路奔跑，将孩
子送往新生儿科抢救。

据了解，济源人民医院产科
接诊了一名从乡镇卫生院转诊过
来的产妇，已经出现抽搐、意识模
糊的情况；经初步检查，胎盘早

剥，出现早产情况。当时值班的
产科副主任李婷婷同科室医生苗
勤玲、王瑶瑶会诊后，决定立即实
施剖宫产手术。手术非常顺利，
术后，产妇入住重症医学科进行
治疗。

因为早产，婴儿体重不足
1000克，生命体征微弱，产科立即
联系新生儿科会诊。新生儿科医

务人员立即赶到手术室查看孩子
情况，经过简单检查，确认孩子需
要转到新生儿科抢救。来不及更
换衣服，产科助产士王肖和新生
儿科医生苗丽红、护士张静抱起
孩子，从手术室一路奔向新生儿
科。这一幕被就医的群众拍了下
来，发到微信朋友圈后获得众多
好评。

2 月 15 日（正月初四）10 时
12分，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郑州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急诊科的电
话铃声突然响起，护士杨小斌迅
速接听电话，拿笔准备记录。

“太康县人民医院是吧？孩
子上呼吸机了吗？”“好，请保持
手机畅通，我们这边大夫马上会
跟您联系。”不到 10 分钟，由河
南省妇幼保健院急诊科和新生

儿科 3 名医务人员组成的转诊
急救小组集结完毕，迅速上了救
护车，向太康县人民医院进发。

小儿内科主治医师李晓会
是当天的急救出诊医生。上车
后，她立即拨通了患儿家长的电
话，进一步了解情况。

“这个孩子是一个早产儿，
出生后呼吸困难特别明显，现在
孩子已经上了呼吸机，也用了促

进肺成熟的药，但是仍然有呼吸
困难的表现。”

两个小时后，救护车顺利到
达太康县人民医院。与当地医
生做好交接后，护士袁启凯一手
小心翼翼抱着孩子，一手拿着复
苏气囊，快步走向救护车。孩子
很快被放进暖箱，并接上呼吸机
和心电监护仪。

等所有救护设备都确认戴

好和调试到位后，12时50分，救
护车出发返郑。

返程途中，李晓会和袁启凯
换班盯着呼吸机等仪器参数，一
刻都不敢松懈。

14 时 50 分，车辆返回河南
省妇幼保健院。转运、消毒、插
管、上呼吸机，一套常规动作一
气呵成，孩子很快在新生儿重症
监护室安顿下来。

从接到急救电话出诊到患
儿转危为安，不知不觉，时间已
过去6个小时，这时的李晓会才
想起午饭还没顾上吃。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是河南
省新生儿重症救治中心，每天都
有来自全省各地的危重症新生
儿通过转诊来救治。“我们每天
上班都是这个节奏，早已没有节
假日的概念。”李晓会说。

春节假期，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遍布全省的生命急救系统依然
高效运转着。在该院重症监护病房
内，ECMO（体外膜肺氧合）团队在就
近区域紧急启动“1 小时黄金生命
圈”，使多位患者及时得到有效救治，
平安度过新年。

“春节假期的每一天，对于每一
位重症医学人来说，都是平凡的一
天，与生命赛跑的工作没有假期。”该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刘小军说。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供图）

←正月初三，一位85岁的老人遭遇车祸，开封市急救中心接到求救电话后，迅速派出急救车赶往出
事地点，受伤老人被及时送往医院接受检查治疗。据开封市急救中心统计，除夕至正月初五，该中心出车
497次，出车量较平日略有增加，患者以心脑血管急症、交通事故创伤居多。 李 季/摄

本报讯（记者常 娟）2月17
日，正值春节假期结束返程高峰，
焦作市一位78岁的老人由于呼吸
衰竭急需转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治疗。央视全程直播，全省
媒体共同关注，为老人打通了一
条生命通道。

11时15分，在焦作市人民医
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急

救人员接到了这位老人，一场生
命与时间的赛跑正式开始。

为了保障道路通畅，急救车
从焦作市人民医院出发时，焦作
交警沿途开道，之后，高速交警、
郑州市交警六大队接力护送。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医
学部副主任兰超积极协调，早早
做好了接收准备。

最终 87.1 公里的路程，仅仅
用时90分钟，就将老人送到了郑
州 大 学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郑 东 院
区。在这期间，央视新闻客户端
等媒体同步直播，观看人数近
3000万。

目前，老人正在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综合重症监护室接受
治疗。

“孩子，你的新年愿望实现了，
可以回家好好过年啦！祝你新的一
年健康成长……”2月9日（农历腊月
廿八），经过一个星期的康复，患有
法洛四联症术后肺动脉严重狭窄合
并下腔静脉闭塞的小张，在华中阜
外医院医务人员的祝福声中，出院
回家过年。

小张今年6岁了，患有严重的先
心病——法洛四联症。几年前，父
母带她在北京做了开胸手术，修补
了室间隔缺损，同时使用一根直径
14毫米的人工带瓣血管连接右心室
和肺动脉。半年前，小张出现了活
动耐力降低、全身水肿的症状，接受
药物治疗后症状无明显缓解，紧急
来到华中阜外医院就诊。

