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讯速递

责任编辑：王建设 美术编辑：许 苹 校对：马晴春

2022年 11月 1日 星期二

生命·周刊 05▶28891542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
员/黄晓敏 周艳姿） 几天前，体重仅有

1.2公斤的早产宝宝轩轩遭遇了一场生死

考验：他“鸡蛋”大小的胃上竟出现一个

直径 1 厘米的洞。危急关头，市妇幼保健

院小儿外科专家及时为他进行胃壁穿孔

修补手术，让他化险为夷。

10月 24日下午5时，轩轩在当地妇幼

保健院出生。因为提早出生，又是极低体

重儿，他的各项器官功能均未发育成熟。

更让人忧心的是，他被查出自发性

胃穿孔。该病病死率高，即使能及时救

治，也仅有 75%至 80%的存活率。

由于病情危急，轩轩被迅速转入市

妇幼保健院救治。考虑到情况特殊，该院

医务科、小儿外科、新生儿科、麻醉手术

室、放射科、输血科、B超室等多学科专家

立即展开会诊。

“手术迫在眉睫，可这场手术的难度

极大。”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主任刘志

新介绍，入院时，轩轩才出生不到 21个小

时，体重仅有 1.2 公斤，属于极低体重儿。

这意味着，他的腹腔空间只有杯子那么

大，胃仅有鸡蛋大小，要找到穿孔部位很

难。此外，由于是早产儿，轩轩的免疫系

统、呼吸系统等各方面器官发育不成熟，

抵抗力、耐受力差，麻醉风险很大。

“医生，请你们一定要救救我的孩

子！”得知孩子的病情危重，一家人心急

如焚。

“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救治

宝宝！”刘志新极力安抚家属的情绪。

一切准备就绪后，刘志新主刀为轩

轩进行手术。手术时，他发现孩子的胃壁

组织呈膜状，其下端可见一个直径 1厘米

的洞。发现病灶后，他立即为孩子切除了

膜状胃壁组织，并修补了胃壁穿孔。此

外，他还用生理盐水反复冲洗腹腔清除

腹腔内的脓液。

手术进行了 2个小时才顺利结束。术

后，轩轩被送入新生儿科。

刘志新表示，先天性胃壁肌层缺损

并穿孔为小儿外科较少见的急腹症。他

提醒家长，若是孩子在出生后 3天至 5天

突然出现拒食、吃奶困难、呕吐、呼吸窘

迫等情况，要立即送医，以排除是否为胃

穿孔。

1.2公斤早产儿胃穿孔 医护生死抢救

气温“大跳水”
呼吸道疾病患儿骤增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张曦予）
这几天，气温出现了“大跳水”，也让患有呼吸道疾病

的孩子暴增。10 月 28 日，记者从市中心医院急诊儿

科获悉，其日接诊量已突破 300人次，相较平日增长

了 1/3。

“孩子已经两天没上幼儿园了，咳个不停。”当天

上午，在市中心医院急诊儿科，苗女士正带着 4岁孙

子就诊，脸上写满愁容。

记者看到，一大早，就有不少患儿和家属在候诊

区域等待。由于就诊人数增多，急诊儿科已在普通门

诊和发热门诊各增开了一个流动诊室。

“每年的 10月至次年 3月，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

病的流行季。由于这两天气温骤降，导致呼吸道疾病

患儿增多。”市中心医院急诊儿科副主任晏敏亮介

绍，前来就诊的患儿主要是患有流感、病毒性感冒、

支气管肺炎、咽炎等常见呼吸道疾病的。他们的症状

以咳嗽、流鼻涕、打喷嚏为主。

晏敏亮提醒，流感不是普通感冒，一般表现为发

热、咳嗽、头痛、乏力等流感样症状。流感类别多，传

染性强，而且非常容易发生变异，所以即便是患过流

感的人，当下次再遇上流感流行，也仍然可能被感

染。她强调，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病毒感染及降

低严重并发症的最有效手段，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

接种流感疫苗。

恺德医院上榜“第五批次
标准版房颤中心”名单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黎婕妤）
近日，心血管健康联盟、房颤中心联盟公布了“第五

