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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解放军152医院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在对一位心脏病突发患者施救，仔细观察
他的心电图变化。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本报记者 魏应钦

提起医院的急诊科，大家都知道是救死
扶伤的第一线。如果说医院是一个没有硝烟
的战场，那么急诊科的医生和护士就是这场
战争中的先头部队。在这里，医护人员每天
24小时都要忙着处理各种紧急病症，践行着
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近日，记者走进解放
军 152医院急诊科，零距离感受了他们的日
常工作。

24小时坚守

7 月 7 日晚上 8 时许，记者来到解放军
152医院急诊科时，看到一个30多岁的医生
正在为一位患者诊断。等他接待完患者，记
者才见缝插针地上前询问。原来，他是急诊
科值夜班的外科医生董刚。虽然是外科医
生，但一些常见的简单内科疾病他也顺便看
了，可以说是“全科”。

“我们这一班医生一共三位，其中两位是
外科医生，一位是内科医生，从早上8时要值
班到次日8时，一共是24小时，每个月至少要
值10个班，相当于一个月每天都要值班8小
时。”董刚说，在这三位医生中，一位值夜班，
另两位值白班，其中夜班医生要一直坐在值
班室。

正在交谈间，一位护士急忙过来招呼董
刚，原来是一位80多岁的老者因交通事故受
伤，需要手术，而几乎同时又送来一位因撞击
和惊吓而昏迷的女性患者。

记者这一等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其间
还不断有患者前来就诊，董刚和同事们一直
紧张有序地忙着。

护士陈芳芳告诉记者，急诊科一共有9
名医生和 13名护士，护士和医生一样，都是
24小时值班。其中有两位护士已经怀孕几
个月了，还都一直坚持着值夜班。

陈芳芳的孩子已经两岁了，现在已经习
惯了妈妈经常值班。“孩子不到一岁时，因为

我经常不在身边，他晚上醒来时常常要妈
妈。”说到这里，陈芳芳的眼圈禁不住红了。
她说，她们除了正常值班，在休息时也要备
班，随时准备赶往医院。

好不容易忙完了手术，董刚清洗了手上
的血污，又回到值班室值班。他和一位同事
正分析患者的病情时，突然间进来一个小女
孩，朝他身上拍了一下，喊了一声：“爸爸，我
走了。”就笑嘻嘻地跑了，而董刚对此已习以
为常。等了一会儿，记者询问时，他才笑着
说：“那是我8岁的女儿，由于我经常值班，她
想我时，会和她妈妈过来看我。”

董刚说，急诊科是一个风险高、压力大、
高度紧张的科室，工作强度大，病情多、杂、
急、重且突发性强，几乎每一位医务人员的作

息规律都完全紊乱。他们几乎没有节假日，
越是节假日越忙，有时还要安排加班。这就
全靠家里的倾力支持和理解。另外，急诊科
必须时刻待命，不知道下一批患者什么时候
来，也不知道有多少患者，更不知道是什么情
况。因此，急诊科不但忙碌辛苦，而且压力巨
大。

最头疼醉酒患者

“我们值班时最怕遇到醉酒的患者。”当
晚急诊科值班的医护人员一致表示，他们最
头疼和无奈的是值班时有的醉酒患者无理纠
缠。

陈芳芳介绍说，前段时间的一天晚上11
点多，有市民反映有人横卧街头，急诊科120

急救车迅速赶到后，一名中年男子躺在大路
边。医生迅速将他抬上了急救车。急救车带
着这名醉汉返回医院，因为怕其窒息，医生将
他口中的秽物清理后，把他扶进了急诊室的
病床上，并不时前去照看。医生们试图叫醒
他询问相关情况，未果。后来，医生又拿起他
身上的手机联系其家属，最后也没人来，只好
照顾他一夜。谁知，第二天早上8点多，醉酒
患者的家人来了，非但不感谢，反而质问医护
人员为什么不检查救治，让他们很是无奈。

董刚说，他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一
些醉酒者到医院后，不听医生的话，反而张口
大骂；有些严重的醉酒者呕吐在医护人员的
身上；有些甚至纠缠不停……总之，遇上醉酒
者，医生们都很头疼和无奈。

用心服务患者

急诊科副主任赵兴彬说，他们科室目前
每年的急诊量约两万人次，是医院的重要门
户和绿色通道，属于平顶山120急救站之一，
承担着大量的院前急救工作。目前，科室医
生都能熟练掌握相关的急救技术，急救水平
不断提高。近年来，在科主任姚玉川的带领
下，科室医护人员凭借着快速的反应能力和
高质量的综合急救能力，多次受到地方和部
队的表彰。作为急诊科医生，他们的首要职
责是治病救人。急诊科的工作环境也让科室
人员养成了一副好脾气，可以说是“打不还
手，骂不还口”。尽管如此，他们最希望的还
是得到患者及其家属的包容和理解。

“急诊科全天候承担着众多患者以及灾
害事故的紧急医疗救援任务。”赵兴彬说，多
年来丰富的经验、先进的设备和团结的精神
使急诊科在急、危、重病诊疗方面积累了丰富
和宝贵的临床经验，急救技术不断完善，成功
率不断提高。他们的责任是救患者于危难之
时，尽管平时又苦又累，但他们仍会不懈努
力，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用精湛的医术全心为
患者服务。

