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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障碍是现实生活中最常

见的一种心理疾病，以连续且长

期的心境低落、兴趣减退、快感丧

失为主要的临床表现，是目前心

理疾病最重要的类型。

抑郁障碍是世界第四大疾

病，但我国对抑郁障碍的医疗防

治还处在识别率低的局面。据

《2022 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我

国的抑郁障碍患者人数达 9500

万，意味着大约 14 个人中就有 1

人是抑郁障碍患者。

抑郁障碍每次发作持续至少

2 周以上，有的 1 年甚至数年，大

多数病例有复发的倾向。

病因：目前为止，抑郁障碍的

病因还不十分清楚，生物、心理与

社会环境诸多方面因素参与了抑

郁障碍的发病过程。

诊断：抑郁障碍的诊断主要

根据病史、临床表现、病程及体格

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典型病例诊

断一般不困难。国际上通用的诊

断标准一般有 ICD-10 和 DSM-V。

国内主要采用 ICD-10，是指首次

发作的抑郁障碍和复发的抑郁障

碍，不包括双相抑郁。患者通常

具有心境低落、兴趣和愉快感丧

失、精力不济或疲劳感强等典型

表现。其他常见的表现是①集中

注意和注意的能力降低；②自我

评价降低；③自罪观念和无价值

感（即使在轻度发作中也有）；④

认为前途暗淡悲观；⑤自伤或自

杀的观念或行为；⑥睡眠障碍；⑦

食欲下降。病程持续至少 2周。

治疗目标：抑郁障碍的治疗主

要是提高临床治愈率，最大限度减

少病残率和自杀率；提高生存质量，

恢复社会功能；预防复发。

治疗原则：采取个体化治疗

原则，逐步增加剂量，足量足疗程

用药，尽可能用药单一，如果效果

不佳可考虑转换治疗、增效治疗

或联合治疗，但需要注意药物相

互 作 用 ，治 疗 前 充 分 的 病 情 告

知。治疗期间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和不良反应并及时处理，也可以

联合心理治疗增加疗效，并积极

治疗与抑郁共病的其他躯体疾

病、物质依赖、焦虑障碍等。

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是目前

中度以上抑郁障碍的主要治疗措

施。目前，临床上一线的抗抑郁

药主要有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SSRI，氟西汀、帕罗西汀、

舍曲林、氟伏沙明、西酞普兰和艾

司西酞普兰）、5-羟色胺和去甲肾

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代表

药物文拉法辛和度洛西汀）、去甲

肾上腺素和特异性 5-羟色胺能抗

抑郁药（NaSSA，代表药物米氮

平）等。传统的三环类、四环类抗

抑郁药和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由于

不良反应较大，应用较少。

心理治疗：对有明显心理社会

因素作用的抑郁障碍患者，在药物

治疗的同时常需合并心理治疗。常

用的心理治疗方法包括支持性心理

治疗、认知行为治疗、人际治疗、婚

姻和家庭治疗、精神动力学治疗等，

其中认知行为治疗对抑郁障碍的疗

效已经得到公认。

物理治疗：近年来出现了一

种新的物理治疗手段——重复经

颅磁刺激治疗，主要适用于轻中

度的抑郁发作。

其他治疗：目前麻醉医学在

快速抗抑郁障碍方面有一定突

破，比如星状神经节阻滞。

（平煤神马集团总医院神经

内科 胡淑丽）

我为什么总高兴不起来——

抑郁障碍，你知道吗

本报讯 （记者王春霞 实习生

王琦琦）2 月 12 日，市第一人民医

院传来消息，为了让宝妈宝爸安

心，该院新院区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日前推出“日间蓝光治疗”服务，能

够“上午来，下午回”，缩短了母婴

分离时间。

85%的新生儿出生后会出现

黄疸，大部分为生理性黄疸，但是

有部分宝宝黄疸偏重，需要光疗促

进黄疸消退。传统的新生儿黄疸

需要住院治疗，造成宝宝与家人长

时间分离。日前，市一院新院区新

生儿重症监护室率先开展“日间蓝

光治疗”，设置新生儿日间蓝光病

房，对达到光疗指征且没有高危因

素的“小黄人”们，仅需在白天进行

光疗，能够“上午来，下午回”，既保

证了疾病治疗的安全有效，也保障

了充分的母婴接触时间。光疗期

间，可一名家长陪护，负责新生儿

的照顾，包括喂奶、换尿片及新生

儿安全等，医护人员也会对家长进

行专业指导。

适合“日间蓝光治疗”的宝宝，

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总胆红素＜

15mg/dL（300umol/L），以间接胆红

素升高为主。2.精神反应好，吃奶

正常，无其他任何异常症状，并排

除新生儿溶血病、G-6-PD缺乏、感

染等其他病理性黄疸。3.光疗前需

完善黄疸相关血液检查。需要进

行“日间蓝光治疗”的宝宝爸妈，可

前往市一院新院区住院部 C 区三

楼进行咨询预约，医生将根据宝宝

的症状确定能否进行日间光疗。

新生儿黄疸别担心

市一院新院区
推出“日间蓝光治疗”