专家发现，孩子肺动脉瓣严重
狭窄、钙化，仅剩 3 毫米左右的缝隙
能让血液勉强通过，且还是稀有的

“熊猫血型”，开胸手术后气管切开
处一直有残存窦道，现又出现肾功
能不全、血尿、蛋白尿等症状。华中
阜外医院结构性心脏病区副主任医
师韩宇分析后得出结论，患儿人工
带瓣血管钙化、衰败，导致肺动脉压
差太大，必须尽快手术。

患儿的身体状况已无法承受外
科开胸手术，且近半年来身体的不
适一直伴随着她，她最大的愿望就
是能够尽快得到治疗，健健康康迎
接新年。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专
家团队决定迎难而上，采用介入方
法植入肺动脉狭窄专用支架，缓解人造血管狭窄问题。术前，
韩宇将患儿检查报告发送给华中阜外医院首席顾问专家、中
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结构性心脏病中心副主任张戈军，一
起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

尽管准备得非常充分，但患儿病情十分复杂，手术还是遇
到了很大困难。专家们从患儿的股静脉入路穿刺，却发现下
腔静脉是闭塞的。下腔静脉是手术的唯一通路，没有通路意
味着肺动脉支架植入手术无法进行，必须首先开通下腔静脉。

在专家的精准操作下，患儿下腔静脉被成功开通，接下来
就是植入肺动脉支架的关键步骤。专家们精准定位后，通过
建立的轨道，把支架释放到预定位置。支架发挥作用后，效果
立竿见影，最狭窄部位扩张至10毫米，导管测压发现压差降至
40 毫米汞柱（1 毫米汞柱=133.322 帕），支架形态良好，手术成
功。

据了解，复杂先心病患者接受右心室-肺动脉人造血管的
患者由于人造血管退化、衰败造成狭窄等问题，不可避免地需
要再次甚至多次手术处理，但外科开胸手术风险高，全国仅有
少数医疗机构能通过介入手段开展肺动脉狭窄支架植入术。

据韩宇介绍，肺动脉专用支架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治疗
肺动脉狭窄的支架，具有良好的支撑力及可再扩张性，复杂先
心病及肺动脉闭锁等外科术后残留的肺动脉分支狭窄，通过
植入肺动脉支架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该院此次实施的下腔
静脉开通及肺动脉支架植入术，在全国尚属首例。

本报讯 （记 者 张 治 平
通讯员郝予焱）春节假期，安
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就诊患者
以心脑血管、消化、呼吸等内
科类疾病为主，但是也有相当
一部分是外伤等外科疾病，其
中有一位严重的颌面外伤患
者，牵动了全院多个科室医务
人员的心。

2 月 15 日（正月初四）19
时左右，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急诊科接到通知，一名严重颌
面外伤患者将从外院转入，该
院值班副院长刘玉学要求立
即开通绿色通道，创伤中心相
关科室人员迅速到位。包括
急诊科、颌面外科、神经外科、
胸外科、ICU（重症监护室）、
麻醉科、手术室等多个科室的
值班医师，休假中的颌面外科
专家牛瑞堂、胸外科专家秦云
良、急诊科专家乔洪潮也从家
中火速赶到医院，共同开展救
治（如下图）。

据患者的同行人员介绍，
患者面部因重物撞击受伤，到
达急诊科时，其左侧面部颌骨
暴露、骨折，皮肤、皮下软组织
大面积创伤，双侧气胸，呈失
血性休克状态，严重呼吸困
难，心率 139 次/分，血氧饱和
度仅 70，血压 69/35 毫米汞柱
（1毫米汞柱=133.322帕）。

时间就是生命。创伤中
心专家紧急确定，拟由麻醉师
进行气管插管，以保持患者呼
吸道通畅。但是由于患者颌
面部伤情过重、下颌及舌后
坠，气管痉挛，导致无法进行
气管插管。专家当即在局麻
下成功为患者进行了紧急气

管切开，呼吸机正压给氧，解
除患者缺氧和呼吸困难问题，
并进行了中心静脉置管，快速
输血、输白蛋白、补液。随后，
专家为患者进行了面部皮肤
临时复位缝合术。在急诊科
进行一系列紧急救治后，患者
生命体征渐趋平稳，专家立即
为患者进行了头、颈、胸部CT
检查，明确并发创伤后将患者
转入 ICU。在 ICU，针对患者
双侧气胸，专家给患者做了气
胸床旁切开引流术，值班医生
和护士彻夜守护患者，防止患
者创面再次出血。

经过两天的治疗，目前，
患者生命体征已经平稳，基本
脱离了生命危险。

2月18日，颌面外科、麻醉
科、手术室医生历经 8 个多小
时，为患者做了二次手术：双侧
颧骨、鼻骨、上颌骨、下颌骨粉
碎性骨折内固定术和口腔颌面
部开放性挫裂伤清创缝合术。
目前，患者处于康复期。

此次对急危重颌面部外
伤患者的救治，是对安阳市第
六人民医院创伤中心应急救
治能力、多科室协作能力的一
次检验，标志着该院创伤中心
在严重颌面创伤救治方面具
备了较高的技术水平。据刘
玉学介绍，今后，安阳市第六
人民医院将在继续巩固颌面
部外伤救治优势的同时，不断
完善救治预案、流程和设施，
进一步加强创伤中心各科室
之间的衔接，提升各类创伤救
治能力，为全市急危重多发
伤、复合伤患者的生命健康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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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岩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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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六院成功救治
一名严重颌面外伤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