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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医院创伤中心今日独立运行
打造国家标准创伤救治中心

▲创伤中心救
治团队手术照

▲创伤中心航空救援

作为目前我市唯一一所三级甲等综合
性医院，市中心医院一直勇于担当全市应
急救治的重责，该院急诊科形成了院前急
救、院内救治、重症监护一体化的急诊急救
医疗服务体系，承担着我市大多数急危重
症病人的救治，肩负着我市突发性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紧急处理的重要使命，是当前
株洲地区设备设施、技术力量、科研教学水
平最高的急诊急救中心。

“2019 年 7 月投入使用的院前急救中
心大楼配备了先进的‘移动 ICU’与空中救
援直升机等设备。”市中心医院医务部主任
陈迅介绍，自2018年4月成为“湖南省创伤
中心建设试点单位”后，医院更是加快建设
步伐，争创省内一流的创伤中心。一方面，
医院加大投入，推进“一站式”创伤平台建
设，完成了急诊抢救室、手术室、复苏室、监
护室等“救治矩阵”改造，注重硬实力提升；
另一方面，医院推行“一体化”救治模式，建
章立制，优化流程，成立创伤救治小组，加
强多学科团队建设，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
院前院内救治无缝连接，注重软实力的提
升，“医院曾获得全省院前急救技能大赛一
等奖。同时，作为株洲市创伤救治联盟的
主席单位，努力将各成员单位的力量拧成
一股绳，打造好我们株洲地区一体化的创
伤救治体系。”

株洲市中心医院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唐才喜表示，为打造符合国际标准的创伤
救治中心，市中心医院早在两年前就针对
危重创伤患者救治选拔、培养、储备优秀人
才，医院多次组织创伤救治团队前往重庆
市急救医疗中心，参观学习“院前急救-重
症-院内救治”全程一体化的创伤急救“重
庆模式”，“全新的创新中心，意在培育‘全
科型’人才，能‘从头到脚’综合处理任何一
起创伤病例。”

更值得一提是，作为我市“十三五”规
划的重点民生工程，市中心医院急救中心
综合大楼自2020年12月30日正式开工建
设，该项目总投资约4.08亿元，总建筑面积
约56000平方米，共新建19层（含地下室2
层），新增床位 500—1000 张，预计近年内
投入使用。

“急救中心综合大楼通过引进国内外
先进的医疗服务理念，建设公共突发事件
急诊和应急救援中心、心脏中心、卒中中
心、创伤中心等各种急救医疗服务中心，并
将成为长株潭及周边地区首个大规模的急
诊（应急和空中救援）救治中心。”市中心医
院副院长李文灿介绍，建成后，市中心医院
不仅能充分满足医院当前的医疗需求，也
将有效促进我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利于
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公共卫生和
重大疾病预防控制，打造全省有影响力的
应急医疗救援体系。
（文/刘春华 通讯员 黄红斌 图/市中心医院）

9月1日，市中心医院创伤中心独立
运行。这是目前我省首家创伤急、危重
症患者全流程管理的实体化创伤中心。

有数据统计，全球每年死于严重
创伤人数约 500 万，占总死亡人数的
9%。目前，创伤已经是中国45岁以下
人群第一死因，伴高致残率，导致严重
的社会和经济损失。而无数个临床案
例证明，创伤伤员如在伤后能接受及
时、规范的救治，抢救成功率会有效提
高，死亡率、致残率也会大大降低。

2017 年以来，国家相继颁发了
《关于印发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
计划（2018-2020）的通知》《进一步提
升创伤救治工作能力的通知》《国家
创伤医学中心和国家创伤区域医疗
中心设置标准》等文件，目的在于应
对严重创伤患者救治这个世界范围
的重大卫生问题。

市中心医院院长蔡安烈介绍，医
院创伤中心是传统创伤急、危重患者
救治模式的一个升级，是创伤外科的
一站式救治平台，目前在省内尚属首
创。这将极大推动我省创伤救治体
系的建成，带动区域内急危重创伤患
者救治效率与能力提升，逐步降低区
域急危重创伤、多发伤患者死亡率、
残疾率，为造福长株潭百姓作出贡
献。该中心现已申报了国家重点专
科、区域医疗中心重点建设内容。待
我院急救中心综合大楼投入使用后，
创伤中心还将有质的飞跃。

实现创伤救治一体化
让更多危重患者转危为安

17 岁少女从 15 米高处坠
落，出现神志昏迷、肢端冰凉、
血尿等伤情，检查后发现存在
椎旁血肿、脾挫伤、血气胸、双
肺挫裂伤、骨盆骨折、左侧股骨
颈骨折、多发胸腰椎爆裂性骨
折等多种创伤，生命垂危；市民
王先生（化名）被百余斤重的钢
管砸中头部，颅内存在大量血
肿合并脑疝，情况危急，市中心
医院创伤中心开启创伤救治绿
色通道，院内一体化的创伤救
治 团 队 共 同 协 作 ，经 多 学 科

