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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孙琳
本报记者 崔芳
特约记者 王蕾

“快，孕妇！突发意识丧失！”在急
救车风驰电掣的转运下，孕 20周的
29岁孕妇小梦（化名）被送到首都医
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

深昏迷，低血压，呼吸、心跳都有
着极大的波动，小梦随时有可能失去
生命。宣武医院急诊医务人员迅速处
置，给予孕妇生命支持。与此同时，妇
产科、神经外科等相关科室医生迅速
到位，一场与死神的较量开始了……

“第一棒”：争分夺
秒，为孕妇争生机

了解到小梦在2017年曾有过脑
出血、被诊断为小脑血管畸形的病史，
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医生高度怀疑此次
发病是小脑血管畸形破裂造成突发性
脑出血。急行头颅CT显示，小梦左

侧小脑大量血肿，严重压迫脑干。
手术刻不容缓。医院迅速启动绿

色通道，医务人员一路小跑将小梦推
入介入中心，麻醉手术科早已到位。

经紧急讨论，神经外科副主任医
师孙力泳、叶明等人决定为小梦进行
复合手术，即先行介入栓塞，再进行开
颅手术。全脑血管造影显示，小梦左
侧小脑有一个复杂的动静脉畸形血管
团，且已被血肿挤压变形。在错综复
杂的血管中，孙力泳准确地对畸形血
管进行了介入栓塞术。

竭力抢救小梦的同时，还要力保
她腹中的胎儿。“作为医生，面对任何
一个生命，都不能轻言放弃。”孙力泳
说。治疗中，大家仔细地为小梦进行
了全方位的放射防护，并尽量降低放
射剂量，以减少对胎儿的伤害。

“小梦的脑疝是最致命的枕骨大
孔疝，不及时救治就没有任何机会生
存。”孙力泳说，介入治疗后，他和叶明
等人立即行开颅手术，切除病变、清除
血肿、充分减压……手术持续了10个
小时，各科室争分夺秒、无缝衔接，为
小梦争得了一线生机。

“第二棒”：多科合
作，兼顾大人小孩安全

“第一棒”冲刺完成，接力棒交到了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团队手中。此时，
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兼顾
大人和胎儿，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案。

“如果治疗强度过大，有可能伤害
胎儿。而胎儿如果不稳定，也会给母
亲再次带来生命危险。”重症监护室主
任王宁带领科室专家充分讨论，最终
决定实施低温治疗和镇痛镇静，并相
应调整了其他治疗护理措施。在监护
室影像、颅内压、脑血流、神经损伤标
志物等多模态监测下，医务人员应用
脑室外引流、低温脑保护等治疗手段，
有效地控制了后颅窝的水肿，顺利地
为小梦拔除了气管插管，启动了胃肠
道功能。

在此期间，医院组织了多次全院
会诊，神经外科、妇产科、康复科等科
室通力合作。妇产科医生更是天天到
监护室，查看小梦和胎儿的情况。令

人欣慰的是，胎儿一直发育良好，胎心
有力。“真是个坚强的宝宝。”妇产科主
任医师周齐感叹。

两个多月过去了，小梦在医护人
员的悉心照料下，情况明显好转，意识
逐渐清醒。为了加快恢复，医院将其
转入康复医学科进行康复训练。康复
医学科针对她吞咽困难、左侧肢体共
济失调等问题，制订了个性化的康复
方案。“我们既要帮助她活动，又要避
免强度过大影响胎儿的安全。”康复科
主任医师霍速说。

“第三棒”：迎接新
生，完善预案应对挑战

从入秋到隆冬，小梦在宣武医院
医务人员的精心疗护下闯过一道道难
关，终于将迎来小生命的降生。

此时，小梦已经孕34周，腹中胎
儿肺部发育较成熟，存活率大大提
升。考虑到小梦一直处于低热状态，
肺部及泌尿系统出现多重耐药菌感
染，为保证她和胎儿的安全，在多学科

会诊后，妇产科决定为她进行剖宫产。
“手术挑战较大。她虽然意识状

态好转，但仍不能很好地配合麻醉，而
且合并妊高症、肺部感染，麻醉后极易
出现循环剧烈波动。”麻醉手术科主任
王天龙带领团队反复斟酌，制订了完
备详实的麻醉方案。2021年12月22
日13时，手术开始。王天龙等为小梦
进行了血流动力学和氨基端前B型钠
尿肽水平等指标监测，之后成功为她
实施了椎管内麻醉。妇产科主任医师
王凤英、周齐等实施剖宫产。

