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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民生命的坚守
通讯员 陈琪璐

近期，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社
会阳性感染率逐渐升高，医疗机构面临
第一波感染高峰的冲击，医院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
院领导提前谋划、早做准备、上下联动、
迅速反应，集全院之力及时调配医疗物
资，全面做好设备、药品等储备。全院一
盘棋，打破学科限制，统筹调配各科室资
源，实行“全院一张床”管理模式，优化诊
疗方案，带领全院临床、医技、机关、后勤
人员，确保新冠重症患者的收治，全力保
障百姓健康需求。

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

按照预案要求，该院迅速成立新冠
急诊全科病区，按照诊疗方案科学调整
床位设置，抽调了呼吸、心内、重症等专
业医护力量进入病区开展新冠肺炎危重
症患者救治工作，同时依托北医三院专
家定期开展线上危重病例讨论，商讨制
定诊疗方案，为患者预后提供有效医疗
保障。

目前，该院开放 13个病区全面收治
新冠感染患者，其中设置2个重症病区，2
个亚重症病区，全力做好应收尽收、应治
尽治。面对急危重症患者人数的增长，
全院医务工作者勇担使命、迎难而上，截
至目前，共收治新冠患者 600余人，康复
出院300余人。

齐心协力 全力救治

疫情之下的医院急诊，可以说是日夜
无休的战场。第一是患者的数量增加，第
二是老年病人数量增加，第三是重症病人
数量增加，全体医护动态联动、团结一致、
全力以赴。医务、护理在急诊室沟通协
调，24小时为生命点燃“希望之灯”。

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满负荷运
转、齐心协力、24小时严防死守，始终战
斗在“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日夜不停，
用责任与坚守努力让每一个重症患者得
到最大程度的救治。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为守护患者的健康付出了
巨大的努力。他们不仅承担着科室病人
救治，还要参与全院的危重病人的会诊
指导，以及对其他科室医护进行呼吸系
统疾病救治的相关知识培训。

组建团队 守护妇儿

该院同时还建立了县区二级医院新
冠肺炎绿色转诊通道，重点对县区收治的
危重新冠感染患者及危重孕产妇、新生儿
等特殊群体进行线上病情评估，根据病情
线下点对点转诊至该院进一步治疗，并依
据患者就医需求，组建优秀专家团队为广
大市民提供在线免费咨询服务。

为了守护孕产妇的“生命线”，在人
手不足的情况下，由妇科与产科联合组

成的“孕妈妈”救治医护团队，携手扛起
了孕产妇诊疗工作，为每一位孕妈妈提
供安全、周到、高效的诊疗服务，持续 24
小时“负重前行”，用爱书写生命的感动，
为孕产妇撑起健康“保护伞”。

急性喉炎、热性惊厥、重症肺炎等危
重症患儿不断增加，非战斗性减员等情况
使本就人员紧张的儿科更是雪上加霜，儿
科医护人员不得不24小时连轴转。“我烧
退了，我可以。”“我症状轻，我能行。”很多
医护都是带病上班，坚守岗位。儿科医护
人员不畏艰辛，不惧挑战，前赴后继，奋力
坚守一线，守护儿童安全。

检查检验 甘做后盾

特殊时期，为了满足临床患者的检
测需求，检验科主任刘章平进一步优化
工作流程、排班、调度。检验科工作人员
有的主动坚守工作岗位，把休息时间让
给其他同志；有的轻伤不下火线，坚守核
酸检测阵地；所有人克服困难，坚守岗
位，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为临床医生
呈现一份准确的检验报告。

面对此次复杂严峻的疫情，超声医
学科人员坚守超声检查不断档的“安全
线”，纷纷主动提出争着承担充满挑战且
辛苦的急诊和床旁超声，于细微处发现
有价值超声信息，奋战和坚守在医院各
个病区，甘做临床坚强的后盾“超人”。

