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医三院延安分院

仁爱创新

用
心
用
情
守
护
母
婴
健
康

通
讯
员

高
延
芳

记
者

宋
伟

刘
晶

大医精诚 奋力坚守，只为母婴平安
通讯员 吴晓娇

疫情特殊时期，能够平安顺利分
娩，无疑让所有的孕妈妈们都如释重
负，让之前的紧张焦虑都变为欢喜与感
恩，而这都是市人民医院中心产房医护
人员不分昼夜地坚守和防护服下衣衫
湿透换来的。

2022年 12月 20日，中心产房护士
长王菲菲核酸检测阳性，随即而来的发
热发冷、浑身酸痛可以说是痛不欲生，
即使睡在床上吃了止痛片也不由得发
出呻吟。12月 23日，副护士长申宇感
染，紧接着 24日和 25日共有 9人感染，
至此科室一共 12人，只有张宝艳一人
没有感染。而作为护士长又是科室最
早感染的人员，王菲菲只能拖着虚弱的
身体加入到科室的战斗。

可是后面几天的工作如何开展？
产妇的安全如何保障？王菲菲心里一
点底都没有，怎么办呢？产房工作了24
年，护士长当了 13年，王菲菲第一次感

到如此无助。这时马荣荣打来电话：
“护士长，只要我明天能爬起来，明天的
白班我来上。”郝楠也发来消息：“王老
师，明天我再坚持一个白班看看。”张宝
艳说：“王老师，我听你安排。”此时此
刻，王菲菲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涌了出
来，这些可敬可爱的同事，让她看到了
更多的希望，感到无比温暖。

12月 27日，王菲菲向李晖院长汇
报工作，考虑到产房当前的困难情况，
李晖院长高度重视，积极协调区妇幼、
甘泉县医院两名医护人员过来帮忙，至
此中心产房有了 6名医护人员。“在李
院长的全力帮助下，科室人员短缺问题
解决了，粮草充足了，我一下子就有了
底气。”王菲菲说，再加上护理部贺秀丽
主任、医务科苗强科长帮忙解决了一些
问题，科室终于能正常运转。

然而正当以为一切步入正轨的时
候，却又出现突发状况。王菲菲上班到

下午 2时，就感觉憋得难受，心电监护
显示心率91次/分，血氧饱和度93，赶紧
吸氧躺了一会才稍微缓解。而接到任
务来上班的万娜娜也出现了症状，难受
得僵着身体坚持完一天的工作，那几天
产妇还特别多，上夜班的徐高霞离开产
房已经 10多年了，与她搭档的刘娜是
从区妇幼保健院来帮忙的，这个时刻安
全问题最头疼，必须保证产妇安全分
娩。王菲菲耐心指导她们写病历、产妇
观察 2小时注意事项等工作，看着她们
拿着小本本认真记录的样子，王菲菲告
诉自己不能倒下，必须坚持住。

19时 30分王菲菲从科室回家的时
候，产房已经没有病人了，回到家就收
到副护士长申宇的微信：“王老师，我明
天去上班，你再休息一下。”只休息了一
天的郝楠又主动打来电话：“王老师，你
身体不好，我明天和申老师上班，你再
休息一天。”王菲菲的眼泪又一次蓄满

了眼眶，23时询问完上夜班的区妇幼刘
娜科室情况，她就不知不觉地进入梦
乡。28日在家休息了一天，29日王菲
菲又上了一天白班。晚上刚回到家就
收到了上夜班朱甜甜的电话：“王老师，
16床宫颈裂伤特别严重，徐老师想让你
下来看看。”王菲菲立刻更换衣服来到
科室查看情况，等到处理完病人回到家
已是 23时 40分，看到大家纷纷发来微
信：“王老师，我可以回来上班了。”至
此，科室的工作逐步恢复。12月 25日
至29日，中心产房分娩25人，配合病区
剖宫产22人，母婴全部平安。

病毒，阻隔不了新生的希望。每一
个新生命诞生的背后，都有一份产科医
护人员践行生命至上的职业理念和医者
仁心的高尚情怀。这群在疫情袭扰下依
然坚守岗位的医务工作者，用他们的医
者仁心、无私爱心和无畏决心，全力保障
每一位孕产妇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医疗前沿 使命在肩 勇往直前
——延大附院心脑血管病医院心血管病中心护士抗疫小记

通讯员 孙红梅 冯晓延

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面对传染力
迅速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务工作者
面临更艰巨的考验。延大附院心脑血
管病医院心血管病中心医护人员因感
染大幅减员，面对当前形势紧迫任务繁
重的医疗环境，这将又是一场艰苦卓绝
的战疫。

