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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上午，笔者走进市二院
妇产科时，科室的床位已经住满，但
当天仍旧有不少产妇家属前来预约
床位。据悉，最近一段时间，入院产
妇特别多，有时候一天就有十几个
小宝宝出生，每天手术最多时有十
几台，办理出院和入院的医护人员
应接不暇。“累归累，但每次听到新
生儿的啼哭声，看到患者解除病痛
后满意的笑容，觉得所有的累也都
值了。”说到辛苦，科主任安莲英和
副主任李红瑜不约而同地感慨道。

安莲英特别注重科室医护人员
的业务学习，“医学无止境，只有不
断学习才能及时应对临床上出现的
各种问题。”安莲英说。科室每天早
上的晨会时间，医护人员都会进行
病例讨论，相互总结、学习彼此的工
作经验，形成了每天科内学习的良
好氛围。

每次面对急危重产妇，他们会
自觉形成抢救小组，各司其职，为患
者争取时间；面对没有剖宫产指征
却执意要剖的产妇，他们耐心讲解
自然分娩的好处及剖宫产的弊端，
引导产妇自然分娩；面对没有陪护
的孕产妇，他们又充当着家属的职
责……目前，他们已形成一个具有
精湛医术和团结协作能力的妇产科
团队，用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先进技
术获得了良好声誉，也得到了越来
越多孕产妇的信赖。

重度胎盘早剥产妇危在旦夕
医护人员奋力拼搏挽救生命

24岁的刘女士目前已经康复出
院，但在一周前她却经历了生死两
重天。

10月 31日中午，已经接近下班
时间，面色苍白、肚子剧痛并伴随下
体大量出血、怀孕7个月的刘女士，
被一位朋友紧急送到了市二院妇产
科。经过紧急检查，医生发现孕妇
的胎心音已听不到，腹部呈板状，并
出现了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具有丰
富临床经验的安莲英意识到该孕妇
是重度胎盘早剥、失血性休克、胎死
宫内，需马上手术，否则继续大出血
孕妇会有生命危险。她在通知医院
医教部的同时，已安排刘女士进了
手术室，当时正准备下班的科室其
他医护人员不由分说都投入到这场
抢救中，每个人各司其职，输血科、
麻醉科、ICU……孕妇急需输血，输
血科早已和中心血站沟通好，凡是
和手术有关的科室都在第一时间接
到了通知，他们也都为患者时刻准
备着。手术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医生取出死亡的胎儿后，因子宫
胎盘卒中、弥漫性血管内凝血，为了
挽救生命，立即进行了子宫切除
术。经过一个多小时争分夺秒的抢
救，手术成功，因患者病情仍危重，推
出手术室后直接转入ICU接受进一步

治疗。2800ml血浆、20单位的冷沉
淀、1个治疗量的血小板、5600ml的红
细胞就这样在没有耽误一分钟的情
况下及时用于术中及术后。

在ICU治疗第二天，刘女士脱离
生命危险转回妇产科病房，因为没
有陪护，科室护士便充当了她的家
属，轮流照顾她，帮她买饭，喂她吃
喝……临出院时，刘女士特别感动：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啊。”
这仅仅是科室众多抢救急危重

病患者中的一例，作为妇产科医生，

他们最大的幸福就是笑迎新生命的
降临，解除患者的病痛。不论是时
间早晚，只要有重大手术和疑难病
症，安莲英和科室医护人员都是随
叫随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
安莲英的带领下，全科人员齐心协
力，时刻关爱着每一位孕产妇的生
命安危。

新的无痛分娩技术更加完善
产妇幸福体验自然分娩过程

今年6月份，美国“无痛分娩中

国行”走进河南郑大三附院，一心想
要解除产妇痛苦，力争把顺生观念
灌输给每位临床产妇的安莲英，第
三次带领科室医护人员前往学习新
的无痛分娩技术。相比之前的无痛
分娩，目前的技术麻醉效果更好，让
产妇痛感更轻。因为麻醉药物配方
更合理，镇痛给药提前至产程的最
初阶段，产妇根本感觉不到频繁宫
缩引起的明显疼痛，有效降低了分
娩时的恐惧和产后疲倦。

