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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编者按
如今，“高温之战”已经拉开大幕。之所以被称为“战”，是因为此役在于，恶劣天气下一如既往的在岗坚守以及面对压力时的迎难而上。
高温下的急诊室——工作量加大却依然有条不紊，医院急诊科团队“久经沙场”，对患者的“望闻问切”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快进模式”与“轻柔模

式”切换自如；
高温下的血透中心——空气中弥漫着咖啡香和花香，轻柔的音乐回荡耳畔，“环境好”只是服务血透患者及其家属的第一步。小花代表达标、苦

脸代表未达标，评估报告一目了然，全血透周期信息化管理，血透过程中“一对一”服药监督、饮食指导……“很亲切、很温馨，有一种家的感觉”；
高温下的睦邻小厨送餐员——8点半左右出发，11点半左右送完，他坚持为送餐时效“加码”，只为让每位老人尽早吃上饭，每天最少要爬120层

楼，近四年的时间把他“打磨”成了杨浦的“活地图”；
高温下的夏令营——放假不回老家，报名当上志愿者，与青少年营员打成一片，是她暑期“战高温”的快乐，“因为想更好地认识自己，也想帮助身

边的青少年，想让大家都能变得更开心”；
高温下的环卫工人与爱心驿站——他们为了维护市容市貌“背灼炎天光”，它们则为了一线户外工作者的坚守而坚守，“热个午饭，歇歇脚，喝口

水”，爱心在杨浦街头传起了“接力棒”；
高温下的外卖小哥与配送站——送完一单，又麻利地接下新订单，一般下午三点后才能吃上午饭，当被晒得满脸通红的他走进配送站，站内空调

开启，冰箱里的矿泉水、饮料免费提供……
本期2、3版带领读者走入杨浦的“战高温”现场。

用爱与责任的“高温”守护“生命线”

“快进模式”与“轻柔模
式”切换自如

“晓英姐！”近日，一名老人被送入
杨浦区中心医院急诊大厅。护士们将
患者推到急诊科，急切呼唤着。“晓英
姐”，是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
晓英。

这位患者神志不清，只能缓缓张
口呼吸，身体微微蜷缩。急诊医护人
员马上给予生命体征监测，以及吸氧、
开放静脉通道等抢救措施。杨晓英迅
速赶到后多次呼唤老人，但没有得到
应答。

家属介绍，老人患有轻度阿尔
兹海默症，在养老院发烧呕吐，平时
也不会说话。杨晓英从事急诊一线
工作已有二十余年，急诊科的医护

团队也是“身经百战”，大多有十年
以 上 的 工 作 经 验 。 即 使“ 久 经 沙
场”，面对患者杨晓英丝毫不敢掉以
轻心——结合腹部的开刀痕迹与家
属的描述，了解到患者曾做过胆囊
手术；通过心电图检查，发现了患者
的房颤症状，随后，又做了一个腹股
沟动脉血检验……

为老人盖上薄被，回到办公室，向
家属详细询问患者的病情与既往病
史，迅速写完病历，交代患者情况，如
急诊科之“急”，杨晓英的这一系列动
作仿佛电影进入了快进模式。“患者长
期住养老院，很有可能家属对他的病
情不甚了解。”她告诉记者。

当杨晓英再次前去查看患者状况
时，“快进模式”切换成了“轻柔模
式”——轻轻脱下鞋袜，以挠脚心的方

式检查患者是否有突发脑血管疾病。
做完这些，她细心地为患者穿好袜子，
不忘把他的鞋子放在车床架子上。此
时，老人被送去做进一步CT检查。

“夏季急诊科工作量比平时大一
些，来就诊的患者重病、急病居多。治
疗中，尽早收治危重患者和关注症状
不显的患者是关键。”杨晓英介绍。

47岁的尚先生是一名装修工人，
近日工作时突发高热，全身无力、意识
不清，工友发现后拨打 120 将他送至
市东医院。

到达医院时，患者已进入昏迷状
态，伴有四肢阵挛抽搐，体温 41.7 摄
氏度，属于典型的热射病，病情极为
凶险，如不及时正确处理，会有生命
危险。急诊科医务人员立即将患者
置于通风处，并进行冰水、冰毯体表

