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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健康关注

□本报记者 牛瑛瑛 通讯员 王大钢

在防疫阻击战中，有这样一群身着白衣
的战士，他们和医务工作者一样，尽职尽责，
一直坚守在抗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线上，守护
大家的健康、安全，他们就是新华区人民医院
司机班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说：“疫情防控
人人有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为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出了一份力。”

救护车司机是最早接触患者的人之一。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医院用车需求量
大大增加，除了日常接诊外，往返医院与社
区、隔离医学观察点转运新冠肺炎密切接触

者，是司机班任务中最重也是最危险的工
作。该院司机班一共3个人，在这场防疫工
作中，他们主要负责新华区发热患者及密切
接触者的接送、隔离医学观察点人员物资运
输及医院后勤物资保障等任务，司机班全员
24小时待命，随叫随到。

按照发热患者的规范转运流程，救护车在
做到一车一用一消毒的前提下，一趟一趟地疾
驰在医院与社区、隔离医学观察点之间，只为
把患者安全转运到隔离救治点。不论多晚，不论
要转运多少趟，司机班始终毫无怨言，一直默默
付出，疫情期间，忙到凌晨四五点是常有的事。

“我们出去接诊、转运发热人员及密切接

触人员，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坚守一线
是我们的职责。”司机张垒说。

今年48岁的张垒是一位老司机，自疫情
发生以来，吃住在医院，白天黑夜连轴转。有
一次晚上11点多转运留观者，下着雪刮着大
风，张垒下车开隔离点铁皮防护门的时候，由
于风大，两个门挤在一块，把他的左手食指都
给挤破流血了，他强忍着疼痛，继续开车。陈
军涛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他妻子说，孩子每次
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妈，爸爸呢？”

“防护服我每次穿上一会儿都感觉很闷
热，医生护士穿着它要连续工作六七个小时，
那得多辛苦。特殊时期，能为疫情防控作点

贡献，我们都感到十分自豪。”司机张珂说。
截至目前，司机班接诊、转运发热病人及新冠
肺炎密切接触者180余人次。

在保证医院接诊、转运患者等工作正常
有序进行的同时，司机班还积极配合新华区
政府奔赴郑州、许昌、南阳等地采购急需的各
类防护用品。为确保抗疫一线人员能有防护
服穿，有口罩、护目镜戴，有酒精、84消毒液
用，他们说：“在路上，只为我们要守护的人！”

司机班全体工作人员也像临床一线医务
人员那样冲在最前线，默默干好自己的工
作。他们做的是最平凡的工作，贡献的却是
不平凡的力量！

方向盘上的担当和使命
——新华区人民医院司机班的战“疫”故事

□记者 娄刚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平煤
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在正面
抗疫的同时，也对病区垃圾处理等作了周
密部署，特别是感染科的工作在疫情期间
风险增大，对全局也更加重要，该科员工共
清理高危垃圾1039公斤，为总医院打赢新
冠疫情防控战作出了特殊贡献。

据感染科主任张国栋介绍，今年1月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开始以来，感染科全体干
部职工立即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尤其是疫情严峻的2月，感染科紧急组
建了临时隔离病房，2月5日开始收治发热
和CT影像异常留观人员。感染科保洁员因
小区封闭无法到岗，四个病区的高危医疗
废物及生活垃圾无人清运，卫生保洁工作
陷入瘫痪，严重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和员
工的健康安全。危难之际，后勤班长、共产
党员贾现民主动请缨：“我是党员，我来
干！”每天傍晚时分，贾现民冒着危险身着
防护服，在党支部书记魏志红、感染科护士
长崔立新及隔离病区护士长朱可玉三位党
员的协助下，清运隔离病房高危医疗废物
23天，共清理高危垃圾469包1039公斤。

隔离病区收治留观人员后，出、入院周
转率非常高，为切断通过被服传播病毒途
径，确保留观人员及医护人员的安全，洗衣
房班长陈小玲每天为隔离病区更换被服10
余套，消毒清洗隔离病区医护人员衣物50
余件。她还主动承担了隔离病区所有人的
送餐工作，保证了留观及医护人员的饮食
安全。截至目前，她共送饭 1392人次，清
洗、更换被服及衣物1886件。

隔离病区氧气消耗非常大，服务组职
工董发旺不分昼夜随叫随到，及时送氧气
到隔离病房，在保证全科病人安全用氧的
前提下，确保了隔离病区人员的安全医
疗。董发旺还承担了院内消杀工作，平时
每天至少两次，遇到特殊情况随时消杀处
理，共进行消杀96次。