（MDT）联合救治、紧急手术后，
患者均脱离生命危险，接受进
一步观察和治疗。

“对于严重创伤患者，1 小

时是黄金救援时间。”市中心医
院创伤骨科副主任邱尔钺介
绍，这些危重创伤患者的成功
救治，得益于市中心医院将医
务人员、医疗设备不断前移，开
通了危急重症患者绿色救治通
道，实现了该院院前、院内抢救
的接力赛。

如今，创伤中心独立运行
将是对该院的创伤救治模式的
进一步变革，推动该院创伤救
治水平和能力迈上一个新台
阶。该中心将实现从传统的

“救治接力赛”到救治一体化的
转变，整合了急诊科、骨科、普
外科、神经外科、胸外科及各相
关专科的技术骨干，建立起由

现场诊断、急诊复苏、急诊手
术、重症监护、医疗康复于一体
的高效、专业的创伤专业化救
治团队，创伤救治流程一体化、
规范化，有效缩短严重创伤患
者抢救时间，切实提高创伤患
者救治效率和综合实力。

“这种以‘病人为中心’的
模式可以提高抢救时效性，避
免因多科会诊延误急救时间。
由于把一个患者的多发伤视作
一个整体，能科学地解决多专
业共同协作，避免各自为政现
象。同时还能解决急诊科医护
人员知识单一、综合能力差、抢
救水平低下等问题。”市中心医
院急诊科副主任李明表示。

不断升级
争创应急医疗救援的“全省样本”

▲

创伤中心
为创伤患者开
启绿色通道

秋季，由于天气干燥，不少上
班族，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很容
易就会出现头昏脑胀、眼睛干涩
等症状。这个时候，喝茶提神，成
为很多人的选择。

秋季可以多喝青茶，也就是
乌龙茶。乌龙茶富含铁、钙等矿
物质，温热适中，有润喉生津、清
除体内积热、降血脂、抗衰老等良
效，非常适合在干燥的秋季饮用。

洋甘菊茶也是秋季适合饮用
的一类茶，用洋甘菊来泡茶，可以
舒缓疲劳、安抚情绪、改善睡眠。
不少女生喜欢喝香气扑鼻的茉莉
花茶，事实上，茉莉花茶是带有芳
香气味的茶饮，通常这一类型的
花茶都会具有醒脾开胃的功效，
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如果
出现了食欲不振、咽干口燥等秋

燥 症 状 ，可 以 多 喝 一 些 茉 莉 花
茶。不过要注意的是，由于茉莉
花一般都是搭配绿茶来饮用的，
但是绿茶茶性偏寒凉，因此，体质
虚寒者不宜过多饮用。

玫瑰花茶在近年来一直备受
女性喜爱，玫瑰花不但气味芬芳，
对于女性还具有保健作用。玫瑰
花茶这一类美容养颜类的花茶，
不仅可以红颜润肤，而且能够解
郁活血，治疗痛经，改善月经失
调。在秋季，气温降低，天气干
燥，女性朋友可以多喝一些玫瑰
花茶来滋润去燥，养血暖胃，对于
女性的健康非常有帮助。

自古都有“夏茶涩不好喝、秋
茶好不能摘”的说法，现在的新茶
大多指春茶，由于夏秋季节茶叶
虫害多，农药残留相对较多，光看

茶叶的形状、色泽、气味，几乎是
不可能辨别出茶叶是否有农药
的。那怎么才能安全购买、泡喝
秋茶呢？

首先，在选购茶叶的时候，一
定要认准质量安全（QS）标志。其
次，对于新上市的秋茶，最好在泡
了两个小时之后就要换新的茶
叶，并且不要去嚼吃茶叶，只有这
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茶叶中的
农药残留对身体的影响。

另 外 ，秋 茶 喝 起 来 也 有 讲
究。爱吃肉的人，容易形成酸性
体质，缺乏维生素 C，经常饮用乌
龙茶、砖茶等碱性较强的茶叶，可
以消食开胃；爱美的女士，适宜喝
花茶，像玫瑰花茶，有美容、抗衰
老功效；偏瘦的人，在秋天则要远
离浓茶，多喝清淡的菊花茶。