14时10分，伴随着洪亮的哭声，
小生命降临了。“孩子重2.3公斤，超
过了我们的预期，一切都特别好。”周
齐开心地说。

然而，随着孩子的出生，小梦的血
压骤降。立即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提升
血压，保证重要脏器的灌注；限制液体
过度输注，避免肺功能下降……一个
多小时后，小梦再次转危为安。

如今，孩子在大家的照料下健康
成长着。小梦已回到康复医学科，继
续接受治疗。这场事关生死的接力
赛，终于安全落幕。

一场救治脑出血孕妇的惊险接力

抗疫战场上的
“画家”

1 月 14 日，河南省
郑州市进行第七轮全员
核酸筛查，在郑州市一
米阳光核酸采集点，河
南省肿瘤医院微创介入
科副主任医师郑琳为每
一位采集一线的兄弟姐
妹的防护服后背绘画。
美少女战士、七龙珠的
孙悟空……每个卡通人
物都坚毅勇敢、永不屈
服、奋勇向前。

本报记者李季
通讯员王晓凡

摄影报道

湖北健康科普训练营
线上直播

本报讯 （通讯员孙苗 记者毛
旭）近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和湖北广
播电视台以“云直播”方式，举办湖北
省健康科普训练营活动。由新媒体运
营专家、短视频创作专家、健康科普工
作成绩突出的医院宣传部负责人等专
家组成的讲师阵容，为湖北省医务工
作者带来了一场健康科普盛宴。活动
总观看量达376.8万人次。

据悉，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已连续
两年开展健康科普训练营活动，旨在
进一步加强全省健康科普人才队伍建
设，引导更多的医务工作者加入健康
知识普及行动，更好地满足群众健康
需求。近年来，湖北省深入推进健康
知识普及行动，以“健康进万家”活动
为载体，成立省级健康科普专家库、知
识库，举办健康科普大赛，组织健康科
普达人基层行活动，编印系列健康科
普丛书，致力于让权威、专业、接地气
的健康知识深入千家万户。

淋巴瘤能力建设项目
在渝启动

本报讯 （通讯员曾理 记者熊
学莉）近日，全国淋巴瘤专科建设项目
重庆试点启动。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
院血液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曦教授介
绍，该项目将在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
质量控制中心的指导和带领下，以渝
西、渝东北、渝东南、渝东、渝南和渝北
6个分中心为支撑，通过加强医联体
和淋巴瘤专科建设项目，依托继续教
育网络，加强淋巴瘤专病能力建设、专
科病房建设、病理诊断能力提升、规范
治疗、网络建设和智能管理，持续强化
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支持，提高淋
巴瘤治疗同质化水平。

张曦表示，中心将以该项目的启
动为契机，探索城乡统筹的“中心医院
—核心医院—区域中心—区县基层
医院”联动的肿瘤诊治新模式，为解
决其他肿瘤或重大疾病的统筹救治
提供参考。

河南打造
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

本报讯 （记者李季）近日，河南
省政府与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
学院肿瘤医院）合作共建国家肿瘤区
域医疗中心协议签约仪式在郑州市举
行，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与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
长赫捷出席该活动。

楼阳生指出，近年来，河南医疗服
务条件持续改善、水平不断提升，但与
人民群众对更高水平医疗服务的需求
仍有一定差距。希望双方以此次协议
签署为起点，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持
续在肿瘤防治能力提升、临床学科建
设、医疗人才培养、先进管理理念引入
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赫捷表示，中
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将充分发挥优
势，建好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推进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区域医疗服
务水平，助推河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

江苏中医膏方临床应用
专家共识发布

本报讯 （通讯员吴宁 记者程
守勤）近日，《江苏中医膏方临床应用
专家共识》在南京市发布。《共识》由江
苏省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江苏省中
医药学会牵头制定，为江苏省中医膏
方的临床应用和制备工艺提供基础性
指导，在辨证立法、组方配伍、选方用
药、特定剂量、临床应用、医案书写、医
师资质、制备存储、安全用药等方面提
出了原则性建议。

《共识》是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出台
的首个指导性规范，将促进江苏省中
医膏方临床应用和制备工艺的规范
化，指导江苏省中医药相关机构合理
开具、制备和使用膏方，提升群众对中
医药健康服务的认可度。

应对奥密克戎
欧洲多国看重戴口罩

据新华社专特稿 面对传染力强
的奥密克戎毒株，欧洲多国政府重新
收紧“口罩令”，希望在新冠疫苗接种
之外，借助这一有效手段减轻疫情对
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据美联社14日报道，在意大利，
疫情导致的人手短缺已经开始影响铁
路和公共交通运行，意大利政府希望
通过要求民众戴口罩，维持社会经济
活动。