本报讯 （记者王春霞 通讯员

李秋环）“李大夫，太感谢你们，我

今天是特地来送感谢信的。”2月 10

日，72岁高龄的侯付清老先生健步

走进郏县东城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中医康复科高兴地说道。

家住郏县东城街道的侯先生，

半个月前出现腰及双下肢疼痛、弯

腰转侧活动受限。因为有腰椎间

盘突出的老毛病，他在家吃了自备

药，无明显好转，便来到东城街道

社区服务中心中医康复科就诊。

康复医师李帅男给予针灸、神经阻

滞及针刀对症治疗 10天，侯先生症

状逐渐消失，可以正常行走生活。

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辖区群众遇到小病时，都愿

意选择到社区服务中心来看病。

对老百姓来说，在家门口就‘能看

病、看好病’，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是

件十分安心的事。”该中心中医康

复科主任丁新伟说。

自 2021年起，郏县妇幼保健院

与东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

开展中医专科科室共建，实行“一科

两区”，扩宽医疗资源共享服务。为

全面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医

院派驻骨干医师轮流到中心坐诊、

手术指导、业务培训和管理，帮扶开

展新业务、新技术，进一步完善和优

化学科建设，提高常见病、多发病、

慢性病诊疗能力，提升共建科室技

术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分级

诊疗工作的有序开展，为辖区患者提

供了一系列优质、高效、连续的医疗

服务。去年，科室共建医师服务患者

2400余人次，协助共建科室开展多

类康复手术，便捷、高效的诊疗服务

得到了患者的一致好评。

“关注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寻

求就医过程中医患双方需求的动

态变化，不断优化布局流程，减少外

转率，提升学科建设能力，切实给群

众带来实惠，是我们围绕全生命周

期服务链条努力探寻的方向。”郏县

妇幼保健院院长杨孝埔说。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能看病、看好病”

郏县妇幼保健院探索“一科两区”服务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 通

讯员杨铭芸）2 月 8 日，宝丰县

医疗健康集团肖旗乡分院胸痛

救治单元快速反应，联合该集

团人民医院胸痛中心，成功救

治 一 位 63 岁 的 急 性 心 梗 患

者。此次救治为患者开通生命

急救通道，绕过急诊医学科、心

血管重症监护病房，直接把病

人从乡镇分院胸痛救治单元送

进导管室手术台，患者从医院

大门到导丝通过时间仅仅用了

26分钟。

当天下午，肖旗乡韩店村

村民胡某因反复出现“胃部不

适”症状到该分院就诊。该分

院胸痛救治单元值班医生了

解情况后，判断该患者症状符

合急性胸痛定义，第一时间给

患者做心电图，显示下壁导联

ST 段抬高，考虑为急性心梗。

情况紧急，值班医生立刻拨打

胸痛专线电话，联系人民医院

胸痛中心，在胸痛中心专业医

生指导下对患者实施双抗治

疗，建立静脉通路，同时让患

者平躺静卧、吸氧，并向患者

家属告知。做好沟通后，“双

绕 ”直 接 送 往 人 民 医 院 导 管

室，造影提示右冠近段闭塞，

在血栓抽吸后植入支架，患者

终于转危为安。

据了解，急性心梗是冠状

动脉急性、持续性缺血缺氧所

引起的心肌坏死。临床上多有

剧烈而持久的胸骨后疼痛，休息及硝酸酯

类药物不能完全缓解，可并发心律失常、休

克或心力衰竭，常常危及生命。目前，宝丰

县医疗健康集团已通过胸痛救治单元挂牌

的乡镇分院共 8家，村级胸痛救治点 11家，

后续将持续做到县域全覆盖。同时，该集

团将加强各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培训，提

高县域内医务人员对急性胸痛的救治与识

别，提升胸痛中心、胸痛救治单元、胸痛救

治点三级网络会诊的流畅性，将胸痛患者

的规范救治作为常态化工作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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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月，总医院部分援鄂医务人员返平 医院提供

