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呼一吸过一生”，呼吸是延续生

命的重要“ 关口”。 每年冬季，是上饶市人

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最忙碌的时

候， 而随着近期奥密克戎病毒的迅速传

播， 让该科的医护人员在繁忙的工作之

上迎来巨大考验，然而，无论当下何种境

遇，他们从未有过退缩，身着防护服，用

平凡之躯守好群众“ 生命关口”。

“ 今天晚上需要

2

名医生值班。 ”“ 我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 今天晚班交给我

吧！ ”“ 我没问题，随时待命。 ”……科室群

从

2022

年

12

月底来， 这样的对话每天

都能看见。“ 近期医院的阳性患者急剧上

升，科室在医院的协助下，第一时间整合

资源和力量，将原本的

1

个普通病区和

1

个

ICU

病区扩张为

3

个普通病区和

2

个

ICU

病区，床位也增至

160

张。 ”该科副

主任秦鸿告诉记者 ：“ 病区已经住满了

人，而且许多患者症状比较重。 为竭尽全

力保障群众就医需求， 近期科室全员取

消假期坚守岗位，不分上班还是下班，只

要人手不够，大家都会主动顶上。 ”

作为其中一病区的负责人， 秦鸿以

院为家，日夜坚守在“ 战场”。

2022

年

12

月

22

日，感染病毒的他在退烧后的第一

时间，便返回岗位，参与科室管理、会诊、

手术操作等， 每一天都排的满满当当。

“ 那么多的患者需要我们， 我们不能退

缩。 ”秦鸿说，高强度的工作让每位医护

人员身心俱疲，每个人都在咬牙坚持，始

终没有一声抱怨。“ 这些天我们相互鼓

励、坚持，穿上这身白大褂，就是扛起了

守护生命的责任。 ”

1

月

6

日早上

9

点，监护仪突兀的报

警声打破了暂时的宁静， 危重患者的血

氧饱和度突然降低了， 医护人员立即冲

进病房，“ 抢救战”一触即发，直到患者的

各项指标总算稳定下来， 大家才松了一

口气， 这样的抢救对科室的医护人员来

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近日， 一名老年女性患者紧急送入

该科，生命危在旦夕。“ 患者出现发绀、呼

吸窘迫等明显的呼吸衰竭症状， 进行面

罩输氧。 ”“

5L/min

氧流量，患者血氧饱和

度达到

90

。”……经进一步诊断及结合胸

部

CT

， 考虑患者为重症病毒性肺炎、新

冠病毒感染，肺部状况不容乐观。 科室主

任孟庆伟即刻与主治医师张鸿博一同为

患者制定治疗方案。 在先后面罩输氧及

高流量氧疗支持下予以抗病毒、抗炎、提

升免疫力、抗凝及对症治疗等。 最终，经

过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 患者逐渐康

复并脱离氧疗， 并进行下一步肺康复治

疗。 目前，患者复查胸部

CT

提示肺部炎

症情况较前明显好转，生活恢复正常，可

康复出院。

73

岁患者韦大爷因肺炎出现白肺导

致呼吸衰竭转入了

ICU

，氧合指数很低，

该科第一时间组织抢救， 立即给予气管

插管、 吸痰、 药物推注……经过系列治

疗，目前病情稳定，患者已拔管转入普通

病房。

危重症监护室里的患者病情危重 、

生活不能自理且无家属陪护， 所有的护

理工作均由护理人员完成，因此，最基础

的护理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

入院时的吴大爷因股骨颈骨折术

后、多重耐药菌感染等原因，全身多处皮

肤破损。 看着吴大爷痛苦的面孔和家属

焦急的眼神， 护士长郑淑雯做好各项基

础护理、 生活护理和专科护理工作的同

时， 还带领科室呼吸康复师、 呼吸治疗

师、 责任组长成立以护士为主导的肺康

复治疗团队，制订详细的护理康复计划，

并针对患者每天的情况， 动态调护理计

划。 甚至利用下班时间，为患者做康复和

功能锻炼， 呼吸肌力训练、 气道廓清技

术、早期的床上运动，再到床上的坐立，

一项不拉。 出院时，患者吴大爷已可以搀

扶着行走， 他的家人紧紧拉着郑淑雯的

手感激道：“ 非常感谢你们护理团队，是

你们的精心护理和照顾， 他才能恢复得

那么好。 ”

12

床的

75

岁患者王奶奶从入院时，

就一直是护士黎霞照顾， 因为近期人手

紧张，黎霞调去另一个病区帮忙。 但王奶

奶是福建人，只会用方言沟通，担心王奶

奶不适应其他人护理， 黎霞就每天利用

吃饭时间，跑来给她喂饭，陪她聊天。“ 奶

奶家人不在身边，语言也不通，我就来陪

她多说说话。 ”黎霞告诉记者：“ 有时候给

她家人打个视频、发个语音，听到熟悉的

声音，看到至亲的家人，王奶奶就会更积

极配合我们的治疗。 ”

