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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一女子住院期间和
母亲发生冲突，以死相逼。在市妇
幼保健院西院区领导和医务人员
努力下，母女重归于好，女子康复
出院。记者昨日采访时，西院区党
支部书记张中民说，疫情期间，针
对出现情绪不稳定的病人及家属，
他们开展了耐心细致的工作，治病
又治心。

本月初，一未婚女青年怀孕7
个月，在母亲陪伴下来市妇幼保健
院西院区引产，医务人员很快对她
进行了妥善安排。当天下午6点，
护士刘晓丽在 4 楼一病房门口大

呼：“不要坐在窗台上，快点下来！”
值班医生刘展和夜班护士岳晓帆听
到声音马上冲进房间，见女青年坐
在窗台上哭泣，刘晓丽在不停劝
阻，岳晓帆冲上去拉住她，刘展跳
上床，一把抱住她，用尽全身力气
将她拖下来。大家详细询问才知
道，女青年的母亲不能接受她隐瞒
恋情未婚先孕，一直在数落指责。
女青年因失恋，加之母亲抱怨，感
到非常委屈，精神崩溃，产生轻生
的念头。

刘展一边安抚女青年，一边让
护士将其母亲带到医生办公室劝
说，同时把情况汇报给张中民。张
中民边往病房赶，边把情况汇报给

市妇幼保健院领导。院领导指示：
要千方百计稳住患者，化解矛盾，并
增派陪护力量，防止意外发生；有必
要的话，可以报警，请警方派专业人
员来处理。张中民赶到后，女青年
的母亲表示自己能处理好。但是，
等她一进门，女青年就情绪激动，再
次挣扎着要跳楼。

面对这种情况，张中民、刘展、
管床医生和景亚、护士岳晓帆、刘晓
丽等人决定先把母女隔离开，再分
别劝说。大家苦口婆心劝说3个多
小时，才让她们冷静下来。女青年
情绪仍显低落，为确保安全，他们迅
速电话通知已经下班的护士王相仪
前来，作为特护守护在女青年身

边。保卫科也采取了将该病房窗户
钉紧等措施，并对其他病房窗户逐
一排查，实施防护措施。张中民听
说女青年和她舅妈关系好，就打电
话邀请女青年的舅妈前来劝说。

女青年的舅妈来时已是晚上9
点多，身患糖尿病、饿得浑身哆嗦的
张中民见母女情绪基本稳定，交代
完注意事项才离开。王相仪等人留
下继续守护观察，一直到次日8点。

两天后，顺利完成引产术的女
青年和妈妈千恩万谢地离开了，走
时两人不好意思地说：“是我们不
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张中民说，可能是疫情期间大
家心理压力加大，近期遇到此类事

情不少。为此，市妇幼保健院西院
区一方面通过网络课程，培训医务
人员及孕产妇心理减压技巧，一方
面加大对门诊和住院病人、孕产妇
的心理疏导力度，治病又治心，使一
些突发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不久前，一名住在我市、外地口
音的青年女子来孕检，其老公不顾
劝阻，硬要闯过大门口的预检分诊
点，说要给妻子当翻译，并和在预检
分诊点的张中民及值守人员吵闹。
张中民等人对其耐心劝导，使男青
年认识到了错误。考虑到女子的实
际困难，等这位男青年配合完成体
温检测后，张中民破例同意其陪同
孕检，一场矛盾化解于无形。

疫情期间有患者情绪不稳

市妇幼保健院西院区医务人员治病又治心

□记者 娄刚

本报讯 近日，一女性患者突发
背部疼痛以及双下肢麻木，短短两
个多小时症状加重，竟从脚麻发展
成双下肢瘫痪。市一院医生判断
其为椎管内髓外出血、压迫中枢神
经所致，为其实施椎管内血肿清除
椎管减压并椎管内探查手术，成功
拆除了压迫脊髓的“炸弹”。

患者徐某今年53岁，日前因突
发背部疼痛，双下肢麻木、不自主
抖动，病情进行性加重至市一院就
诊。入院后在完善检查过程中出
现了脐部以下肢体躯干感觉丧失，
随即送该院ICU治疗。经进一步脊
柱影像检查发现其经胸椎交界区
椎管内血肿样信号，相关节段脊髓
严重受压。

该院神经外二科主任付卯宏
前往会诊，查看病情后考虑患者系
脊髓损伤，已造成严重神经功能障
碍，且有继续恶化的风险，如不及
时救治，患者很快就会四肢瘫痪，
这对其和家属来说将是一个巨大
的灾难。 只有马上进行手术减压
并找出出血原因，才有挽救神经功
能的机会。

拆除压迫脊髓的“炸弹”势在
必行，但拆除“炸弹”也必将面临
巨大的风险。医疗团队与患者家
属沟通后，由付卯宏主刀，王世
城、郭伟旭、王新伟医师协助，同
时在放射科及手术室的积极配合
下，为患者进行全麻下椎管内血
肿清除椎管减压并椎管内探查手
术。手术进展顺利，仅用两个小
时就为患者清除了血肿，解除了
脊髓压迫。患者麻醉苏醒后立刻
觉得背部疼痛改善，术后 36 小
时，患者双下肢肌力由术前 0 级
恢复至 2 级，目前在神经外二科
病房继续治疗中。 逐渐康复的
徐女士和家人异常高兴，对治疗
效果非常满意。

据付卯宏介绍，椎管内硬膜
外血肿的特点是起病急、病情进
展迅速，若处理不及时，极易造成
脊髓神经功能的不可逆损伤，甚
至危及生命。早期手术治疗是决
定预后的关键，可以最大限度保
护神经功能。一旦确诊，外科手
术是唯一有效的方法。而且，由
于脊椎手术存在一定的特殊性，
只有操作极致精准才能保证手术
的顺利进行。目前市一院神经外
二科开展的显微微创手术已较为
成熟，对该类疾病能达到良好的
治疗效果。