冠心病一病区高珍，一个瘦瘦小
小的姑娘，是科室第一批“小阳人”，
在随后科室人员陆续被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情况下，她拖着被病毒感染
的身体，勇敢地站了出来。护士长再
三询问她身体恢复的情况，她说：“没
关系，现在被感染也有 4 天了，家里
的小孩也有人照顾，不管哪个岗位，
我都可以。”此时此刻，普普通通的几
句话，让同事们热泪盈眶。当天晚
上，高珍护士本身就发着高烧，为了
不给患者传染，做了双倍防护的她，
强忍着高烧带来的虚弱及防护的不

适，上了一个大夜班，一直坚持到第
二天早晨交班。

心血管病中心像高珍一样勇敢的
护士还有很多。比如：冠心病一病区常
婷护士、怀孕七个多月的董香婷护士、
冠心病二病区贾娜护士、心律科张霞护
士、高血压心衰科袁瑞霞护士，他们都
是在被感染两三天、还未恢复的情况
下，依然冲锋到前线，不顾自己的身体
连续值班，他们始终牢记着自己的职责

与使命，守望相助，默默无闻地努力工
作、对抗疫情。

一个个小故事，讲述着责任和心
酸，讲述着无畏和无惧，她们恪守着南
丁格尔誓言，是当代的巾帼英雄，是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这场战疫还未结束，
我们仍需负重前行，渴望社会所有人对
医护人员多些理解、少些埋怨。相信春
暖花开之时疫情可以退去，大地可以恢
复如初。

又是岁末年初，随着疫情防控政策
的调整，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上升迅速。
在当前疫情的特殊时期，面对新生儿宝
宝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延大附院新生
儿科医护团队日夜坚守，对小小患者们
给予格外细心和专业的照护，集全科之
力，与全院多部门团结协作，构筑起一
道道严密的防线，全力保障新生儿的生
命安全。

为了应对阳性患者入院带来的压
力和挑战，新生儿科管理小组多次召开
会议，拿出几套方案反复论证，再次调
整科室布局，优化收治流程。在原有过
渡病房的基础上，留岀阳性患儿救治病
房，最大限度地合理排班，保证社会层

面开放后医疗工作的正常运转；制定符
合实际的新冠肺炎阳性患者收治流程，
组织全科人员应急演练，熟悉掌握新冠
病毒感染的临床症状和流行病学史及
报告流程，落实消毒隔离措施。所有医
生、护士和保洁人员均接受了严格的感
控培训，在反复演练考核合格后上岗工
作，确保大家的防护安全。

在奥密克戎病毒最为肆虐的时期，
很多新生儿也不幸感染。新生儿起病
隐匿，病情变化快，每天都不断地有确
诊患儿入院。他们有的从医院产科出
生后直接入住新生儿科，有的辗转多家
医院最终来到这里，更多的则是从周边
医院紧急转入。

延大附院新生儿科作为全市危重
新生儿救治中心，全力保障危重新生儿
救治通道畅通，接诊来自我市各县（市、
区）及榆林周边地区的危重新生儿，首
批收治的新冠病毒感染患儿已有 2例
痊愈出院。

除了积极治疗阳性患者，还要对
非新冠病毒的疑难危重患儿及时诊
治，病房也进行了周密安排和部署，确
保NICU、新生儿室都能给予诊治。所
有科室医护人员，没有一个人退缩，都
继续留在临床一线工作，践行医者的
初心和使命。

科室除了要接受来自各县（市、区）
的危重、可疑阳性患者，还要在每位阳

性孕妇分娩现场，由新生儿医生保驾护
航，同时承担儿科门诊、发热门诊、产科
会诊与家属沟通等接触阳性感染者的
工作。在高强度、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下，科室工作人员陆续感染，很多同事
在尚未完全恢复情况下主动投身科室
的高负荷运转。他们有的病倒了，歇一
会儿，再上岗；有的正在生病，坚持着，
等待轮休；有的康复了，立刻返岗，守望
相助。

大家坚信，在疫情面前，一个人的
力量是有限的，但全科室、全院人员汇
聚起来，就能形成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
强大合力，铸就了关爱新生儿生命和保
护其家庭安全的坚强后盾。

关爱新生儿 全力筑防线
通讯员 郝莉霞 姜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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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远离颈动脉狭窄？
记者 宋伟 刘晶