候诊区一阵阵的咳嗽声 、 呼吸机

呼哧呼哧地送气 、 监护仪滴滴答答作

响……每一天 ， 医护人员都是神色匆

匆地忙碌着 ， 他们用心 、 用情竭尽所

能对待每一位患者 ， 为患者的 “ 呼吸

通道” 护航。

以人为本

用心用情护理

3

精准诊断

攻克疑难杂症

2

身着白衣

扛起生命之责

1

在弋阳县中医院中药房内，药师们各司其职，加

班加点配药煎制， 确保医护人员和患者都能喝上放

心安全的中药。

（苏田珍 记者 黄珠慧子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韩海建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 为帮助部分需

重点关爱的特殊人群解决购药难题， 连日来， 余干县积

极筹措相关药物， 组织基层医疗机构开展“ 同心抗疫送

温暖” 活动， 向留守老人、 低保户等困难群众， 以及买

不到退烧药品出现发热症状的老年人、 妇女、 儿童等重

点关爱人群， 免费提供退热药品。

1

月

2

日上午， 家住余干县城市社区管委会秀水社

区的

3

岁女童王音茜， 因发热浑身酸痛， 家人带她来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

分钟不到便免费领取到退热药

品， 解了燃眉之急。 同样， 在余干县人民医院发热门诊

便民医疗服务点， 不少发热患者正有序排队领取退烧药

品。 医院负责人吴振富介绍， 为了确保退热药品用于最

需要的群众， 发热患者需先到发热门诊就诊， 再凭医师

处方便可到药房免费领取限量供应的布洛芬缓释胶囊、

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小儿复方氨酚黄那敏颗粒等药品。

据余干县卫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 同心抗疫送温

暖 ” 活动于

2022

年

12

月

24

日

9

时开始 ， 共筹集近

3000

盒应急退烧药， 可为

1

万余名特殊群众解决购药

用药难题。 目前， 余干县有

100

余家有处方权的药店、

500

余家个体诊所和

30

家便民服务医疗点， 及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配备“ 一医一护”， 为发热人员提供接诊

服务。 对城乡部分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 由签约家庭医

生送药上门， 确保老年人等重点人群能及时得到药品和

诊疗。

本报讯 廖青青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 为充分发挥中

医药特色优势， 提高群众免疫力，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近日， 广信区妇幼保健院在该院

A

栋大楼设置了爱心防疫代茶饮点， 向院内患者和往来群

众免费提供热腾腾的防疫茶饮。

在防疫代茶饮点处， 记者看到精心熬制的中药代茶

饮盛放在保温器皿中， 旁边竖立着代茶饮的配方供大家

参考。 前来医院就诊的占女士品着茶说道： “ 医院免费

为患者提供新冠肺炎中药预防代茶饮， 暖身又暖心。”

