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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将至，岁寒情暖，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使帮扶村群众度过一
个幸福祥和的新年，1月16日，我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苗润宏，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萍，副院长罗斌
一行20余人，赴对口帮扶的宜阳县董王庄镇次古洞
村、乔庄村，开展迎新春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

在走访慰问中，帮扶队员为村民们送去新春
慰问品，并与帮扶对象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
们的生产生活、务工就业、就医教育、冬季取暖
等情况，细心叮嘱老人们保重身体，鼓励他们

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并向他们致以新春
的美好祝福。

苗润宏在走访慰问时表示，帮扶工作要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切实
办好民生实事，从细处着手，从实处着力，定期主
动与帮扶村进行联系和对接。同时，要充分发挥
医院医疗优势，持续做好医疗、消费、产业发展等
方面助农工作，为次古洞村、乔庄村的乡村振兴
筑基赋能。 （宣传科）

走访慰问添暖意 真情关爱暖人心

我院深入帮扶村开展迎新春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

为进一步弘扬中医药文化，推广中医药“治未
病”的特色疗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与
养生保健需求，1月 17日上午，我院首届中医药膏
方节拉开序幕。

活动现场，主任中医师黄巧智、副主任中医师
耿高璞和主治中医师文晶为患者一对一把脉问诊，
针对群众关注的疾病防治及养生保健进行健康指
导，“因时”“因地”“因人”辨证开方，量体用药，让各
类人群得到更加专业、精细、便捷的中医药服务。

药剂科精心准备了玉荷轻身减脂茶、甘桔利

咽茶、清燥润肺茶和健脾祛湿茶四种中药特色时
令茶饮，供现场群众品鉴。

中药师现场讲解演示了阿胶养颜膏的制作方
法，并将制作好的阿胶养颜膏供大家品尝，现场人
头攒动。

活动的举办，让广大患者充分了解冬令进补
和中药特色膏方，进而更深层次地了解中医药、认
识中医药，感受中医药在医疗方面的独特功效。
我院将以此为契机，为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加油助
力，为弘扬传统中医文化增光添彩。 （药剂科）

千年膏方，百年一院

我院首届中医药膏方节开幕！

岁末之际，回首过往，护理团队在温暖与希望
中稳步前行。在这辞旧迎新的特殊时刻，我院成
功举办迎新春患者代言工作交流会。全体患者代
言人、护士长共聚一堂，院长苗润宏，护理部主任
李丽凡、副主任孙慧等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参加
了本次交流会。

活动伊始，普外科/骨外科护士李国桥、急
诊科护士段青松、消化内镜中心护士张萌萌三
位患者代言人分享了在一线工作中为患者代言
的经历以及代言人角色给自己工作带来的思考
与改变。

随后，肿瘤内科护士李文会以淳朴的语言、真
挚的情感将成功代言的案例娓娓道来，架起了医
患之间和谐沟通的桥梁。

在温暖而感人的氛围中，护士长张甜艺、赵好
丹、王琳、陈明真带来“为生命发声”诗朗诵，深情
的朗诵触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让现场氛围更加
热烈而庄重。

护理部主任李丽凡对我院开展患者代言半年
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希望新的一年患者
代言人继续发挥优势，多元化了解患者需求，为患
者提供更有温度的护理服务。

院长苗润宏进行总结讲话，他表示，医院始终
要把患者的需求放在首位，以提升患者就医获得
感和满意度为目标，不断发展护理新质生产力，创
新服务模式，加强医学人文关怀，增进医患交流互
信，携手构建更加和谐的医患关系。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未
来，我们期待能够听到更多患者的声音，邀请他们
参与到医疗质量与安全的改进中来。让我们携手
并进，共同为生命发声，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贡献
力量。 （护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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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卒中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危
急关头，医生接到电话后，来不及换下睡
衣，套上羽绒外套就飞奔出门。近日，我院
门诊大厅的监控，记录下神经内科主治医
师黄应芳穿着睡衣匆匆前往介入室抢救患
者的一幕。

换上睡衣准备休息，她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说起抢救患者那天的情景，黄应芳还有
点儿不好意思：“给大家留下了衣衫不整的
印象。”

“那天我是白班，晚上 9点多已经准备睡
了，接到了卒中中心的电话，说有位患者可能
要做介入取栓，让我赶到现场，我挂了电话套
上羽绒衣就出门了。”黄应芳回忆道。

不到20分钟，黄应芳便从家赶到医院，这
时患者刚做完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患
者脑部大血管几乎完全堵塞。

