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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很多幼儿家长都有
过类似的经历：孩子夜里突然发
高烧或者呕吐、腹泻，诊所和医院
门诊都关门了，咋办呢？去医院
要到病房四处找医生，在家熬一
夜又担心孩子病情加重。近日，
市中医医院儿科传来一个好消
息：该科特别开设一个儿科急诊
室，24小时接诊患儿，幼儿家长
可以不必再担忧了。

夜班医生5小时接诊
54名患儿

为了探访儿科急诊室夜间的
情况，1月 5日晚 9点半，记者来
到了市中医医院门诊楼3楼儿科
急诊室。急诊室外的候诊椅上坐
着不少抱着孩子的家长，急诊室
内有6名患儿正在等候就诊，由
于一名患儿至少有两个大人陪
着，诊室里就显得格外拥挤。值
班医生赵艳超正忙着为患儿听
诊、看嗓子、询问症状，然后敲击
电脑键盘开检查单或处方。

刚为一名患儿开了药，又一
名男子将孩子刚拍片子的检查单
递了过来。赵艳超在电脑上查看
片子后，对男子说：“肺部两边都
有阴影，初步诊断是肺炎，准备住
院吧。”

来自叶县县城的一家人带着

一名6岁发高烧的患儿来就诊，
母亲手持刚出来的血检化验单递
给了赵艳超。“孩子是甲流（甲型
流感），先吃奥司他韦，看是否有
效，如果症状减轻，继续吃，如果
症状加重，尽快来医院。”赵艳超
一边叮嘱，一边又询问孩子的详
细家庭住址，因为按规定甲流要
登记上报。

一直忙到夜里10点半，接诊
完这一拨儿患儿，赵艳超才有机
会抬头和记者说话。“晚上也这么
多病号？”记者忍不住说。“这还算
少的呢，一般前半夜来的比较多，

后半夜会少一些。”赵艳超查了查
挂号单，自从下午5点半她接班，
已经接诊了54名患儿，这还不包
括两个家长来咨询的。而自从
2019 年 11月 1日，儿科急诊开设
以来，她值夜班最多一次接诊了
135名患儿，可以说连喝水、上厕
所的时间都没有。

赵艳超说，为配合急诊室的
夜间服务，该科安排医生和护士
轮流值夜班，患儿来了可以输液、
打针取药，也可以做血常规、流感
抗原、支原体等检查，也可以拍胸
片和CT。

24小时急诊方便患儿
和家长

市中医医院儿科主任胡香玉
说，儿科开设急诊是很有必要
的。第一，有些儿科疾病发展得
比较快，需要及时就诊；第二，随
着现代生活和工作节奏的加快，
有些家长特别是行政事业单位的
工作人员白天没有时间，常利用
下班时间或夜晚带孩子来院就
诊，这也是为了满足不同患儿和
家长的需要；第三，恰逢甲流进入
高发季节，来院就诊的患儿增多。

鉴于上述原因，2019年11月1
日，该院儿科率先在全市开设了
儿科急诊，24小时为患儿提供诊
疗服务。截至目前，该院儿科急
诊是全市第一家。

该科统计显示，自2019年 11
月 1日至2020年1月2日，儿科急
诊就诊人数达 12495 人，穴位贴
敷 13347人（包括普通门诊），输
液6700人。其中，2019年 12月9
日，该科门诊和急诊共接诊患儿
1070人，创下该科日接诊患者数
历史新高，这对地市级医院的儿
科是很少见的。

胡香玉说，随着儿科急诊患
者的增多，儿科将考虑加派医护
人员，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能力
和水平，更好地为急诊患儿服
务。

孩子夜里发高烧怎么办？别急，这里有24小时急诊室

市中医医院儿科急诊为患儿及家长排忧解难

□记者 牛瑛瑛 通讯员 董欠欠

本报讯 记者昨日采访获悉，近日，
宝丰县人民医院顺利通过市残联小儿
肢体（脑瘫）康复及肢体（成人）康复验
收，被市残联确定为两类康复患者的二
级机构。

据了解，该院被平顶山市残联定为
宝丰小儿肢体（脑瘫)康复和肢体（成
人)康复二级机构后，康复医学科、儿科
一区、儿科二区和儿科重症几个科室密
切协作，通过健康讲座、国家政策宣讲、
全院医务人员和乡村两级医生培训等
方式，使患者及家属了解国家的救助政
策，坚定康复的信心。目前，此类患者
已全部在县残联登记备案。采取多种
宣讲措施的目的是做到发病早识别、早
诊断、早治疗，力争使患者早日回归家
庭、融入社会。

截至目前，该院已服务肢体（脑瘫）
康复患儿180人次，门诊康复患儿20人
次。★

宝丰县人民医院
顺利通过小儿肢体
（脑瘫）康复及肢体
（成人）康复验收

当结核杆菌侵入人体后并不一定
都会发病，若机体抵抗力强、细菌数量
少、毒力小，就能将结核杆菌包围或消
灭，可不发病，这时候虽然结核菌素试
验为阳性，然而肺部X检查正常，也无
肺外活动性结核，称为结核感染。若结
核杆菌侵入人体数量比较多、毒力又
大，而被感染者抵抗力弱，不能将结核
杆菌消灭，反而不断繁殖，使人体各器
官或组织出现病理损害，形成活动性病
灶，从而出现一系列结核中毒症状，比
如，低热、咳嗽、咳痰、咯血、胸痛、逐渐
消瘦等，在临床上称为发病。