影像科日均CT检查量激增至平时的

2~3倍。面对成倍增长的病人数量，影像
科所有在岗人员毫不退缩、带病上岗，CT
机昼夜全开，工作量已爆仓，来不及吃饭、
顾不上喝水，相互补位，努力减少患者排
队等待时间，看好每一份片子，出好每一
份报告，为每一位患者提供精准诊断。

医护同心 全力战疫

全院护理人员由护理部统一管理，
根据科室病人及护理人员情况进行动态
调配。接到任务的护理人员每日从上到
下穿上厚重的防护衣和防护用品战斗在
一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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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多护理人员发着高烧、忍着劳累、抛下亲
人，每天工作时长都在12小时以上，拼尽
全力与病魔较量，奋力坚守，全力以赴守
护患者生命。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
市中医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在危急时刻
站出来、顶上去，持续高强度、超负荷奋
战。有的“带病上岗”甚至身兼数职，有
的恢复后立即返岗，有的还没完全恢复
就第一时间返岗……他们时刻牢记着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重托，用实际行
动彰显延安中医人的使命与担当。

严峻的疫情，给喧闹的城市按下了
暂停键，这时候孕产妇必要的产检更像
是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普通产科门诊
不能停、普通孕产妇的住院分娩不能停，
危重孕产妇救治更不能停，孕产妇又是
特殊人群，面对这些防控难题，延安市人
民医院妇产科二病区医护人员在王慧玲
主任的带领下没有丝毫退缩，迅速以一
级战备状态投入到工作中，最大限度地
守护孕产妇的安全。

乔娜医生刚结束在延川方舱的工
作，一天也没来得及休息就又投入到科
室的工作中，刚上班两天阳了，没几天除
了薛爱琴副主任科室所有医生都阳了。
薛爱琴一个人连门诊带病房，一线、二线
都是一个人在坚守，哪怕有个别医生复
工了，薛爱琴也一直坚守阵地，吃在科
室，住在科室，哪里需要去哪里。“没办

法，我不扛起责任，孕产妇的健康谁来负
责呢，她们此刻更需要医生的帮助和指
导。”薛爱琴说。张政梅医生连续驻科里
十几天不回家，马园园医生体温 39℃还
坚持值班，杨宝艳没阳之前连轴转，还有
马小星、周娟、梁娜、乔小莉、郭彩萍等医
生都是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
下，就立即投入工作了。惠晶和崔小宁
医生，本来是在读研究生，不在医院上
班，考虑到科室人员紧张主动要求回来
支援科室。

工作人员不断减少，病人一点儿都
没减少，科室尽量把阳的病人安排到一
起，把阴的病人集中在一块儿，尽可能保
障母婴安全。有的孕妇其实还不到生的
时候，但是由于对这个病特别恐惧，特别
焦虑，强烈要求住到医院，认为医院是最
安全的，医生也只能满足，尽最大努力平

复孕妇的情绪。“在怀孕的过程中，孕妇
会感到无助，能有人去帮她，她心态会好
一点。尤其在疫情之中，孕妇不敢去医
院，心里可能更焦虑。有医生指导，她们
会好受一些。”王慧玲主任说。

科室很多护士，张海梅、呼欣荣、王
慧、高娅、赵玉梅等还没有完全康复就主
动回来上班，杜敏身怀六甲一直坚持为
阳性病人做治疗护理，给同样是孕妇的
住院病人树立了榜样，韩敏、张人月、张
新芳、惠放放等护士都是夜班下了继续
上白班，科室在人员吃紧的情况下抽出
徐高侠和万娜娜两名护士支援产房工
作。虽然病人多、人手紧、工作强度大，
医护人员高负荷运转，但是没有一个人
喊苦喊累，大家都在齐心协力维持科室
的运转。护士长刘林娟说着说着就红了
眼眶，她很心疼科室里的姐妹们，但一想

到孕产妇的安危，又给自己打气，“不要
停下来，干就是啦。”在工作上，大家互相
帮助，你倒下了我就顶上；在工作之余，
大家也在群里互相分享“防疫生活小妙
招”，互相关心、互相鼓励，共同度过了这
个艰难的疫情阶段。