秋季的气候特点是秋高气
爽，雨水较少，这个季节产的茶，
香气馥郁绵长，口感甘醇。

秋天降水少，气候干燥，在茶
叶的长成、采摘和制作过程中都
能最大程度保持茶叶的香气。

茶树经过春夏两季生长、采
摘，新梢内含物质相对减少，叶
色较黄，芽叶较瘦小，叶张较薄；
但滋味平和，水薄甘甜。而且在
冷干环境下制成的茶叶内质保
持较为完好，茶叶内含水分少，

更显香气。
采制秋茶时的气候虽较为温

和，但雨量往往不足，茶叶显得老
些，厚度明显降低，口感汤质淡
薄。但秋茶也有过人之处，秋茶
最吸引人的便是它的高香，香气
高亢缭绕，有种喷薄而出的气势，
别有一番滋味。

秋 茶 当 中 ，铁 观 音 当 属 代
表。铁观音素有“春水秋香”之
称，春天的铁观音注重茶汤的口
感，秋天的铁观音注重铁观音的

香气。
秋天采摘铁观音的天气是最

佳的，制成的铁观音在适宜的气
温下保存不易变质。而且寒露之
后的铁观音味道更香，口感也更
为顺滑。铁观音秋茶一般会在9、
10 月上市，9 月上市的是早秋茶，
10月开始才会大规模上市。

当然，茶叶作为商品，不仅与
原料、加工有关，还与价格和消费
偏好有关。对秋茶的选择，不同
的人会有不同的喜好。

秋茶，顾名思义就是秋季产
的茶。

茶的种类按季节有春、夏、秋
之分。通常当年 5 月底之前采制
的茶叶称之为春茶；6 月初至 7 月
初采制的茶称为夏茶；7月中旬之
后的茶就算是秋茶。

历史上关于秋茶的记载并不

多，大概是因为唐代以前，茶农只
采春茶，秋冬茶一概留养的缘故。

而在晚唐期间，一位和杜甫齐
名的诗人许浑的诗里写到“秋茶垂
露细，寒菊带霜甘”，另外张籍也在

《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里提到：
“秋茶莫夜余，新自作松浆。”

在寥寥无几的叙述里，虽无法

窥见秋茶的全貌，但也能得知从晚
唐起，民间已有喝秋茶的习惯了。

秋茶真正的普及应该是在宋
朝，陆游曾在诗里提到：“园丁种
冬菜，邻女卖秋茶。”以及“邻父筑
场收早稼，溪姑负笼卖秋茶。”深
谙养生之道的陆游，一生爱茶、痴
茶，对秋茶也是非常喜爱。

秋茶，也别有一番滋味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军

天气转凉，秋的韵味慢慢显现，秋茶也陆续上市。
在很多茶友眼里，秋茶的品质与价格逊色于春茶，甚至是“上不得台面”。
其实，秋茶也别有一番滋味。

秋茶香气馥郁绵长

秋天喝茶，也有讲究

什么是茶叶发酵？

说起茶叶，大家常常说全发酵、半
发酵、轻发酵，这跟我们常见的发酵食
品酸奶、葡萄酒、食醋等，是同一个发
酵吗？他们有什么样的不？

通常所说的发酵，多是指生物体
对于有机物的某种分解过程。微生物
生理学严格定义的发酵：有机物被生
物体氧化降解成氧化产物并释放能量
的过程统称为生物氧化。

茶叶按照发酵程度的不同以及综
合制法，分为六大茶类。但这里的发
酵一词，在中国茶叶的惯用语境中，则
与上述微生物发酵全然不同。在茶叶
中，同一片绿叶是通过控制生物氧化
而被加工成绿茶、红茶、乌龙茶等，这
一过程也被错误地称作发酵。这一过
程更像是一系列的酶促反应，也许更
应该被称作生物氧化。茶叶的生物氧
化是细胞壁破损后，存在于细胞壁中
的氧化酶类促进儿茶素类进行的一系
列的氧化过程。

在茶叶的细胞里，儿茶素类存在
于细胞液中，而氧化酶主要则存在于
细胞壁中，而非主要存在于微生物中，
所以需要使细胞壁破损。这也自然解
释了发酵茶需要揉捻的原因。根据多
酚类物质氧化程度的不同，也就区分
了全发酵、半发酵、轻发酵。在红茶
中，多酚类氧化程度很高，则称之全发
酵;乌龙茶中多酚类的氧化程度约一
半左右，则被称为半发酵。

例如在红茶加工中，发酵目的是
使叶子中所含儿茶素氧化。叶色由绿
色转变成铜红色，生成红茶特有的颜
色。茶叶液胞膜受损伤后，液泡内的
多酚类、氨基酸等物质，逐步被氧化，
同时由于儿茶素氧化，使叶子中一部
分物质进行化学作用，生成红茶特有
的色香味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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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

秋茶品饮历史悠久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