患者突发背痛下肢瘫痪

市一院医生
妙手“拆弹”

小细节，可养生，“梳头百遍，
病少一半”就是民间流传的养生
小细节之一。人们相信每天梳头
100 下，除了能美发之外还能健
脑，这是真的吗？

“梳头确实能刺激皮肤，放松
心情，缓解焦虑，适当梳梳没问
题。”不过，神经医学专家刘新通
指出，请勿将梳头作为健脑之法，
最怕因此错过真正的护脑知识。

说法1：多梳头可美发？
解惑：小心刺激皮脂腺

除了光头人士，大多数人每
天梳头，只是梳发次数有多有
少。养生保健爱好者多认为，“每
天梳头100下”并非准确数值，只
是表明“要多梳头”。

不少美容栏目、时尚杂志有
教“每天梳头100下，可美发”，理
由是梳头可以帮助清理头皮、发
丝上的脏东西，还能刺激头皮，让
头部血液加快流通，因此头发能
更健康地生长。

专家指出，梳头可清洁、顺发
不假，但过分强调这一点，往往会
导致梳头者过度刮梳头皮，导致
角质层过快、过多脱落，反而损伤
了头部皮肤的屏障。

其次是多梳头能刺激头皮不
假，但最先受到刺激的是毛囊、皮
脂腺，从而刺激油脂分泌，尤其是
油性皮肤者，更不建议过多梳头。

此外，头部血管，哪怕是毛细
血管，都在角质层、颗粒层、有棘
层、基底层等下面，在众多角化细
胞的保护下，梳头这一动作，如非
过度用力，并不能真的刺激到它，
也就谈不上促进血液加快流通而
养发了。

说法2：多梳头可健脑？
解惑：可以放松调节，
但无法直接加速血液循环

健脑是除了美发之外，人们
对于“每天梳头100下有益健康”
的另一大期望，不时有人引用《延
寿书》的说法：“发多梳，则明目去
风……”

相信的人认为，多梳头，刺激
头皮，舒张血管，可防治偏头痛，
血管性、神经性头痛等；多梳头，
可反复按摩、刺激头皮，促进颅内
血管扩张，加快头部血液循环，改
善颅内供氧，因此可延缓脑细胞
老化、促进脑功能，健脑又防衰；
多梳头，可反复按摩、刺激末梢神
经，经过皮质传递，还能调节脑神
经功能等。

专家指出，血管并不像人们
想当然的长得那么浅表，梳头刺
激的是皮肤表层，真的谈不上直
接加速血液循环，“进行了有氧运
动，心跳加速了，血液循环才可能
加快。”刘新通说。

不过，并不是说梳头没用，事
实上，梳头确实能刺激到末梢神

经，就像身体其他部位痒了、紧
绷了，用手指揉搓、用梳子梳刮，
神经有感知，也能止痒、放松一
样，但这种放松、调节只是暂时
的。

事实上，中医确实有按摩头
皮、鸣天鼓等按摩保健手法：两手
掌心紧按两耳外耳道，两手的食
指、中指和无名指分别轻轻敲击
脑后枕骨，然后掌心掩按外耳道，
手指紧按脑后枕骨不动，再骤然
抬离。鸣天鼓确实容易让人神清
脑爽。

此外，还有头皮针治疗法，通
过针灸刺激头部特定部位，是需
要执业中医师规范进行的有创疗
法。

科学护脑有三招
刘新通认为，人们重视脑保

健是好事，通过多梳头期望达到
健脑效果，在他看来，一是预防脑
卒中，脑血管不堵塞也不出血；二
是脑功能要好，预防脑萎缩和功
能退变。“这两点，不是梳梳头就
能做到的，需要真正科学护脑。”
刘新通说。

第一招：避免脑损伤的危险
因素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房
颤、吸烟、酗酒、超重或肥胖、熬
夜、久坐不运动、睡眠紊乱、失眠、
焦虑、抑郁等，都算得上是“埋”在
脑功能保健路上的“雷”，临床医
生甚至认为，这些“雷”九成可以

排除，从而预防脑卒中，也就拒绝
脑损伤导致的功能障碍，脑自然
健康。

第二招：提倡适当保健护脑
饮食方面，建议多样化，提倡

清淡均衡的地中海饮食，预防肥
胖，可延缓脑退化速度。

人体内B族维生素充足，对
神经细胞有好处，可让其能量
充沛，缓解忧虑、紧张；反之，导
致应对压力的能力衰退，甚至
引发神经炎。维生素 B 来源广
泛，比如豆类、糙米、牛奶、家
禽、瘦肉、蔬菜等。长期抗生素
治疗者尤其要小心 B 族维生素
缺乏。

海鱼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多
的食物，可适当多吃，当中的ω
3~ω6营养素，对脑认知能力有好
处。

运动是除饮食之外的护脑保
健办法，可活跃血管内皮功能，增
加血管保护因子，经常运动者的
脑卒中风险可比缺乏运动者低
25%~30%。

第三招：定期做脑部检查
脑部疾病损害脑部功能，早

期发现及早治疗，可最大限度保
障脑功能。推荐做好基础脑功能
检测，有上述危险因素者，尽量定
期做脑血管、脑功能测试，了解脑
的认知能力、计算能力、反应能力
等功能的异常变化，及时治疗处
理。

（健康）

每天梳头100下
可美发健脑？

科学护脑记住这三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