颈动脉狭窄，是作为血液由心脏通向
脑和头等部位的主要血管的颈动脉，出现
狭窄的症状。颈动脉狭窄多是由于颈动脉
的粥样斑块导致的颈动脉管腔的狭窄，其
发病率较高，在60岁以上人群中患颈动脉
狭窄者约占9%，多发生于颈总动脉分叉和
颈内动脉起始段。有些狭窄性病变甚至可
能逐渐发展至完全闭塞性病变。颈动脉狭
窄可以通过药物控制或外科手术治疗。

那么，如何预防及治疗该类疾病？
为此，我们采访了延安市人民医院手术
麻醉科主治医师马慧。

颈动脉狭窄有哪些症状

颈动脉狭窄作为颈总动脉和颈内动
脉的狭窄和闭塞的一种疾病，如同交通
要道开始出现堵车的现象，这个病因在
医学上被称为“动脉粥样硬化”。

马慧说，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的患

者只有轻微头痛或头晕的情况。在早期
大多没有什么症状，偶尔可能会有突然
出现的头晕头痛、四肢麻木、短暂性失
明，或者舌头不听使唤无法讲话之类的
症状。这些症状大多很快就会消失，大
部分患者在数分钟内即可恢复，因此比
较不容易引起注意。

然而，有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是指既
往6个月内发生如下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情
况：一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二是过性黑
矇，指突发性视力丧失，时间持续几秒至数
小时不等，这是颈动脉狭窄的特征性症状；
三是由患侧颅内血管导致的轻度卒中、非
致残性卒中。一旦出现如上症状，无论是
轻微抑或是严重，必须引起大家的高度重
视，接着做到配合医生进行检查。

颈动脉狭窄怎么治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是预防脑卒中、

降低死亡率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是治疗
颈动脉狭窄的最经典的手术。手术的关
键步骤是阻断颈总动脉，术中阻断和开
放颈总动脉时，如何保证相适应的脑灌
注压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在我国，由于这类患者存在脑缺血的
风险，且大多数为高龄，常伴有冠心病、高
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其围手术期致残和
死亡率可高达5%，所以颈动脉内膜剥脱
术的麻醉对麻醉医师来讲是一项挑战，因
此优化的麻醉管理对患者预后至关重要。

马慧说，延安市人民医院通过不断
优化麻醉方案，为医院颈动脉剥脱术保
驾护航，患者预后良好，无麻醉相关并发
症发生，赢得了患者、患者家属和外科医
生的一致好评。

如何预防

颈动脉狭窄主要与动脉粥样硬化

有关，动脉粥样硬化表现为斑块形成
和动脉管壁增厚变硬、失去弹性。不
稳定斑块微栓脱落，碎屑脱落后，斑块
内胶原等促使血栓形成，斑块增大，引
起管腔内绝对狭窄，导致远端缺血。
动脉壁结构破坏致颈动脉夹层或内膜
下血肿形成等，造成血管狭窄甚至闭
塞。

颈总动脉狭窄重在预防，马慧提
醒大家：一是适量饮食，戒烟戒酒，控
制高脂肪高糖食物的大量摄入；二是
坚持有氧运动；三是注意多喝水，降低
血液粘稠度。在生活中做好这 3 件
事，清理血液垃圾、减少斑块形成、远
离颈动脉狭窄危险，值得告诉你身边
每一位朋友。

最近疫情防控政策调整，随着新冠阳性
患者的不断增多，对于孕产妇这一特殊群体
来说需要得到更多更好的照护。延安市妇
女儿童医院相互扶持，携手并进，舍小家，顾
大家，坚持战斗在一线，展现了白衣战士的
勇毅与担当，同心并力，守护着母婴安全。

该院产科作为全国首批分娩镇痛试点
医院、西北产科联盟、陕西省急危重孕产妇
省市县三级网络云平台、医院重点发展科
室、市级重点专科及工人先锋号，始终冲锋
在前，克服困难，坚持战斗。虽然只有医护
人员 26人，开设床位 46张，但是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住院部设有母婴同室病房、ICU
重症监护室、新生儿疾病筛查采血室、新生
儿洗澡间、配奶室等；产房设有待产室，分娩
室，导乐分娩室、隔离待产室、隔离分娩室；
门诊设有产前检查门诊、高危妊娠门诊、营
养门诊、围产监护中心、氧疗中心等，配有心
电监护仪、呼吸机、新生儿辐射台、新生儿氧
饱和仪、胎儿监护仪、脐血流监测仪、高危妊
娠监测仪、营养分析仪、气压治疗仪、微波治
疗仪等先进仪器，为母婴健康平安提供技术
保障。