家属介绍患者病情时提到，患者患有
房颤，平时口服抗凝药。值班医生告诉家
属 ，这 种 情 况 下 静 脉 溶 栓 治 疗 出 血 风 险
高，只能做介入取栓，尽快开通堵塞的脑
血管。

黄应芳是科室掌握介入取栓术的五名医
生之一，这五名医生平时分两班备班，当天正
好轮到她和科室副主任石进峰备班，两人在

患者做完检查时前后脚到达医院。

抢救及时，手术很成功

“介入手术很成功，一共取出了五个血
栓，他是脑部大血管闭塞，若没及时取出，很
可能会偏瘫或昏迷，甚至有可能醒不过来。”
石进峰介绍。

这位被抢救的患者就是 61岁的汤先生。
当晚他正在家看电视，突然意识不清，家属赶
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把他送到我院。

“多亏医生及时赶到给做了手术，这才没
有留下后遗症！”患者家属说，汤先生醒来后，
肢体可以活动，意识清醒，她很感动。“这也离
不开医院保安大哥的帮忙！”石进峰说，“汤先
生体重近 200斤，当天随护的家属只有一人，
根本抬不动他，后来6名医院保安抬着他去做
检查，再抬到介入室手术台上，手术结束后又
抬到病床上。这是医、护、技、后勤完美配合
的结果。”

医生提醒，房颤患者应定期复查

作为神经内科医生，石进峰和黄应芳经
历过很多次这样的生死时刻。

“对于卒中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大脑缺血一分钟，就有 190 万个脑细胞死

亡，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所以救治
卒中患者就是在和时间赛跑，刻不容
缓。”黄应芳说。

“汤先生此次突发脑卒中与其房
颤病情也有关系。”她说，房颤患者心
房颤动节律不规律，导致心房内血液
瘀滞，容易形成血栓，这些血栓一旦脱
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脑部血管，造成阻
塞。她想提醒像汤先生这样的房颤患
者：冬季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季，规律
用药的同时，还要定期复查，及时发现
病情，避免严重后果。

（洛阳晚报）

为争分夺秒救患者，她穿着睡衣赶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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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不知道用啥药，现在用的都是护士们
推荐的，效果特别好。”上周五，在94岁的齐老先生家
里，他的女儿齐敏（化名）指着药盒里的药对记者说，
住院半个月加上回家护理近一周，老先生身上的褥
疮快痊愈了，“特别感谢护士们手把手教我们”。

老人长了褥疮 不懂护理的家属心急如焚

半年前，齐老先生不慎从床上摔了下来，此后一
直卧床静养。不久前，老人总是嚷着身上疼，齐敏这
才发现，老人身上长了多处褥疮，从没经历过这些的
齐敏一时慌了手脚：这可如何是好？

老人受罪，儿女忧心。齐敏请了干过护理的朋
友上门帮忙，对方简单清理后对她说：“只要结痂
就快好了。”可等到结痂后齐敏发现，痂块下还有
脓液……卧床老人大小便不方便，除了隔尿垫，他们
用塑料袋垫在老人私处，时间久了，老人私处的皮肤
破溃、流脓，一碰就喊疼。兄弟姐妹虽然心疼老人，
可听着老人喊疼，谁都不敢上手清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齐敏和兄弟姐妹四处打听，
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求助。

家属学习护理 护士手把手教

“老人入院时身上有 7处压力性损伤，分布在左
髋部、左腘窝、阴囊、右侧背部、腰部、髋部、左脚内踝
等，其中左髋部损伤程度达 3级，破溃、流脓，左腘窝
损伤程度达2级，面积有一个手掌那么大。”该科护士
长王高雅说，家属平时虽然很关心老先生，但对卧床
病患的护理没经验，不知如何预防褥疮，也没能及时
发现、处理，结果越拖越严重。

在给老人清创、上药的同时，护理团队也向家属

科普护理知识，齐敏和妹妹听得很认真。刚开始，每
天两次给老人清创、消毒、上药等都是护士做，齐敏
和妹妹在旁边观察、学习，后来，姐妹俩提出自己试
试，护士们就在旁边手把手地教。

“看着简单，做着可不简单！就说上药吧，赵亚
楠、任香曼、秦向菲这些护士不厌其烦地教了我们好
几遍。”齐敏说，消毒顺序要由外向内，从外周向中心
转圈消毒，用过的棉签不能反复用，第一遍用碘伏把
表面分泌物、坏死的组织清理掉，再用生理盐水擦
洗、消毒，最后涂药，严重的地方厚涂、不严重的地方
薄涂。“无论是哪班护士，都事无巨细地教我们，很有
耐心！”