作为妇产科人，无论是身先士卒、冲
锋在前的专家，还是坚守在救治患者一
线的医护人员，面对摸不到、见不着的病
毒，每个人都在全力抗击，她们每个人都
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就上哪
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每个人都化身
铁娘子，大家团结一心，尽自己所能和全
力，扛起了属于自己的责任。

一颗螺丝钉 一个“铁娘子”
通讯员 高小娥

本报讯（通讯员 杨敏）随着新冠
病毒感染人数增多，延大附院积极投身
到新冠患者及重症救治工作，医院统筹
医疗资源、扩容新冠感染患者救治床
位，全院上下一条心，医护人员 24小时
昼夜不舍，全力救治新冠感染患者。

1月 8日晚 23时，妇科编制呼吸二
十一病区接到医院院方通知，开始收治
新冠肺炎感染合并基础疾病患者，疫情

就是命令，科主任、护士长立刻协调科
室人员、储备物资，医护人员火速赶到
科室就位，通宵奋战，积极展开新冠患
者的收治。除本科室患者，至第二天 6
时共收治13名新冠感染患者。

面对持续增多的患者，1月 9日晨
交班，科室再次调整、分配工作任务，妇
科的救治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不少
医生护士带病上岗，大家争分夺秒、尽

一切可能的救治患者。
病床前的监护治疗仪器，不时发出

“滴滴滴”的提示音。记录患者信息，为
他们翻身、排痰、调整补液速度，妇科的
医护人员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

呼吸内科王莉副主任对妇科重症
患者进行指导治疗，并床旁教患者如何
正确趴着睡。科主任、护士长带领病区
医生、护士学习俯卧位通气的操作规

范，对病区有俯卧位通气实施指征的患
者进行俯卧位通气，改善患者临床症
状，促进感染患者早日康复。

“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医院
强大的后盾，一定能够度过艰难时刻。”
高成英主任说，妇科医护人员全员 24
小时待命，全体医护人员坚定信心，迎
难而上，只为全力救治每一位新冠患
者，守护好生命与健康的一道道防线。

本报讯（通讯员 高晓嵘）近日，
由陕西省国际医学交流促进会，西安交
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卒中专科
联盟承办的“2022年卒中总结”大会在
西安召开，会议采用线上方式举行，包
含主论坛和 7个分论坛。延大附院心
脑血管病医院高级卒中团队应邀在主
论坛、溶栓专场、卒中管理专场汇报及
参与讨论。

延大附院心脑血管病医院自 2018
年启动卒中中心建设工作以来，将全院
脑血管病相关医疗资源进行了整合，涵
盖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神经介入、急诊、
重症、麻醉、康复、护理、医技等多个学
科，构建脑血管疾病的多学科联合诊治
模式，实现了对卒中特别是急性期卒中
高效、规范救治。目前，医院已建立起了
集急性期救治、一级预防、二级预防、随

访宣教等功能于一体的学科联合体。
2020年 9月心脑血管病医院牵头

申请成立延安市卒中专科联盟，由神经
内科主任薛艺东担任卒中专科联盟主
席，高晓嵘副主任担任秘书长，积极打
造区域卒中 1小时救治圈，同时建立
市、县、乡三级卒中防治网络，采取属地
管理、对口指导的方式，以点代面，精准
防治，不断提高卒中防治整体水平。

作为延安市卒中地图管理医院，延
大附院心脑血管病医院将为延安市正
在建设的县区卒中中心及卒中防治中
心提供示范、指导等帮助，推进脑卒中
诊疗与护理向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
建设，在不断提高医疗质量，提升脑卒
中防治能力的基础上，以更迅速、更高
效、更规范的诊治行动救治卒中患者，
更好为陕北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积极打造区域卒中1小时救治圈
延大附院心脑血管病医院应邀出席陕西省2022年卒中总结大会

本报讯（通讯员 冯伍 南楠）近
日，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中心发布了
《医院蓝皮书：中国智慧医院发展报告
（2022）》，揭晓了 2022届中国医院竞争
力秋季榜，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荣获2022
届智慧医院HIC300强。