疫情放开以来，前来生产的产妇源源不
断，产科副主任医师吴丽莉，放弃照顾老人、
儿女，十多天 24小时住在科室，坚守在工作
岗位上；像吴丽莉一样放弃照顾儿女老人的
大夫还有樊延霞、姜黎黎、赵欢、段雪梅、刘
曌等，而陈晓珍、汪焕、朱金娥、崔丽丽、薛惠
文、尹茹、李翠琴、呼康珍、王婷室等则带病
坚守岗位。

随着疫情防控优化措施“二十条”和“新
十条”相继出台，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面对
疫情防控新形势新任务，延安市妇女儿童医院儿科全体医护
人员积极响应医院号召，闻令而动，主动作为，投身到发热门
诊、普通门诊、住院部等岗位，全力保障儿童健康安全。

越来越多的人群受到感染，儿童作为弱势群体更不能幸
免，2022年 12月份初至今，发热患儿每天都是络绎不绝，病
房里除了孩童哭闹的声音，还多了几分医护人员因疼痛而
隐忍的小声哭泣声。“已经有大约 2/3的儿科医护受到了感
染，大家都在带病上岗，看到自己科室的人员一个个忍受着
身体疼痛照顾患儿，我很心疼……”儿科主任谷玉龙说。西
安第四医院的帮扶专家牛彦鹏从 2021年 11月到延安以后，
积极开展新技术新业务，特别是特殊新生儿的救治方面，如
早产儿、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肺炎、新生儿低血糖、
窒息等，他特别注重呼吸机在救治中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刚
到延安就成功救治了 35周的早产儿和双胞胎早产儿。为了
防止感染新冠，他们只在公寓、科室、餐厅三点一线，由于工
作紧张，密集上班，还是阳了，直到坚持到不能上班才去休
息。

儿科医生高丹 2022年 12月 23日出现发热、全身酸痛症
状，她心里咯噔一下，想着应该是中招阳了。第二天又是她
值班，早晨来到单位，匆匆忙忙检查了抗原，果不其然结果
显示阳性。考虑到因病痛倒下的同事太多，她就一直没有
请假，发着高烧，忍着疼痛，在做好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继续
坚持上班。为了不传染给其他人，她查完阳性病人后，自己
待在值班室降温。12月 25日凌晨 1时，病区来了一个重度
喉梗阻的患儿，面色苍白，哭时无声，口周发绀，呼吸困难，
心率快，三凹征阳性，氧饱和度仅有70%，患儿父亲是新冠病
毒感染者。因情况紧急，家属直接将孩子抱到儿科病区，高
丹医师迅速识别出孩子病症，给予吸氧、雾化、退热、减轻气
道梗阻治疗后，孩子的症状逐渐缓解。护士王妮和杨春洁
虽然还未感染，仍不惧危险，做完基本护理工作后，给孩子
物理降温、喂水、哄孩子减少哭闹。抢救完已经是凌晨 5时
多了，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2022年 12月 25日下午儿科医师吴娟娟也出现发热、全
身酸痛、乏力的表现。接班时，她笑着给同事们说，“请你们离
我保持 2米距离，我可能也中招了。”然后就开始一天的日常
诊疗工作。到了下午，她的体温已经达到 39.8℃。身体的疼
痛也越来越明显，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让这个女汉子也撑不
住了，在办公室小声哭泣起来。想到自己的儿子还在发着烧
没人照顾，她有一种很无助的感觉。“吴大夫，3床38.6℃。”“好
的，马上来。”擦干眼泪，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又去照顾病人去
了。高烧了3天，终于退热了，紧接着就是鼻塞、流涕、剧烈咳
嗽、乏力，但吴娟娟仍没有请假，坚持着值完一个又一个班，护
士忍不住问她：“吴大夫实在坚持不下去就回家吧。”吴娟娟
说：“咱们只有 3个人倒班，我倒下了他们怎么办呀？还有这
么多孩子需要照顾呢？！”

李超大夫从医院成立发热门诊，就被抽调到去值班了，作
为儿科专业医师，他的任务也很艰巨。经历了几次核酸混管
阳性，单检阴性后，大家都开玩笑说他是打不死的小强。经过
多次接诊阳性病人及夜班劳累后，他也发起了高烧，就这样仍
坚持上完夜班后才休息。临走时，他还主动给领导说：“等我
好一点了，马上投入工作。”