冲在救死扶伤第一线
——记解放军152医院急诊科

□本报记者 牛瑛瑛 实习生 李莹

我国基层医疗改革确定了基本方向：让
更多的基层老百姓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
务。如今，设在我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河南省
远程医学中心平顶山分中心，通过上联郑大
一附院，下联我市各县级医院的远程协作，
使这一图景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目前，借助远程医学中心，市第一人民
医院已经完成了疑难病例远程会诊500余
例，97%的疑难病人通过远程会诊在当地医
院完成治疗。

家门口就能看上专家门诊

家住市区的李阿姨，今年56岁，因患有
肾病进入市一院治疗。肾病是中老年人慢
性病的一种，但是李阿姨一家人一直打算让
她去省里的大医院治疗。不愿远途劳顿的
她觉得太麻烦，而且她听说，这类病的名医
号一号难求，即使赶到省里，当天也未必能
看上病。

数日前，得知河南省远程医学中心我市
分中心落户市一院的消息后，李阿姨提出了
远程会诊的申请。足不出市，她就顺顺当当

地挂上了郑大一附院肾内科的专家号，一番
会诊后，李阿姨被告知并无大碍，只需持续
药物治疗。

自去年起，我市远程医学分中心就在市
一院投入建设，目前已经和郑大一附院以及
多家县、乡、村医院建立协作关系。作为一
家每年门诊量百万人次，一年将近8万台手
术的公立医院，市一院通过发挥上下联动的
作用，让更多人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履行了公立医院的医疗责任。

让优质医疗服务更多百姓

市一院骨外三科主任陈炳灿是医院远
程医学中心投入使用后参与远程门诊的专
家之一。“远程医疗是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到基层的快速通道”，他说，通过远程门诊，

他能够为远在舞钢、鲁山等县区远程医学分
中心的患者看病，患者的医学影像资料也可
通过远程网络直接查看。“这种模式最大的
好处，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优质的医
疗服务，还不多花钱。”陈炳灿说。

不仅如此，市一院和郑大一附院以及基
层医院之间，建立了双向转诊、远程会诊制
度，有了这些之后，市区的病人就不需要大
老远跑到省城看病，县、乡、村的患者在当地
同样可以享受到同质化的服务。

据悉，我市远程医学分中心的远程医疗
平台启动后将为网络内的医院提供临床交
互式会诊、远程影像、病理会诊、病例讨论和
多专家会诊、双向转诊、远程培训等远程医
疗服务项目，让更多的危重症患者能及时
享受到与省会城市同质量的医疗资源。

河南省远程医学中心平顶山分中心：

远程医疗让更多患者留在基层

□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近日，做完微整形后，市民小杨
的皮肤竟出了问题，去专业机构咨询后得
知，原来是自己大意导致的。“微整形后，在
护肤方面要注意一些事项”，平顶山市博美
整形美容医院的专业人士提醒说。

据介绍，做完微整形后，首先必须加强
保湿，因为有些微整形项目会导致肌肤容易
干燥，另外术后肌肤的吸收力加强，此时保
湿更有利于肌肤抗衰老。一定要连续3天使
用保湿效果好的面膜，肌肤敏感的人，使用
的保湿面膜的成分越简单越好；其次必须全
面防晒，微整形术后的防晒霜要涂得比平时

厚一些，最好还能通过打伞更好地阻隔紫外
线；第三，不建议在术后立刻使用媲美微整
形效果的护肤品，因为目前大多数此类产品
不能保证是否会引起肌肤过敏，导致术后效
果不理想，可在肌肤的创伤恢复后再使用。
微整形术后可以使用具有表皮修复功能的
产品帮助肌肤更快恢复。

微整形后如何护肤？ 专业人士为你支招

□记者 范丽萍

本报讯 7月 9日，市医学会感染
病及肝病专业第二次代表大会暨学
术研讨会，在平安大厦会议中心三
楼视频会议室举行，国内肝病、传染
病领域知名专家及来自我市各个医
疗单位的 140 多名医护人员参加了
会议。

7 月 9 日上午 8 时许，现场座无
虚席。不少与会人员都对此次会议
表示关注，觉得这是一次对加强我
市整个感染病及肝病医疗团队建
设、提高科研水平的大好机会，为全
市从事感染病及肝病界研究的医务
人员搭建了一个相互学习、相互探
讨、相互交流、共同促进、共同提高
的学术平台。

会议经过致辞、换届选举、合影
留念等程序后，还特别邀请省医学
会肝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尚佳、省医
学会感染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余
祖江等多名肝病、传染病领域知名
专家就《门静脉高压及消化道出血
的诊治策略》《肝肾综合症及腹水的
诊治进展》《布鲁氏杆菌病的临床诊
治》等专题进行深入讲解。

“今天讲的内容很实用，都是一
些临床医生关注的热点及难点问
题，听了以后让人受益匪浅。”有与
会人员表示。据悉，会议持续到当
日下午5时。

市医学会举行
感染病和肝病
学术研讨会

改革追踪看落实改革追踪看落实
走近我市远程医学中心走近我市远程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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