据了解， 中药代茶饮具有取材简单、 操作简便、 服用方

便、 药量小、 无刺激、 疗效佳等优点， 目前在内、 外、

妇、 儿、 五官等各科都有广泛应用。 此防疫代茶饮由该

院中医科根据国家及省、 市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

医药防治参考方案， 结合时令变化、 气候特点和人群体

质特点等推出的， 中药房精选药材， 细心熬制而成， 其

中包含金银花， 藿香， 太子参等， 具有益气固表， 疏风

清热作用。

本报讯 吴乐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 ： “ 终于等到

你 ， 我可爱的小宝贝 。” 近日 ， 在上饶市立医院新生

儿科病房 ， 宝妈刘女士看着怀中的宝宝 ， 激动不已 。

刘女士的孩子在肚子里只待了

27

周

4

天就出生了 ，

各项器官发育不成熟 ， 体重只有

1.2kg

， 刚出生便呼

吸困难， 被医生紧急转入新生儿监护室。 经上饶市立

医院新生儿科医护人员

67

个日夜不间断守护 ， 成功

闯过一关又一关。

早产儿面临的第一道难关是呼吸关。 新生儿科主

任黄德秋带领医疗团队迅速开展治疗， 给予气管插管

使用肺表面活性物质， 支撑塌陷的肺泡， 有创呼吸机

辅助通气， 让宝宝能够顺畅呼吸； 及时为早产宝宝进

行脐静脉置管术 （

UVC

） ， 保障抢救药物及时有效输入

到孩子体内。

2

天后， 又置入经外周静脉中心静脉导

管 （

PICC

） ， 为小宝宝建立起生命“ 通道”， 每天医护

团队都会根据体重精准计算当天的液体出入量、 输注

速度及营养热卡。 经过积极治疗， 精心照料， 宝宝生

命力也越来越强盛， 生后第

5

天就顺利拔管有创通气

改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

面对支气管肺部发育不良、 颅内出血、 早产儿脑白

质软化、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视网膜病变等多种早产儿

并发症， 黄德秋组织医护团队成立医疗小组， 开展新生

儿脑电监测、 定期早产儿眼底病筛查，

24

小时密切观

察早产宝宝的病情变化。 为了让宝宝尽快适应外界环

境， 促进肠道生长发育， 医护人员给予宝宝微量喂养、

口腔护理， 促进其消化系统功能成熟。 同时， 通过密切

监测， 让宝宝维持良好的心脑循环功能状态， 避免发生

严重的早产儿脑部疾病， 严格预防感染， 做好钙、 磷等

多种微量元素补充， 防止贫血发生等。

新生儿病情瞬息万变， 医护人员在照料宝宝时发

现患儿腹胀、 呕吐， 有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风险， 于

是立即做胃肠减压处理， 后期在喂奶时观察宝宝腹部

情况， 喂完后进行新生儿抚触， 随时做排气操、 测腹

围 。 这一系列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 ， 让宝宝的腹胀 、

呕吐明显缓解 。 在腹胀得到控制时 ， 宝宝又出现贫

血 、 感染问题 ， 主治医生立即为宝宝制定抗感染方

案， 输液输血后， 感染及贫血症状立即得到控制。 经

过新生儿科医护团队

67

天的日夜坚守 ， 目前宝宝各

项生命体征平稳 ， 体重从

1.2kg

增长至

2.50kg

， 达到

出院指征。

科室简介：上饶市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是我省第一批

通过国家规范化学科建设的单位，

上饶市重点专科，是江西省呼吸介

入科、呼吸科省市共建单位。 科室

目前开展的技术有硬质支气管镜

检查、电子支气管镜检查及黏膜活

检术、超声支气管镜下经支气管针

吸活检术，以及介入治疗技术高频

电刀术切除气道内新生物、氩等离

子体凝固术、

CO2

冷冻、气道内支

架置入、球囊导管扩张技术等。 经

皮扩张气管切开术、全肺灌洗术、

床旁血滤技术、重症呼吸机的规范

化使用均处于我市领头地位，肺癌

微波消融技术达到省内先进水平。

余干县积极解决

特殊人群用药需求

健康教育

“阳康”总感觉累 该怎样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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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 67 个日夜坚守

呵护早产儿成功“闯关”

起床后做个家务， 就已经好累； 上街买个菜回来， 就

满身大汗； 还没走进健身房， 就气喘吁吁； 整天浑身没

劲， 只想躺着……最近， “ 阳康” 们都发现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明明“ 阳康” 了还会这么累？ 那么该如何缓解呢？

“ 阳康后”， 确实累！

身体累， 也就是乏力、 疲劳， 确实是感染新冠病毒后

最常见的长期症状之一。 这可能是因为感染期间， 因各种

症状和不适而睡眠不足、 营养摄入不足、 心理状态不佳，

从而耗费大量能量； 也可能与病毒感染导致不同程度的心

肌损害、 从而机体供能不足有关。

如何缓解感染新冠后的“ 累”？

做好计划，保持节奏。 提前计划好每天要做的事情，既

有一定的灵活性，也尽量保证力所能及，避免“ 过度疲劳”。

可以给手机设个闹铃，定时入睡，定时起床。 然后，随着体

力的增强和症状的改善，再逐步提高活动水平和工作强度。

明确重点， 劳逸结合。 建议把“ 宝贵” 的体力用于那

些“ 最重要” “ 最必要” 的事情上。 而其他事情则可以改

日进行、 让别人协助完成或者按计划分布进行。 比如， 如

果没有力气去超市或菜场， 可以尝试在网上下单购物； 需

要出门时， 尽量乘坐交通工具而不是步行前往； 不必像以

前一样每天都打扫卫生等等。

多次休息， 学会休息。 累的时候， 确保自己有足够的

“ 充电” 时间很重要。 可以把一件事分成好几段来做。 比

如， 以前一口气擦完全家的地板， 现在可以试试一次只打

扫一个房间， 休息一会儿再打扫下一个。 而有些人虽然一

直躺在床上， 但如果一直看手机、 看电视， 也并非真正的

休息， 反而可能更累。

控制体重， 适度锻炼。 在体力有所恢复时， 可以适量

进行一些比较温和的锻炼。 比如步行、 室内的拉伸和平衡

训练、 适度的家务等， 都是比较合适的， 可以增强自己的

心肺功能。 当持续一段时间也没有感染明显不适， 再慢慢

增加活动量。

接种疫苗， 预防重症。 接种疫苗是预防感染后发展为

重症、 危重症最有效的手段， 可以减轻病情， 缩短病程。

研究表明， 接种至少两剂新冠疫苗的患者， 新冠长期症状

的发病率降低了一半， 而即便已经感染， 再接种疫苗， 依

然可以大大缓解新冠的长期症状。

恢复运动前， 做个检查。 患者若有轻度以上的心脏疾

病， 那么在恢复一定强度的体育运动 （ 例如羽毛球、 足

球、 长跑等） 之前， 建议去做心脏相关检查 （ 如心肌酶、

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等） 。 如无异常， 再恢复体育运动。

(

记者 黄珠慧子 整理）

守好“生命关口” 护航“呼吸通道”

———记上饶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本报记者 黄珠慧子 文

/

图 中药茶饮免费喝 暖身又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