在家属和护理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仅半个月齐
老先生就出院了。“多处损伤已经明显好转，只有左
髋部还有指甲盖大小的结痂。”王高雅说。

“护士长专门交代我们，按照她们教的方法护
理，老人就能彻底恢复，我和妹妹都学了，有信心能
照顾好老父亲！”齐敏说。

居家护理老人 子女谨遵医嘱

齐敏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是把护理用品全部更
新。“以前我们不懂方法，用的东西也不对！”齐敏说，
之前用的双氧水对皮肤刺激太大，换成了护士推荐
的康复新液，胶带换成了不容易过敏的纸胶带，还买
了医用纱布、敷料……

“消毒、上药、包扎、翻身、拍背，包括喂饭的细节
都教得很细，回家后我们谨遵医嘱，我和妹妹已经是
熟练的护工了。”齐敏说，“父亲恢复这么好，一定要
感谢神经内科的医护人员们！前不久我们发现老人
尿道有些红，需要更换尿管，给马明娟副主任打电

话，她一步步指导我如何网上下单，让护士上门更
换。她们很负责，还交代很多细节！”

闲时，齐敏会翻一翻护士们教的护理方法，以防
自己有什么遗漏，她的本子上记录了很多内容。

●包扎 不同程度的褥疮包扎方法不同，程度严
重的，清创、消毒、上药后保持密闭，让痂块尽快变软
脱落，促进新生组织生长。不严重的地方要适当透
气，避免感染。

●喂饭 床头摇高，老人半坐，靠稳，小口，少量
多次慢慢喂，注意别呛住。

●擦背 每天两次，温水擦身，保持清洁、干燥。
●翻身垫 避免身体突起部位受压，骶尾部、髋

部、脊柱、足跟，使用泡沫垫、翻身垫以防受压。
●翻身、拍背 最简单实用的方法，任何器具、药

物都不能代替！每隔两小时，翻身时胳膊、腿同时移
动，避免拖拽。 （洛阳晚报）

家属家属““上门上门””学护理学护理，，护士手把手教护士手把手教

动脉粥样硬化，听起来没有心梗、脑
梗那么吓人，事实上，它和心梗、脑梗密
切相关。值得关注的是，曾经被认为是

“老年病”的它，离当代年轻人不再遥远，
甚至有刚过20岁的大学生因此狠狠地吃
了苦头。

20岁的大学生突发心梗咋回事儿？

半年前的一个晚上，我院心内科副
主任王可为在胸痛中心备班，急诊转来
一名年轻的患者——正在读大二的小
汪。突发胸痛半小时，心电图显示为ST段
抬高型心梗。才20岁，这么年轻怎么会突
发心梗？再三确认患者信息无误后，王可
为给小汪做了心脏造影。

王可为发现，小汪心脏右壁的冠状
动脉中段完全闭塞，血流中断，进行冠脉
内血栓抽吸、球囊扩张后，血流恢复，小
汪被转入普通病房。

为了帮年轻的小汪找到病因，在一
周后的复查中，王可为通过腔内影像
学检查详细探查了他心脏血管的情
况，发现是脂质斑块破裂导致的血栓
事件，而这个脂质斑块就来自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

动脉粥样硬化和心梗有啥关系？

小汪这么年轻，为什么会患冠状动
脉粥样硬化呢？

“我们询问病史了解到，小汪患有高
尿酸血症，他自己却不知道，还有抽烟的
习惯。”王可为说，动脉粥样硬化的六大
独立危险因素包含抽烟、高血压、高血
脂、高血糖、年龄大于60岁、男性，目前也
有研究显示，高尿酸血症也是动脉粥样
硬化的危险因素。

王可为进一步解释道：“动脉粥样硬
化可以出现在全身的任何血管处，它是
心梗、脑梗等血管疾病的病理基础——
出现在冠状动脉，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脱落或破碎容易诱发心梗；出现在

脑血管，容易诱发脑梗；出现在外周血
管，容易诱发末梢血管疾病；出现在肾动
脉，会引起肾性高血压，诱发肾功能衰
竭。动脉粥样硬化之所以不如心梗、脑梗
那般引起重视，主要因为它是一个‘温水
煮青蛙’的过程。”

王可为介绍：“我们经常把人体的血
管比作自来水管道，年轻人的血管像刚
使用不久的水管，柔软、干净，随着时间
的推移，水管使用久了，会慢慢沉淀出水
垢。血管也是如此，身体不需要的代谢废
物会逐渐沉积在血管内部，形成斑块，使
血液通道变得狭窄、不稳定。从动脉粥样
硬化到斑块形成、进一步加重的整个过
程中，一般不会有明显的不适症状。”