医务人员在为患者进行透析治疗

医院提供

新华区 78 岁的苗老太是一名肾

衰竭透析患者，前段时间感染新冠病

毒后生命垂危。在市中医医院血液

透析中心医护人员全力配合临床治

疗以及精心护理下，老人最终康复出

院，可正常进行门诊普通透析。近

日，患者家人将一面绣着“家一样的

温暖 亲人般的呵护”的锦旗送往该

中心，以表达对该中心主任高世洪、

管床医生刘妍兵以及其他医护人员

的感激之情。据介绍，近来，市中医

医院血液透析中心连续收到多面锦

旗，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都饱含着医护

人员的付出和患者的信赖。

为危急重症患者保驾护航

记者了解到，自疫情防控进入新

阶段后，我市各大医院的重症及危重

症患者激增。该中心作为其中一个

特殊的科室单元，更是面临巨大的压

力与挑战。肾衰竭透析患者属于有

重大基础病的人群，是发生新冠病毒

重症肺炎的高危人群，而规律的血液

净化治疗又是肾衰竭患者的基础保

命措施。在救治高峰期，血液净化中

心患者特别是危急重症猛然增多，全

体医护人员在高世洪的带领下团结

一心，迎难而上。在发高烧、嗓子痛

不能发音时仍带病上岗，舍小我保大

局，全力保障病区正常运转特别是危

急重症患者的救治。护士长张姝娣

身先士卒坚守在“前沿阵地”，协调护

理救治、人员安排，加班加点，忙个不

停。“守护百姓的健康，是责任也是使

命。”高世洪如是说。

坚守岗位守护百姓健康

1月 3日，苗老太来该中心治疗时

出 现 了 呼 吸 困 难 、意 识 不 清 的 症

状 ，监 测 血 氧 饱 和 度 降 至 78%（正

常 95%以上），病情危重，刘妍兵给

予 对 症 治 疗 同 时 安 排 患 者 入 院 治

疗 。 经 10 余 天 的 多 学 科 配 合 精 心

治 疗 ，苗 老 太 脱 离 危 险 ，双 肺 部 炎

症 消 除 ，血 氧 饱 和 度 升 为 99% ，最

终顺利出院。

40 多岁的肾衰患者赵女士临近

春节时感染了病毒性肺炎，生命垂

危，随后被转入市中医医院 ICU（重

症监护室）治疗。由于患者需要进

行连续血液净化治疗，血液净化中

心管床医师李培培在假期期间每日

查房，不离左右，精心守护。在治疗

中 ，患 者 一 度 思 想 压 力 大 ，情 绪 低

落，李培培不断对其开导宽慰，鼓励

她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1月 24 日，

赵女士终于康复出院，对医护人员

感激不已。

40多岁的刁先生，是家庭的顶梁

柱，因反复腹泻、不能进食合并病毒

性肺炎来该院求助治疗，病情危重。

入院后，透析中心责任医师付艳丽每

日去病房查房，并与病房大夫沟通患

者病情及透析治疗方案，终将患者从

死亡线上拉回，全家人送来锦旗一再

表示感谢。

中医特色技术惠及患者

对于大部分尿毒症患者，每周三

次的血液透析治疗是他们维系生命

的重要方式，很多人需要终生接受

治疗。在患者血液透析治疗中，该

中心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开展了

耳穴压豆、穴位贴敷、灌肠等特色疗

法，对患者失眠、便秘、头晕以及疼

痛、血肿等并发症的治疗方面发挥

了独特作用。

60多岁的常女士失眠多年，每晚

仅睡一两个小时，痛苦不堪。后来，

经该中心具有硕士学历的王如雪医

师辨证后，应用穴位贴敷治疗。一

个疗程下来，常大妈的失眠症状改

善了很多，一晚上可以睡五六个小

时，十分开心。“我国中医博大精深，

中医干预治疗副作用小，患者受益

大。我们对患者在不同的季节，结

合其体质辨证施治，以达到一人一

方的最佳疗效。”王如雪说。在透析

治疗之外，医护人员运用中医特色

疗法，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和身体

痛苦，并指导他们建立健康的日常

生活习惯和正确的护理方法，全力

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

“患者及其家属的满意，就是我

们前进的最大动力。”高世洪表示，

医护人员将继续守护好透析患者，

血液净化中心已成为他们第二个温

暖的家。

（本报记者 魏应钦）

——记市中医医院血液透析中心

全力守护危急重症患者的“生命线”

大战大考显担当。

过去 3 年，全国人民历经了一场惊

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在这次艰苦卓绝的

历史大考中，难以忘记一次次白衣执甲、

逆行出征。事非经过不知难，3年来，平

煤神马集团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医

务人员以枕戈待旦的坚守、接续奋战的

坚持、向疫而行的勇敢，团结奋战、攻坚

克难，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构筑群防群控严密防线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关键时刻，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以下简称集团）党委及总医院党