意大利政府去年圣诞节前宣布实
行强制口罩令，要求民众乘坐飞机、火
车、渡轮、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时，必
须戴“FFP2标准”口罩。如今，进入餐
馆、影剧院和体育馆，除出示“绿色通
行证”证明自己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或
已从感染中康复，还必须全程戴FFP2
口罩。

按意大利政府规定，如果密切接
触新冠感染者期间戴了FFP2口罩，
在打完新冠疫苗第二针或加强针的前
提下，可以免除隔离。

西班牙去年圣诞节前恢复户外强
制口罩令。

葡萄牙、希腊、法国、奥地利均已
在部分地区或全国恢复口罩令。

由意大利循证医学协会成立的
GIMBE基金会主席尼诺·卡塔贝洛
塔认为，英国视疫苗接种为防疫关键
举措，在英国政府去年7月解除防疫
限制措施后，口罩的使用率显著下滑，
这种防疫模式展现了不重视戴口罩可
能出现的后果。

据新华社微特稿 加拿大研究人
员发现，即使回到地球较长时间后，
宇航员的“太空贫血”症状仍难以消
除，这与先前认知不同。另外，“太
空贫血”问题可能妨碍宇航员执行
以月球或火星为目的地的长期太空
任务。

据路透社网站15日报道，加拿大
渥太华大学研究人员分析14名宇航
员的血液等样本后得出上述结论，研
究报告刊载于最新一期《自然·医学》

杂志。这14名宇航员均在国际空间
站连续停留过6个月，并在执行任务
期间留存研究样本。

主要研究人员盖伊·特鲁德尔说，
宇航员一进入太空，他们体内就有更
多红细胞“被毁”，这个状况在他们停
留太空期间一直持续。

在地球上时，人体内通常每秒有
近200万个红细胞被毁，与此同时新
生等量红细胞。特鲁德尔领导的研究
团队发现，宇航员在太空生活期间，每

秒被毁红细胞可达300万个，也会新
生红细胞。但是他们不清楚，人体在
太空以新生红细胞弥补额外流失的红
细胞的机能能持续多久。

特鲁德尔说，如果宇航员需要在
太空长期生活，例如，前往火星执行任
务，而无法产生足够数量的新生红细
胞，那宇航员的“麻烦就大了”。

他说，红细胞不足在失重环境中
问题不大，但一旦返回地球或着陆别
的星球，贫血可能影响宇航员的精力、

耐力和力量。
研究人员发现，从太空返回地球

一年后，这些宇航员流失红细胞的水
平仍然较高，且未恢复到前往太空执
行任务前的水平。

宇航员无论男女，前往太空后都
会出现“太空贫血”问题。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先前一项研
究认为，“太空贫血”会在宇航员回到
地球不久后消失，不过是一种“15天
小病”。

“太空贫血”或影响宇航员长期任务

双重感染频现拉美
疫苗仍是“解药”

据新华社1月14日电 （记者席
玥 陈瑶）近日，巴西、墨西哥和秘鲁
等拉美国家均报告了新冠和流感病毒
双重感染病例，引发公众关注。世界
卫生组织和拉美医疗专家呼吁，应认
真对待双重感染现象，但无需恐慌，加
快接种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是预防感
染的最佳方法。

根据目前各国的官方公报，新冠
和流感双重感染现象同样在美国、以
色列、菲律宾、匈牙利等国出现。墨西
哥国立自治大学流行病学专家马拉基
亚斯·洛佩斯认为，新冠疫情影响了流
感疫苗的接种进度，也是造成双重感
染现象的原因之一。墨西哥当地媒体
援引专家分析说，如果流感病例继续
增多，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或将出现
更多这类混合感染病例。

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技术负责人玛
丽亚·范克尔克霍夫12日说，随着人
们的社交活动增加，以及春季流感病
毒等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流行，新冠和
其他呼吸道疾病同时暴发的情况可能
出现。

世卫组织强调，预防双重感染最
有效的方式就是分别接种新冠疫苗和
流感疫苗，同时继续做好防疫措施，如
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勤洗手、加强
室内通风等。

北京朝阳建中西医结合
心身疾病防治团队

本报讯 （特约记者庞永顺）为推
广中医药心理特色技术方法，发挥中
医药防治精神疾病优势，近日，北京市
朝阳区中医协会、区第三医院组织开
展朝阳区中西医结合心身疾病防治中
心讲师团培训。

此次培训采取演讲的方式进行，
分享中西医结合心身疾病防治知识，
达到以赛代训、以赛代练、教学相长的
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