控制危险因素可延长血管寿命

“从临床患者情况看，90％的心梗患
者都有动脉粥样硬化。”王可为说，近年
来，临床上心梗患者越来越年轻化，说明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动脉血管硬化了。

“近期我们连续接诊了四五例 40岁
以下的心梗患者，年轻人要重视血管健
康。一般做个颈动脉彩超，就可以确诊有
无动脉粥样硬化。”王可为还分享了一个
简单的判断方法，即计算上臂压差，如果
收缩压和舒张压数值差远离 40，就要怀
疑是否有动脉粥样硬化了。

发现动脉粥样硬化怎么办？动脉粥
样硬化可以逆转吗？“逆转需要漫长的过
程，最好的情况是斑块变小。”王可为说，

“发现动脉粥样硬化后，要规范就诊，对
照危险因素逐一排查，控制危险因素，就
能控制住动脉粥样硬化继续发展，帮助
稳定斑块，延长血管寿命。”

王可为特别强调应控制危险因素，
对于健康人群，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同样
适用。王可为提醒：“尤其是年轻人，养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三高’等基础病，
可在很大程度上远离动脉粥样硬化。”

（洛阳晚报）

“温水煮青蛙”！动脉粥样硬化隐匿在你的生活习惯里

近日，徐女士上二年级的女儿频繁揉眼睛，到医院眼科检查
后发现近视了。她回想这一年多来，女儿总在餐厅写作业，怀疑
女儿近视可能跟家里的照明环境有关，她想要购买一台护眼灯，
却不知道如何选择。

室内照明不足，孩子视力下降

徐女士怎么也没想到，刚上二年级的女儿戴上了眼镜。为了
保护孩子的眼睛，她曾严格控制女儿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保证
每天至少2小时户外活动，也注意孩子坐姿。

在孩子确认近视时，医生的一句话点醒了徐女士：孩子每天
在室内的时间最长，家庭照明充足吗？尤其是写作业的时候，有
没有开台灯？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晚上会在餐桌上用电脑办公，顺便辅导
孩子写作业。“餐厅灯光我感觉比较明亮，孩子写作业时我还把
客厅大灯也开了，谁知道照明还是不够。”徐女士说。

护眼灯有必要购买

“现在家长为了防范和控制孩子近视情况，对护眼灯有一定
需求。可五花八门的商品，如果不仔细挑选，一不小心可能要交

‘智商税’。”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刘晓瑞说。
刘晓瑞介绍，要选择光线柔和没有频闪、照明范围大没有暗

影、光线均匀没有炫光的护眼灯。具体可以参照国家标准GB/T
9473-2022《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台灯的光品质要求涉及：
色温、显色指数、炫光、照度及照度均匀度、视网膜蓝光危害和闪
烁等多方面指标，比如光度等级分为A级和AA级，AA级的亮度
更高、照射范围更大，选购时可优先选择。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

购买，并认准CCC标志。
现在网上特别火的“大路灯”能买吗？刘晓瑞说，“大路灯”其实就是落地

灯，与普通的台灯相比，“大路灯”不占桌面空间，照射范围更广。但“大路灯”
价格较高，家长可根据需求选购，也可采取“小台灯+室内照明灯”的组合照明
方式。

刘晓瑞进一步提醒，如果发现孩子在灯光下写作业时出现频繁揉眼、眨
眼，距离书本越来越近，这时就需要调节护眼灯光线，让孩子放松眼睛。

做到以下6点，有效呵护双眼

护眼灯相比家用的LED灯和白炽灯有优势，但家长不能依赖护眼灯。孩
子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后可以通过远眺、做眼保健操、户外运动等放松眼睛。想
要有效呵护双眼，刘晓瑞建议牢记以下6点：

1.控制用眼时间。每近距离用眼30分钟，要休息5分钟，可以远眺、做做眼
保健操等，放松眼睛。

2.改善用眼环境。不限于孩子写作业时的环境，当他们玩积木、做手工时，
也建议提供充足的照明环境。

3.保持正确的坐势。可以延缓近视的发展。
4.营养均衡。建议多吃一些深绿色蔬菜，减少高糖的摄入。
5.增加户外运动时间。接受自然光线的刺激，这是护眼最有效的方式。
6.定期检查视力，每年至少两次。只有了解孩子的视力变化情况，医生才

能及时调整近视防控方案，有效防控近视。 （洛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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