本次评选由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

中心发起，艾力彼医院管理中心是一家
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独立第三方医院评
价机构，是中国大陆首个获得国际认可
的第三方医院评价标准。“智慧医院
HIC”是艾力彼从医院信息化的有效应
用和管理效果对智慧医院进行全方位
的评价，对衡量医院信息化建设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近年来，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不断加

强医疗信息化投入，以数据为支撑，稳
步发展智慧医院建设。从医疗业务，医
疗质量，医疗服务等方面，以高标准、严
要求、实举措、快行动为准则，对患者提
供全方位、全周期、多层次、多样化的医

疗健康服务。
据悉，该院今后将积极配合医疗健

康产业数字化转型，深度践行健康中国
2030国家战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
周期健康服务，全面建成更有特色、更有
水平的大学附属医院，全面建成百姓信
赖、职工满意、行业领先的区域医疗中心。

本报讯（通讯员 牛龙霞）最近，
延大附院开通“病毒性感冒专病诊区”
以后，患者可通过扫描医院小程序二维
码，选择病毒性感冒专病诊区，点击病
毒性感冒坐诊专家，即可进行线上问
诊。截至目前，专病诊区已有 21名医

师提供妇科、儿科、呼吸科、心内科等专
科咨询服务，共计服务患者 500余人
次。

自 2022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发布
“新十条”以来，随着防疫政策的全面放
开，医院响应调整和优化就医流程。12

月 20日，延大附院微信小程序开通“病
毒性感冒专病诊区”，为有发热（咳嗽）
等呼吸道症状、无基础疾病或基础疾病
稳定、全程接种过新冠疫苗、年龄低于
70岁、暂无必要前往医院的患者，提供
快速便捷的线上问诊。

延大附院将继续开展互联网医院
的建设，努力为患者提供线上线下一体
的医疗服务，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强化
服务管理，真正做到“以患者为中心”，
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就医满意度，助力医
院高质量发展。

小病不用去医院 线上诊疗就解决

延大附院荣获2022届智慧医院300强

疾控微健康

延安市疾控中心

水果加热吃，会破坏营养吗？
冬季气温低，胃肠功能较弱、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往往不

敢吃冰凉的水果。有的老年人会把水果加热吃，认为熟吃水
果有利养生；也有人担心加热会导致水果中的营养成分流
失。那么，水果加热吃会破坏营养吗？

一、水果加热吃的好处
在日常生活中，熟吃水果很常见，如小吊梨汤、杏皮水、菠

萝饭、木瓜鲫鱼汤等。水果经加热处理后，降低了果实硬度，
质地变得柔软，更容易咀嚼。水果加热，还可以软化其中的纤
维、钝化酶的活性、杀灭病原菌，适合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

可溶性糖是衡量水果品质的重要因素，水果中的可溶性
糖含量高，水果吃起来就甘甜可口。水果加热可大幅提高其
中可溶性糖的含量，所以水果做熟后吃起来感觉更甜。

二、水果热吃“因果而异”
不少人担心水果加热吃会破坏其中的营养成分。高温长时

间加热确实会降低水果中维生素C的含量。加热会促进维生素
C的有氧氧化，随着加热温度的升高，氧化速度也会逐渐加快。

不过，像苹果、桃、梨、香蕉，这些水果的维生素C含量远
不及柿子椒、芥蓝、豌豆苗等蔬菜。虽然加热会造成这些水果
中维生素C的流失，但其含有的矿物质、膳食纤维及抗氧化物
质损失并不大。而像冬枣、猕猴桃等维生素C含量丰富的水
果，最好就不要加热吃了。

三、水果怎样加热更好
我们平时熟吃的水果，往往果皮厚而结实、果肉本身脆

硬，如核果类的桃、李、枣、梅子；仁果类的苹果、梨；柑橘类的
橙、柑橘、柚子等。这些水果加热后，果皮颜色会变暗，呈现煮
熟状，但一般不会太影响口感和外观品质。而果皮薄、易破的
水果，如浆果类的桑葚、草莓、无花果等，加热后可能直接变成
糊状，所以它们常以果酱的形式出现在餐桌上。