这样的故事在护理团队里也有很多，儿科护理组长张艳
和温敏面对隔离病房的看护，总是冲锋向前。张艳说道：“疫
情防控期间，我去咸阳支援了 3个月，我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有什么危险让我去。”温敏说：“隔离病房你们都别去了，我一
个人去，减少感染的几率。”护士张静一直有慢性咳嗽病史，戴
着口罩和面屏工作后，咳嗽的症状越来越重，她每天做完护理
工作，痉挛性的咳嗽声都会响彻整个楼道，喝完水后她笑着
说：“以后可能就要抱着保温杯过日子了。”护士刘雪妮已经
怀孕 3个多月了，仍然穿梭在各个病房，不畏艰险，主动要求
护理隔离病房病人。2022年 12月 28日下午，护士张嘉瑞和
张冯楠，先后出现高热，仍坚持着完成了护理工作后，才回
到家……

作为抵御儿童新冠的主力军，医护人员始终迎难而上，党
员冲锋向前。西安第四医院帮扶专家妇产科专家王恒始终坚
守在岗位，儿科主任谷玉龙随时准备上火线，哪个关口倒下就
补到哪里。谷玉龙主任和梁宁护士长拖着病痛仍精心安排科
室工作，部署科室任务，保障科室运转。儿科副主任刘军艳坚
守普通门诊，即便发热也坚持完成工作，儿科医师田艳华和封
雯雯积极帮助生病同事，尽量让大家多休息，早日康复。

武汉抗疫英雄、疫苗接种站护士长蒋廷婵这次仍然义无
反顾冲在前面。她告诉记者，延安市妇女儿童医院新冠疫苗
临时接种点，有工作人员 6人，自 2021年 1月起承担我市第
一、二剂及第一剂、第二剂新冠疫苗加强针的接种工作。2022
年 12月 20以来，随着新冠疫情的放开，科室 2名人员阳性，1
人因病请假，科室仅剩 3人在岗。12月 25日，我市第二剂加
强针接种工作正式开启，接种量的骤然加大与工作人员减少
之间的矛盾突显。虽然如此，该院医护人员依然坚守岗位，尽
最大努力保障接种工作的顺利，5天时间接种 1200多人次。
两年来共接种71332人次。

他们的岗位很平凡，他们也是万千普通人中的一个，但身为
医者，他们始终不忘当初救死扶伤、生命至上的誓言。民有呼，

“医”有应，冲在一线，坚守一线，在保障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的道
路上坚韧前行，践行着延安市妇女儿童医院人的使命和担当。

健康聚焦

穿上防护服，她们挑战着身体的极
限；走进病房，她们是患者坚强的后盾；
冲锋在抗疫一线，她们守护人民生命安
全。她们是父母、是儿女、是妻子，也是
茫茫人海里的普通人，但她们用执着和
坚韧撑起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
（延安市中医医院）战疫的半边天。

2022年 12月 4日上午，延安市中医
医院隔离病区启用，该院数名医护人员
主动请缨前往隔离病区工作，他们顾不
上送来的午餐，带上笤帚、抹布、水桶、消
毒液等清洁用品，迅速前往隔离病区，投

入到隔离病区启用前的准备工作中，累
了困了就在椅子上靠会儿，然后继续投
入到工作中。

当日，医院就接收了首批转来的新
冠病毒感染患者，接到任务的护理人员
第一时间进驻病区，每日穿上厚重的防
护衣和防护用品战斗在一线，进行核酸
采样、环境消杀工作，叮嘱疫情防控注意
事项、强调戴口罩重要性、密切观察患者
病情变化并进行心理疏导，对特殊患者
做到心中有数，认真执行医疗救治及院
感防控工作。她们，是医院众多战斗在

一线医护人员的缩影。
随着国家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大

批患者涌入医院，临床一线压力骤增。
综合内科病区完成筹备正式接诊，短短
一天入住患者 44人，行气管插管呼吸机
辅助、控制呼吸 3人，病重 5人，病危 11
人，转入重症医学科 2人。王东艳护长、
杨华护长 24小时坚守科室，杨萌护长、
雷婷羽护长带病在岗，李晓护长、姬小静
护长更是彻夜穿梭于病房，保障护理安
全。在这危急的时刻，该院的每一位护
士，没有退缩，毫无怨言地冲在第一线，

护理人员工作时长都在 12小时以上。
“所有人拼尽全力与病魔较量，我为有这
样勇敢的护理团队而骄傲。”护理部主任
刘晓梅说。

护佑百姓健康，延安市中医医院的
护理团队毅然踏着荆棘前行，在猝不及
防的生死考验前，奋不顾身地坚守和执
着拼搏托起患者生的希望。

撑起战疫半边天
通讯员 陈琪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