每次面对临床上一些年轻女性
要求剖宫产的情况，只要是产妇没
有剖宫产指征的，科室人员都会对
其灌输顺产观念。

“大多数产妇之所以选择剖宫
产，怕痛是最主要的原因，但剖宫产
的远期并发症如切口瘢痕处妊娠、
胎盘植入、凶险性前置胎盘等，都可
能对二次怀孕的产妇造成大出血，
从而对其生命造成威胁。还有一
部分产妇想自然分娩但又怕痛，那
无痛分娩无疑就是最好的选择，既
避免了剖宫产的弊端，又避免了自
然分娩过程中的疼痛。”安莲英说，
产妇严重疼痛时会释放一种物质，
让新生儿的血液和氧气供应都可能
受到影响。而无痛分娩可减少胎儿
缺氧的危险，也可让妊娠高血压的
产妇避免因疼痛而出现血压升高的
风险。

（牛哲 王彦霞）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妇产科面对的是两条鲜活的生命，显著特点是“急”+“险”。这
里一年365天时刻处于紧张状态，必须要求医护人员有精湛的医术、高度的责任心以及团
结协作的工作精神，市二院妇产科就有这么一群敬业的医护人员：

时刻守护孕产妇的生命健康

“我从不饮酒，又没长期应用过
激素，怎么得了股骨头坏死呢？”近
日，在市中医院骨伤科门诊，被确诊
患有股骨头坏死的赵先生感到十分
困惑。“虽说股骨头坏死与过量饮
酒、长期应用激素及外伤有关，但
是，有些患者确实找不出发病诱因，
这与股骨头特殊的解剖结构有关，

供应股骨头的血管较少、侧枝循环
少、外界刺激加上机体内部诸多因
素影响，均能使局部血管闭塞，出现
股骨头局部缺血性坏死。从中医角
度分析，该病与气、血、骨有关，气虚
则行血无力，血虚则不能濡润骨骼，
肾主骨生髓，肾虚则骨枯髓槁，以上
均可诱发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该科
副主任医师魏根红解释。

据赵先生介绍，近日他因腰痛、
下肢酸困无力、右腿特别怕冷、行走
后臀部及膝关节疼痛不适等症状被
外院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随后
开始服药、牵引、烤电等治疗，但症
状一直不见减轻，最后经朋友介绍
来到市中医院寻求帮助，经髋关节
核磁共振检查，最终确诊为右侧股
骨头缺血性坏死。针对赵先生的病
情，魏根红采用了“三补一活”疗法，
通过内服中药、局部中药塌渍、中药
熏蒸等手段对其进行治疗。

“以补气、补血、补肾、活血化瘀
通脉，来解决气血的来源问题、气血
定向流动至股骨头坏死部位的问题
和股骨头周围的血液循环问题；它
能使血管内有充足的血液，同时还
能产生强大、持续的血液推动力，使

股骨头毛细血管扩张和血管内的血
栓溶解，重新建立股骨头血循环体
系，改善股骨头局部血液代谢的环
境，最终促使坏死的骨细胞分解吸
收，新的骨细胞形成，使股骨头的密
度均匀、骨小梁纵向排列，股骨头最
终修复。”魏根红说，目前赵先生髋
关节疼痛症状已经消失，行走能力
也得以恢复，达到临床治愈股骨头
坏死的目的。

据了解，早期股骨头坏死主要
有五大症状，分别是下肢无力、下肢
畏寒、腰部疼痛、臀部疼痛、膝关节
部疼痛。“因早期股骨头坏死的五大
症状都不在髋关节上，且一般不会
在一个患者身上同时出现，有时不
做治疗甚至还会自然消失等，导致
了股骨头坏死早期的误诊率非常
高。长时间的误诊不仅贻误了后期
治疗，还加重了病情的发展。”魏根
红说。