加热水果可以采用蒸、煮、烤或微波加热的方式。大家可
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控制加热
时间，一般水开后蒸煮 2分
钟左右即可，此时的水果表
层温热适宜，果实温润可口，
汤汁充足。

宝塔区疾控中心

传播健康理念

倡导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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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谨防其他呼吸道传染病
冬季亦是水痘、流行性腮腺炎、猩红热、人感染禽流感等

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应严防重点场所出现聚集性发病。
1.对有疫苗预防的传染病如水痘、流行性腮腺炎等，按相

关要求及时和全程接种疫苗，提高自身免疫力。
2.注意个人卫生，打喷嚏、咳嗽时用纸巾遮掩口鼻，避免

飞沫传播；不要接触病禽、病畜，儿童要远离禽鸟，尽量不去禽
类屠宰市场。

3.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饭前便后及
接触脏东西后要洗手，勤换、勤洗、勤晒衣服和被褥。

4.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要将折面完全展开，将嘴、鼻、下
颌完全包住，然后压紧鼻夹，使口罩和面部完全贴合。

5.每天定时开窗通风数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流行高
峰期应避免去人群密集场所，如出现相关症状应及时就医，并
减少接触他人，尽量居家休息。

6.流行高峰期应避免去
人群密集场所，特别是症状
较轻的病人应及早到社区医
院就诊，避免发生交叉感染，
早期隔离，待痊愈后再返学
返工。

本报讯（通讯员 陈琪璐） 2022年 12月 24日，正在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全体医护
人员为恢复病区诊疗工作加班加点忙碌时，周先生因修
剪果树时不慎被电剪刀剪伤右拇指，与此同时又不幸感
染了新冠病毒，但幸运的是成功开展多例断指再植手术
的手足外科医护团队挽救了他的手指。

由于医院正处于疫情防控紧急接诊新冠患者时期，
而周先生的手指离断，治疗刻不容缓。听取这一情况，院
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安排紧急救治，医务部、护理部、信息
科全力协助，为周先生开通了救治绿色通道，打通流程堵
点，积极完善相关术前检查，手足外科携手麻醉手术科多
名同志，急诊为周先生开展了右拇指断指再植术。

术中，马阳副主任医师及付雷医师于显微镜下探查末
梢动脉病并成功吻合，为周先生完成拇指血管吻合、重建患
指血运，奋战3小时手术顺利完成。因末梢动脉细小，离断
指体病情变化全部依赖于医护人员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细心
观察。住院期间，手足外科主任管英杰带领医护人员24小
时监护离断指体血运。经过医护精心治疗，离断指体末梢
血运逐渐恢复，皮温逐渐维持稳定，达到出院标准并指导家
属如何做好家庭防护后，周先生出院回家休养。

据悉，连日来，该院手足外科收治的阳性患者逐渐增
多，而且受伤程度较重。本着“一切为患者服务”的理念，
他们与时间赛跑，及时救治患者，努力为他们恢复健康和
生活希望创造良好条件。

本报讯（通讯员 闫明亮）如何帮助广大群众改善症
状，以中医力量助力“阳康”，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新冠感染
的独特优势？1月9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
市中医医院）新开设的新冠康复中医门诊正式开诊了。

据悉，新冠康复中医门诊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
疗方案（试行第十版）》及专家建议，针对感染新冠病毒并
处于恢复期的患者，对存在的呼吸急促、体力活动与锻炼
受限、体力下降和疲劳感、声音嘶哑及咳嗽、吞咽问题、嗅
觉味觉问题、焦虑抑郁和睡眠问题、身体疼痛等健康问
题，采取中医综合治疗等手段进行干预。

北医三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成功
开展首例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断指再植术”

以中医力量助力“阳康”
北医三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

医院）新冠康复中医门诊开诊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