委启动应急预警措施，在派出相关医护

人员支援武汉的同时，抽调人员保障后

方安全。

为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播，医院迅速

成立临时发热病房。来自全院各个科室

的 38 名医护人员组成一支临时医疗团

队，仅用 4 个小时就完成了开科前的各

项准备工作，当晚就收治发热和 CT影像

异常患者 18名。

绷紧疫情防控弦，筑牢疫情防控

线。3年来，总医院持续优化升级多项举

措，完善医院传染病防控体系。我市疫

情暴发期间，医院职工全员在岗，通过线

上、线下等方式强化业务技能，进一步夯

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基础；结合医院实

际，推动“三关倒管”责任机制，制定了

《总医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平战结合”

实施方案》《总医院新冠肺炎救治方案》

等 20余项制度预案；加强全员疫情防控

知识培训，实现全院人员培训全覆盖，针

对重点科室、重点环节、重点岗位，开展

演练 11次，培训 56场 2832人次，提升应

急防控能力；规范核酸采样点管理，落实

核酸检测“应检尽检、愿检尽检”……

打铁还需自身硬。3 年来，总医院

以“防、备、筛、援、保”五字方针，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运营等工作。全

面推行“院党委班子+院防控指挥部+基

层党支部+党员干部+防疫先锋队”的

“五位一体”防控模式，落实了疫情防控

措施，构筑了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践行

了健康守门人的使命职责。

肩上有责任心中有使命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3 年来，总医院勇担社会责任，全

体医护人员不负时代，挺膺在前、守望

相助，冲在抗疫最前沿。

我以我血筑防线。在 2020年初武

汉疫情防控最紧要、最艰难的时刻，总

医院先后有 400多名医护人员摁下“红

手印”、写下了“请战书”，其中 28 名医

务人员组成援鄂抗疫医疗队驰援武

汉。58天的时间里，他们救治了 79名

危重症患者、39例重症患者，治愈出院

88 人、转科治疗 30 人，安全转运患者

100余名。同时，医疗队实现了医护人

员“零感染”、患者“零死亡”、出院“零

复阳”、救治“零事故”的工作目标。

与此同时，总医院还组织 39 名医

务人员接管市六院发热病房；先期储

备了 70 万人份核酸检测及防护物资，

增添了 6台核酸检测设备，建成了我市

首家符合国家标准的核酸检测 PCR 实

验室，组建了 800人的核酸采集队、116

人的 PCR 检验团队，率先在我市开展

了核酸检测；建成了全市第一个新冠

疫苗接种点，先后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155578人次。

3 年来，总医院想方设法派遣隔离

区医护队、疫苗接种队、后勤保障队、核

酸采样队、核酸检测队等工作队到疫情

防控一线，仅 2022 年一年就组织了 10

批次 193人支援吉林、上海、海南、四川、

郑州、安阳等地；组织 30批次 1477人支

援全市防控，累计完成核酸采样、应急

救援任务 400万人次。

在大疫面前，总医院人用行动诠释

着什么是众志成城、共渡难关，什么是

团结一心、共担风雨，什么是不怕牺牲、

不辞辛苦。

无论在市内，还是在市外，总医院

派遣的医护人员圆满完成了各项疫情

防控任务，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全力以赴保健康防重症

2 月 10 日上午 8 点，总医院感染科

新建的三层病房楼内，护理人员正步履

匆匆给患者扎针输液。

“为了更好地应对感染性疾病，集团

投资 2000万元在我们科新建了这个病

房楼。病房楼完全按照感染病房建造，

仅用了 56天就快速建成并投入使用。”

感染科主任张国栋说，新的病房楼设有

床位200多张，在疫情“由防到治”阶段，

成功救治 160 多名异常发热老年患者，

科室所有人员全力以赴“保健康、防重

症”。

2022 年 12 月，疫情防控进入新阶

段以来，总医院精准研判，迅速把工作

重心转移到医疗救治上来，确立了“应

接尽接、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救必

救”十六字方针，坚持“不分阴阳、对症

诊疗”，统筹协调全院 53个病区 2803张

床位，收治患者 5261人次，确保了区域

内每一位需要救治的患者都能够得到

及时、精准诊疗。

冬尽春来，难以忘记严寒酷暑时的

默默坚守、抗疫岗位上的日夜奋斗、救

治现场的争分夺秒。3年来，总医院全

院干部职工一鼓作气、尽锐出战，建起

了人民生命健康的牢固防线，打赢了一

场又一场硬仗，用实际行动向党和全市

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本报记者 杨岸萌）

——平煤神马集团总医院抗疫3年工作回顾

白衣执甲向疫行 守土尽责显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