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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娄刚

本报讯 近日，市中医医院儿科接
连收治两位气管卡进异物造成危险的
孩子，该科通过支气管镜异物取出术
成功帮助他们脱险。据了解，这类手
术以前都要到省级医院做，2018年该
科引进先进的儿童电子支气管镜，该
科医护人员对这项手术的掌握已经非
常熟练，我市遭遇类似意外伤害的儿
童再也不用跑远路求治了。

10月20日凌晨3点多，叶县1岁2
个月的女童小美（化名）由当地医院紧
急转入市中医医院儿科。由于在小美
气管内发现异物，当地医院缺乏治疗
设备，故转入该院求治。主管医生赵
创奇和护士陶娟为小美实施了支气管
镜下异物取出术。手术过程中，因异
物体积较小、易碎，医护人员格外谨
慎，细心地操作两个小时，最终将异物
完全清除干净。取出的异物是一粒小
花生米，家长回忆说，孩子年龄小，并
未喂食过此类食物，有可能是孩子自
己吞入的。

10月19日，市区一11岁男孩小明
（化名），因“反复咳嗽十余日”被家长
送往该科求治，入院后进行CT检查提
示“右肺支气管内有异物影”，赵创奇

和陶娟马上安排小明做电子支气管镜
检查，镜下清晰可见患儿右肺支气管
内有异物，于是立即进行支气管镜下
异物取出术。很快，一枚10mm×8mm
异物被取出，大家这才发现，异物竟是
一枚小小的塑料积木。据家长回忆，
患儿曾和弟弟一起玩塑料积木，其间
误吸入塑料积木数枚，当时咳出了部
分，没想到还有残留，并成为引发孩子
咳嗽的凶手。

据市中医医院儿科主任胡香玉介
绍，气管、支气管异物是临床常见急
症，多发生于儿童和青少年，异物可存
留在咽腔、喉部、气管和支气管内，引
起声嘶、呼吸困难、慢性咳嗽、肺不张
及阻塞性肺炎等，治疗必须及时，否则
后果严重，甚至会出现生命危险。

在儿童气管内取异物风险较大，
因此儿童电子支气管镜异物取出术在
我省开展普遍较晚，2018年，市中医医
院儿科派医生赵创奇、护士陶娟赴开
展此手术较早、国内水平较高的山东
省齐鲁儿童医院进修，并于同年引进
了目前世界上较先进的儿童电子支气
管镜，开展了支气管镜检查术、肺泡灌
洗术和异物取出术，至今已成功实施
76例，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据赵创奇介绍，为3岁以下幼儿

实施异物取出属于四级手术。他说：
“异物的性质不同可能会给手术带来
一定的风险，如果异物易碎，就会给医
生的操作带来困难，如果伤及气道壁
或其他组织，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对
我们来说，一要技术娴熟，二要做好预
案。”

赵创奇说，上述两例病例的发生，
对于家长有很强的警示作用，气管异
物防不胜防，需要提高警惕。根据过
往的经验，他提出了4点建议：儿童吃
东西时一定要保持安静，哭闹、大笑、
边吃边玩等都会增加食物呛入呼吸道
的机会；3岁以下的孩子要避免食用坚
果、果冻等食物；选择没有小零件的玩
具及物品；如果孩子吃东西时呛到了，
当时没有明显不舒服，建议最好到正
规医院进行检查，排除呼吸道异物的
可能。

一旦明确儿童发生异物呛入气
道，家长不能存任何侥幸心理，应该立
即送到医院诊治，因为儿童气管异物
自然咳出的机会很小（异物可以自然
咳出，但自然咳出的病人有可能会有
异物残留），只有在医院专业的医疗条
件下，用喉镜或气管镜才能取出异物
而避免异物残留。家长必须认识到及
时治疗的重要性，万万不可贻误时间。

花生米卡住1岁幼儿气管

市中医医院
儿科电子支气管镜助其脱险

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
养蚕业的兴起，一些热爱养
生保健的人兴起服用僵蚕
养生之风。虽说僵蚕是一
味中药，但自行服用并不安
全，10月17日，鲁山县41岁
的许先生在服用了自家养
蚕厂的僵蚕后，出现了恶
心、呕吐、双上肢震颤等中
毒症状。

当天傍晚7时许，许先
生在当地医院洗胃后转入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以
下简称市一院）重症医学科
治疗。入院时，因中毒导致
锥体外系症状，他意识模
糊、言语含糊不清、双上肢
持续震颤，伴恶心、呕吐。
经过3天的治疗后，许先生
终于意识转清。

10 月 25 日，笔者在市
一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刘宏
处了解到，许先生病情稳
定，已经转入普通病房进行
康复治疗。刘宏介绍，僵蚕
作为一味中药，需要在临床
合理用药的前提下对症下
药；如果自行按照未经求证