中医治疗该病有其自身优势，
对早期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有明显的
效果。对此，魏根红提醒，对于年轻
患者，一定要积极配合治疗，即使不
能治愈，也可延缓病情发展，推迟更
换股骨头的年龄。 （付春晖 牛哲)

解放军152医院眼科中心为
60岁以上老人开设“周五免费门
诊日”，所有普通检查项目免
费。中心本年度申请白内障救
助基金 100万元，为老年白内障
患者开设“绿色通道”，每人专项

补助1000元。
据悉，手术由眼科博士齐绍

文主刀，行8分钟个性化微创超
乳手术，无痛苦，视觉质量高，百
岁老人也能轻松接受手术。详
情请咨询3843094。 （牛哲）

解放军 152 医院开展近视
激光矫正手术 15年来，成功治
愈近视患者数万名，为了让更
多的困难患者摆脱近视烦恼，
该院眼科中心特别开展爱民活

动 100 天。激光矫正近视每只
眼只需2400元

活动时间：2014 年 10 月 15
日至2015年 1月25日。咨询电
话：3843165；3843094。 (牛哲）

本报讯“虽然目前我国失眠人
群很庞大，但患者就诊意愿并不高，
总体就诊率大概仅有三成。”在一次
全国睡眠科学技术大会上，北京协和
医院神经科李舜伟教授指出，导致失

眠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躯体、生
理、心理、精神疾病和药物5个方面。

李舜伟说，5个方面因素中，有
的可以通过环境、生活习惯等的改变
自行调整过来，有的则可能是精神疾

病的早期表现，还有的可能与高血
压、脑血管疾病、血糖异常、消化系统
疾病等相关。因此，一旦出现失眠问
题，建议患者至少到医院就诊一次，
明确原因，对症治疗。 （健康）

本报讯 英国牛津大学研究
人员近日报告说，一种新型丙肝
疫苗在该校进行的初期临床试
验中取得良好效果，在受试者体
内引发了有力的免疫反应，且十
分安全。

丙型肝炎是引发肝硬化的
最主要风险因素之一，严重者可
导致肝衰竭或肝癌。此前研究
发现，在初次感染者中，有四分
之一的人可自然清除体内病毒，
说明在人体内引发足够的免疫
反应可有效抵抗感染。

在新型疫苗研究中，牛津大
学研究人员采用了两种不同的
疫苗配方。他们先用第一剂疫
苗，刺激15名受试者免疫系统中

的 T 细胞，引发最初的免疫反
应。8周后，再使用第二剂疫苗，
巩固和增强免疫效果，使其达到
足以抵抗感染的水平。结果发
现，受试者均未出现明显不适反
应，且在使用第二剂疫苗后，其
体内T细胞出现了有效的免疫反
应，这一效果可持续6个月以上。

研究人员说，有些人的免疫
系统会自然启动清除丙肝病毒，
与这种自然免疫反应水平相比，
新型疫苗所引发的免疫反应与
之相当。更令人欣喜的是，这种
疫苗会发动多种T细胞向病毒的
不同部位发起攻击。下一期临
床试验将重点测试其确切效
果。 （京华）

解放军152医院白内障专项补助
政策让老人受益

解放军152医院眼科中心：

开展爱民活动100天
激光矫正近视每只眼只需2400元

新型丙肝疫苗临床试验初步见效

市中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魏根红提醒 ：

长期腰腿痛患者小心股骨头坏死

七成失眠者不就诊
医生建议患者至少到医院就诊一次

11 月 7 日，在市中医院骨伤科病
房里，一位股骨头坏死患者正在接受
治疗。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11 月 7 日，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医护人员在进行病情会诊。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