降温和冷水灌肠，同时控制抽搐，
快 速 补 液 ，当 患 者 体 温 降 至 低 于
38.5 摄氏度后，将其安全转运至重
症医学科。

在重症医学科，医生继续对尚先
生进行温度管理、脑保护、镇痛镇静，
并予气管插管、有创通气。患者情况
一度十分危急：出现横纹肌溶解、两肺
炎症，予水化利尿、碱化尿液、抗感染；
出现休克、有效循环血容量不足，予液
体复苏、精细化容量管理；同时纠正电
解质紊乱，给予控制血糖、营养支持等
综合救治措施。

“经过积极治疗，患者病情明显好
转，次日意识恢复清醒，并成功撤离呼
吸机，目前已治愈出院。”医院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叶旭辉说。

杨晓英提醒，一旦发现发热、头
晕、头疼、乏力、恶心、呕吐、肢体抽搐
等中暑征兆，应及时就医，切忌延误
救治。

咖啡香、花香与关爱“相
依相存”

血液透析是慢性肾功能不全患
者的“生命线”。王女士是一位血透
了二十年的“老病号”。高温天里，她
每次要坐一小时的公交车来到杨浦
区中心医院安图分部做血透，因为

“这里环境好，医护技术好，血透完没
有不舒服。”

米黄色的地板和墙面，前台最近
新摆上了一台咖啡机，空气中弥漫着
咖啡香和花香，轻柔的音乐回荡耳
畔。等候区内，患者、家属或听着音
乐闲聊，或翻看健康宣教手册……这
里，好像颠覆了人们印象中血透室的
样子。“很亲切、很温馨，和病友在这
里聊天，有一种家的感觉。”患者胡先
生说。

“环境好”，只是医院服务血透患
者和家属的第一步。不少患者及其家
属都经历过“情绪低谷”。帮助他们重
树信心、配合治疗是医护人员的一项
重要工作内容。

小花代表达标、苦脸代表未达标，
在这里做血透的患者都领到过这样一
张评估报告。“别看这个举动微不足
道，但对于我们病人来讲，就是一种鼓
励，一种安慰。”患者张女士告诉记者，

科主任还经常会在查房时对这些指标
进行讲解，告知注意事项。“对一个人
讲的时候，一个病房的人都在听，这其
实是很好的科普。”

据介绍，目前，杨中心安图分部血
透中心共有200余名透析患者。医院
采取管家式服务，把患者分成15至20
人一组，每组配备专职医生和护士，把
他们加入微信群。如此一来，患者遇
到问题第一时间就能联系到医生。

“血透患者基本都需要终生治
疗，时间一长，他们就会很消极，有时
医生讲的他们也不太能直观地理
解。”杨浦区中心医院肾脏科主任周
蓉坦言，有时要让病人配合治疗，的
确比较难，“于是就尝试把患者每季
度的化验结果、临床问题用一个图表
的方式，图文并茂地展示给他们，方
便他们了解自己的病情，这样配合度
也会有所提高。”

血透患者讲究三分治、七分管
理。过去，护士需要不断在各个床位
间走动监测患者的心跳、血压，防止随
时可能出现的急性并发症。如今，医
院引进的血液透析信息系统，为血透
质量管理提供了“神助攻”。

信息系统能够把血透前的准备、
血透中的监控和血透后的管理融合在
一起，实现全周期管理。“所以患者一
旦进入血透中心，他所有的信息，包括
基本情况、用药、化验都可以清晰、动
态地展示在医护人员面前，我们可以
根据这个动态的变化，对患者的血透
过程进行精准调节。”周蓉说。

此外，医院实行血透药品院内保
管流程。每月底，血透中心医生根据
患者的血透化验指标调整治疗方案，
计算出下个月的缴费项目和药品，一
次性开具透析用针剂，由药剂科统一
保管，用时发放，这样既免去了患者
携带冷藏药品的不便，又确保了用药
安全。

微信群里时不时跳出科普小知
识；等候室内，各种科普讲座定期开
展；血透过程中，“一对一”的服药监
督、饮食指导……杨中心安图分部血
透中心现有70台血透机，年治疗近4
万人次，医护人员坚持以患者满意为
标准，用爱与责任守候着“生命线”。

■记者 毛信慧 实习生 严姝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