的偏方服用，僵蚕体内可能
含有的毒素将会引起中毒
性脑病及变态反应性脑病，
其主要表现就是锥体外系
症状，如四肢震颤、走路不
稳、抽搐、昏迷甚至死亡。

“中医在使用僵蚕入药
时需充分问诊，严格控制处
方剂量；另外，僵蚕的炮制
方法也与其毒性有关。”笔
者在市中医医院了解到，僵
蚕中毒原因复杂，既有人为
因素，也有僵蚕自身因素。
人为因素包括劣质僵蚕、变
质僵蚕、炮制不当等；僵蚕
自身因素与其所含化学成
分如草酸铵、特异神经毒
素、白僵菌素、蛋白质等导
致神经毒性和过敏反应有
关。

目前，市场上并没有僵
蚕的正规销售渠道，但在网
上却可买到。需要提醒的
是，市民若没有中医药基
础，不要随意相信偏方养生
的说法，服用僵蚕等虫体类
中药要谨慎遵医嘱服用，切
忌自行用药。 （李莹）

为养生自行试偏方
41岁男子服用僵蚕中毒

□记者 牛瑛瑛 通讯员 张晓丽

本报讯“我腰疼、我头痛、我刀
口还疼……”我们经常听到这些声
音，没有就医，没有诊治，有的只是对
疼痛的麻木和忍耐。为提高人民群
众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增强防病
抗病意识，10月 19日-25日，宝丰县
医疗健康集团人民医院院区举办连

续一周的镇痛周公益义诊活动（如
图 张晓丽 摄）。

义诊现场，针对患者的不同症
状，医务人员为患者免费诊治，认真
检查，给出合理的治疗方案，引导患
者正确认识疼痛、重视疼痛。

据了解，截至10月25日，本次义
诊为多名疼痛患者免费提供了疼痛
评估和治疗。在镇痛周期间，在康复

疼痛科门诊就诊免收挂号费。同时，
该院发放康复疼痛健康知识资料
230 余份，受到广大群众的高度好
评。

据该院康复疼痛科主任王延宏
介绍，开展本次镇痛周义诊，旨在让
更多患者知道，疼痛不只是一种症
状，而是一种慢性疾病，应当及早进
行专业的治疗。

宝丰县医疗健康集团举办镇痛周义诊活动

本报讯 10月 19日，平
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以
下简称总医院）消化内科、
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紧密
协作，成功为97岁高龄老
人实施食道异物取出术，解
决了患者进食困难的问题，
目前患者状态良好。

据了解，10月17日，97
岁高龄的李老先生在与家
人吃火锅时，突然出现吞咽
伴梗阻感。起初家属及老
人并未在意，两天后，老人
梗阻感仍未消失、进食困
难，家属遂将其送至总医院
急诊科。

因老人有既往食管癌
病史，曾在总医院治疗。经
消化内科医生分析，食管癌
患者进食过硬、过大块食物
时也容易造成卡顿，考虑是
食道异物，建议行食管异物
取出术。麻醉与围术期医
学科第一时间响应，立即安
排人员为老先生做术前准
备。术中，通过胃镜可清楚
看到患者食管内卡顿的是
类似“蘑菇”样食物。手术
团队反复多次终于将异物
套取后缓慢拖出体外，再次
进镜观察食管无活动性出

血及穿孔。
总医院消化内科医生

提醒，上消化道异物是指在
上消化道内不能被消化且
未及时排出而滞留的各种
物体，是临床常见急症之
一，若处理不及时，可能造
成消化道梗阻、消化道穿
孔而引发严重并发症。与
传统外科手术相比，内镜
处理具有创伤小、并发症
少、恢复快、费用低等优点，
兼具诊断和治疗的双重价
值。

总医院消化内科提醒
市民在生活中一定要提高
防范消化道异物的意识，养
成良好的进食习惯。家中
有孩子或是中老年人以及
配有假牙、脑梗、脑出血或
喉部疾病人群，进食带刺的
鱼或有骨头、有核的食物
时，一定要细嚼慢咽，有条
件的可在家人及陪护人员
监督下进食。消化道异物
救治是越早越好。如不慎
有异物卡住喉咙或气管，应
就近尽快前往正规医院诊
治，越早取出异物恢复就越
快，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李莹）

总医院多学科合力为
97岁老人取出食管异物

近日，一脊髓型颈椎病导致四肢不能活
动、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家属把一面锦旗送给
鲁山县人民医院康复科的医护人员，感谢他们
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治疗，让患者日常生
活能够自理。 刘海军 摄

锦旗答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