批次标准版房颤中心”名单，株洲恺德心血管病医院

榜上有名，并获得“规范抗凝先锋奖”。

据悉，房颤是临床上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在

80岁以上人群中，房颤患病率高达 15%至 20%，它会

导致心悸甚至引发心力衰竭等。目前，我国房颤患者

对该病的知晓率和早期诊断、治疗率较低。

2021年，株洲恺德心血管病医院开启房颤中心

筹建。在心外科、急诊科、神经内科等多学科协作下，

其房颤中心建设顺利。期间，该院对辖区内外患者进

行义诊筛查、健康宣教，对医务人员进行规范房颤抗

凝治疗及诊治流程培训。

值得一提的是，该院还开展了房颤射频消融术、

左心耳封堵术等多项房颤诊治技术，有效落实了“治

疗房颤、预防卒中”的房颤诊治理念。同时，该中心还

重点与基层医院增强了双向互动，促进本区域房颤

全程管理科学体系的构建，不断提高房颤整体诊治

水平。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何敏

不少人认为打鼾是孩子“睡得香”的表现，

殊不知，鼾声不仅会影响样貌，还会影响孩子

生长发育。

那么，孩子打鼾是什么原因导致？有了鼾

症又该如何治疗。日前，记者探访了市三三一

医院青少年鼾症专病门诊，为你找寻答案。

女孩越长越丑，竟是打呼噜导致
“我们真是太粗心了，应该早点带孩子看

医生。”10月 27日，在市三三一医院青少年鼾症

专病门诊，得知女儿乐乐被诊断为腺样体面容

后，李女士焦虑不已。

乐乐今年 8岁，小时候长得十分可爱，还参

加了学校的舞蹈队。可最近一年，李女士发现

女儿渐渐变丑了，不仅龅牙越来越明显，还有

鼻孔朝天等情况，颜值大打折扣。

“孩子平时睡觉打呼噜，最近越来越响，还

经常张着嘴巴睡觉。”李女士说，一开始，她和

家人并未重视，直到最近和闺蜜交流时得知，

打呼噜会影响孩子颜值，这才赶紧带着女儿到

专病门诊就医。

经检查，乐乐的腺样体肥大，已经堵塞了

后鼻孔的 3/4，因此她才会在睡觉时出现呼吸

不畅、张口呼吸等情况。

“由于孩子的鼻咽部阻塞，打鼾时用嘴呼

吸，长期下来，就引起上下牙齿咬合不正常，导

致其面部畸形发育。”市三三一医院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主任万华介绍，腺样体面容表现为上颌

骨变长、腭骨高拱、颌面部骨骼发育不良、上切

牙突出、牙列不齐、下颌骨后缩畸形、厚嘴唇等，

孩子如果长期用嘴呼吸，会越长越丑。遗憾的

是，因为就医不及时，乐乐已患上阻塞性睡眠呼

吸暂停综合征，即鼾症，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鼾症还会影响身体和智力发育
真有这么多孩子受鼾症困扰吗？

“这些年，来我院治疗小儿鼾症的患者明

显增多。尤其到了寒暑假，每天能接诊约 20

人，患儿集中在 2 岁至 14 岁。”万华介绍，青少

年鼾症的患儿比例在逐年提高。

除了让人变丑，鼾症还会对孩子造成哪些

伤害？万华向记者分享了这样一个案例。

他曾接诊了一名来自攸县的 8岁男孩，当

时，男孩个子瘦小，精神萎靡，按家人的描述，

几乎是“一天到晚睡不醒。”

让万华惊愕的是，这个男孩在面诊时竟然

都睡着了，且鼾声如雷。由于患有严重的鼾症，

孩子的身高及体重比同龄人差了一大截，学习

也跟不上。

“鼾症不仅会影响孩子的外貌，还会直接

影响孩子的身体和智力生长发育。”万华说，接

受手术治疗后不到一年，这名患儿就长高了 10

厘米，身体也结实了不少。

是不是只要孩子睡觉时有打鼾的现象，就

要去医院处理？

“其实并不一定，孩子打鼾还得分情况而

论。打鼾如果是偶尔出现，睡姿调整后能缓解，

就不用处理。”万华表示，如何孩子鼾声比较明

显，且在打鼾过程中频繁出现呼吸暂停现象，

或伴有盗汗、夜间遗尿和梦游等表现，就要及

时带孩子去专病门诊就诊。

成立我市首个青少年鼾症专病门诊
9 月 8 日，市三三一医院青少年鼾症专病

门诊正式挂牌，这是我市首个针对青少年鼾症

的专病门诊。

为何成立该门诊？万华道出其中缘由：为

了帮助家长们正确评估儿童打鼾的程度，给患

儿提供规范化、精准化、个体化的诊疗方案。

怎样让孩子得到更精准的治疗？据悉，市三

三一医院青少年鼾症专病门诊由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口腔科、儿科、儿保科、呼吸科团队为患儿

开展多学科（MDT）会诊，让孩子“治标又治本”。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省儿童医院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主任黄敏教授已签约成为市三三

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客座教授。这意味

着，今后，我市有鼾症困扰的患儿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省内顶级专家的诊疗服务。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张曦予） 如何识别卒中症

状，把握宝贵的救治时间？10月 28日，

在“世界卒中日”前夕，市中心医院神

经内一科开展义诊，为百余位市民进

行脑卒中筛查和健康知识科普。

“疾病重在预防，我当时就是因为

缺少预防意识才引发严重后果。”一大

早，75 岁的朱大爷就赶到义诊现场，

向专家讨教。

原来，朱大爷平日里身体不错，为

此，他很少去医院做体检。5年前，他突

发脑梗，导致右侧肢体瘫痪，曾在轮椅

上度过 3个月。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一种急

性脑血管疾病。我国 40 岁以上人群

中 ，有 15% 面 临 脑 卒 中 高 风 险 。如

今，我国脑卒中发病率在以每年 9%

的速度攀升。”株洲市卒中联盟主席、市中心医院

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包正军介绍，去年，该院神经

内科接诊了约 2000 例脑卒中患者，其中不少是

年轻人。

包正军介绍，针对中青年脑血管病不断上升

的发病趋势，患者应注意控制高血压、高血脂，远

离饮食不规律、久坐不动等不良生活习惯。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天，株洲的气温呈“断崖

式”下跌。气温降低后，人体血管开始收缩甚至痉

挛，脑出血和脑梗死的几率加大。

包正军提醒，秋冬季节是脑卒中发病高峰，市

民应多注意头部保暖，别顶风、冒雨赶路。

孩子“颜值”降低 竟是打呼噜作祟

如何护“脑”？专家为百余名市民做科普

包正军正在为市民进行义诊。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