另外，从结核杆菌感染到机体发
病，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过程。95%
以上人群感染结核菌后不会发病，但呈
现过敏反应，即结核菌素试验阳性的健
康人，只有少数人发病。自感染到发病
的时期（即潜伏期）长短不等，有的感染
后不久就会发病，有的要到多年以后才
发病。随着诊断标准、社会条件的改
变，年发病绝对数可能会改变，但感染
后最初几年发病多、以后逐年降低的这
种趋势不会改变。

结核病的发生主要取决于两个环
节：一是结核杆菌的致病能力；二是人
体的防御和免疫力。人体的免疫力取
决于营养健康状态和遗传因素等。营
养不良者和糖尿病患者容易患结核
病。青春期是结核病的好发年龄，但是
近年来发现，老年人由于身体免疫力降
低，发生结核病的概率也有所增加。另
外，由于艾滋病患者免疫力低下，结核
病发病率明显升高。

总之，受结核菌感染者绝大多数不
会发病，只有极少数人因为感染特别严
重或在身体抵抗力降低的情况下才会
发病。

（市第三人民医院 韦旭）

被结核菌感染
就一定会发病吗

在市中医医院儿科门诊输液室，护士在查看患儿的输液情况。

1 月 3 日，在市妇幼保健院
婴儿洗浴中心，医护人员在查看
元旦新生儿的体质情况。当日，
记者从市妇幼保健院了解到，元
旦当日有 16 名宝宝在该院东、
西院区顺利出生。据介绍，在这
些“元旦宝宝”中，二孩占四分之
一，他们的到来给多个家庭增添
了新年别样的喜悦。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元旦宝宝”
扎堆出生

结核病防治专栏

我们常常由于手部血液不
畅，出现手麻，往往休息一会儿后
就可缓解。但是，如果出现持续
性或间歇性手麻症状，可能是某
种疾病发出的信号。

颈椎病

颈椎病是引起人们手麻最常
见的疾病，尤其是长时间久坐不
爱运动、坐姿不标准的人群最易
出现。他们经常对着电脑、手机，
导致颈椎间盘突出或关节增生、
肥大。当这些突出的颈椎间盘等
压迫到颈部神经时，就会出现手
麻、手疼、肌肉酸痛等症状，严重
者还会出现活动障碍。一般可通
过颈椎正侧位X光片确诊。

腕管综合征

腕管是由腕骨和屈肌支持带

组成的骨纤维管道；手腕的中间
位置有一根叫“正中”的神经，支
配着人体的手部运动和感觉。当
正中神经在腕管内受压，就可引
起手麻，即腕管综合征，它是最常
见的周围神经卡压性疾患。典型
表现是拇指、食指、中指、腕部、手
掌面出现麻木、疼痛，或伴有手指
不灵活，偶有持物突然滑落。严
重者可出现肌肉萎缩，甚至间歇
性皮肤发白、指尖坏死。一般可
通过神经传导和肌电图检查，了
解神经压迫的严重程度，同时排
除其他周围神经性疾患的可能。

糖尿病

糖尿病患者如果病情没有得
到有效控制，往往长期处于高血
糖状态，导致人体某处或多处神
经系统病变，从而影响人的感觉、

运动等功能。糖尿病神经病变主
要分3种：周围神经病变、植物神
经病变和中枢神经病变。手麻往
往考虑周围神经病变。因此，出
现手麻的糖尿病患者应接受正规
治疗，定期监测血糖，把血糖控制
到正常范围内，并在医生指导下
服用药物，缓解症状。

末梢神经炎

这是一种由感染、中毒、代谢
性疾病影响引起的炎性表现。除
了出现手麻症状外，还可能存在
疼痛、感觉障碍、肌肉无力等。该
病进程慢，恢复也慢，所以当出现
上述症状时，应及时在专业医生
的建议下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

脑卒中（中风）

中风人群的肢体麻木或无力

是突发突止的，无时间特点，随时
可能发生，而且会进行性加重，但
多不伴疼痛。通常是一侧面部、
手臂、手指突然麻木，还可能会嘴
歪斜合不拢、流口水等。因此，如
果患者面部出现口角歪斜、双臂
抬高平举时一侧无力下垂，或是
说话口齿不清，应及时拨打 120
紧急就诊。

更年期综合征

一些进入更年期的妇女有时
也会出现手麻，这主要是和年龄不
断增加，人体机能不断退化有关。
不过，一般情况下这种手麻会随着
更年期的结束而消失。但若手麻
症状一直没缓解，需在医生建议
下，进行颈椎片、肌电图等检查，全
面筛查心脑血管疾病，预防高血
压、高血脂、高血糖。 （袁宝玉）

手麻不见得是颈椎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