这里还有一条抗疫战线

总医院感染科处理
高危垃圾千余公斤

防疫期间居家隔离，除了吃饭睡觉，玩
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也成为居家必备项
目。“虽然手机、电脑等智能产品给我们生活
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丰富了我们的娱乐
方式，但是也要坚持适度原则，尤其是关灯
玩手机更加不可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康复医院头颈康复中心主任、眼科主任王
霞提醒。

摸黑玩手机或导致失明
“摸黑玩手机会导致青光眼，甚至失

明。这绝非危言耸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康复医院头颈康复中心眼科医师刘力
苇说，在昏暗的光线下用眼，会造成瞳孔长
时间散大，堵塞眼内液体循环流通，导致眼
压升高，青光眼急性发作，持续的高眼压可
给眼球各部分组织和视功能带来损害，造成
视力下降、视神经损伤和视野缩小，如果不
及时治疗，甚至可能导致失明。

哪些人群具有“青光眼体质”呢？刘力
苇表示，有4类人群更易患上青光眼。

一是脾气暴躁的人。一些人常常保持
暴躁的情绪，情绪不稳定往往会导致眼压不
稳定，长此以往便会诱发青光眼。二是40
岁以上的女性。由于40岁左右的女性逐渐
步入更年期，因此情绪多变，而这些都是“青
光眼体质”的表现，情绪变化幅度太大，容易
导致眼压急剧升高，诱发急性青光眼。三是
过度用眼者。眼睛跟大脑一样每天需要休
息，然而，上班面对电脑，下班玩手机，这样
的用眼习惯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从而导致

青光眼找上门。四是高度近视患者。他们
可能会因为近视性眼球的扩大和视乳头的
伸展，导致筛板和视乳头旁巩膜的薄化，高
眼压压迫视神经，致其逐步萎缩，视野随之
逐渐丧失致盲。

说到青光眼的具体症状，王霞指出，除
了眼睛胀痛、眼压升高，青光眼患者还伴有
其他症状。如恶心呕吐，眼疼眼胀；视野变
窄，视力减退；虹视，即看灯光时在其周围出
现七色的彩圈或晕轮，类似夏天雨过天晴后
空中的彩虹。

简单动作可自测眼压
疫情期间，如果出现眼睛胀痛，在身边

没有眼压计的情况下，怎样判断眼压是否增
高了呢？王霞展示了一个小方法：“指测
法”——一个简单的动作可以自测你离青光
眼有多远。

“指测法”即用两根手指，只需两步，就
能自测眼压究竟有没有过高。当闭上眼睛，
用食指轻轻触碰眼球时，感觉一下眼球波动
感：如果跟嘴唇一样的软度，那么眼压就是
正常的；如果跟鼻尖一样的硬度，那么眼压
已经呈轻到中度升高趋势了；如果碰起来
像额头那么硬，那么眼压就已经很高了。通
过这个自测的小方法，可以粗略地判断眼压
到底正不正常。当然，如果感到明显不适，
还是需要看医生。

还需要提醒的是，人的眼压并不是一个
恒定不变的数值，一天中不同的时间不完全
相同，不能单凭一次眼压测量值就判断病情

或确定诊断。

如不幸患上青光眼
日常生活中应注意啥

王霞指出，青光眼是一种终身性疾病，
特殊时期，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稳定的情
绪，精神压力大、思虑过多、生闷气或大发脾
气，均易诱发急性青光眼。

“不要过度用眼，要避免在黑暗中过度
用眼看一个光亮点。”在刘力苇看来，平时看
手机时最好调整手机屏幕的对比度，使亮度
和色泽尽量柔和。有可能的话应在房间开
一盏低亮度的背景照明灯，缓和一下屏幕和
背景环境间亮度的差距。持续看手机时间
尽量不要超过20分钟，要有意识地眨眼，注
意给眼睛“减负”。

此外，对于青光眼患者来讲，喝水也是
个大学问。要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水要少
量分次喝，晚间尽量减少饮水量，防止诱发
青光眼。

两位专家建议，对于急性青光眼患者，
在做好自我防护的情况下，需要及时到眼科
就诊，降低眼压，以防视功能损伤。对于已
经明确诊断的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者需
按时用药，疫情期间可实行网络问诊，择期
到医院就诊。

需要注意的是，新冠病毒可感染眼部结
膜，进而可能引起肺部感染，青光眼患者特
别是需要长期点用药物的患者需要严格注
意手卫生。

（于紫月）

居家隔离
别摸黑玩手机

小心诱发急性青光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