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2月28日，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
科收治了 52 个新生宝宝，其中有 25 个确诊新
冠病毒阳性，年龄最小的感染者才出生 3 天。
晚上 10 时，新生儿科护士龙欢正在忙碌着。
物理降温、雾化、输液、喂奶……她在做好防护
的前提下为“阳”宝宝们提供专业的护理。这
时，她隐隐有点担心家里的两个孩子，因为6岁
的女儿和 1 岁 4 个月的儿子都在发烧，只能由
爷爷奶奶照顾。“妈妈，为什么我生病了你不照
顾我，要去照顾别人的宝宝呢？”出门前，女儿
委屈地说道。这句话让龙欢心里很难受，但她
知道，那些新生儿刚离开母亲的怀抱，又感染
了新冠病毒，更需要她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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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上午 10 时 20 分，一
辆救护车驶入市中心医院，一名
80 多岁的患者被迅速送入急诊
科。

“他的血氧饱和度只有85左
右，需要马上吸氧。”急诊科医生
吴敏一边为患者进行评估，一边
马上递给他一个氧气枕先吸着。

刚为这名患者做好初步治疗
措施，她又转身来到复苏室，忙着
抢救另一名新冠感染的危重患者。

此时，急诊科抢救室已被病
床塞得满满当当，氧气罐、监护
仪、输液支架等设备被塞进床与
床的缝隙间。但凡能接氧气设备
的地方，都被平行排列、头尾相
连、垂直拼接地摆上病床。

“只要有一点空隙能塞得下
床，我们都加了。”吴敏介绍，抢救
室额定 18 张床位，这段时间，由
于就诊量激增，他们将床位扩充
至近30张，可不断涌入的患者让
这里依然“一床难求”。

在急诊大厅，原先供患者候
诊的坐椅已经拆掉，空出来的大
片区域改成了临时抢救区，这里
也躺着十几位亟待住院的患者。

急诊科护士陈学龄清晰地记
得，从12月19日开始，该科室的
就诊人数迅速增加。

“满屋子的人，就连走廊都排
起长队，分流不出去。”当天，有人
在工作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而这只
是就诊高峰的开始。

元旦节后，陈学龄和同事迎来
了真正的重症就诊高峰期。1月3
日，急诊科接诊了813人，这是日常
接诊量的3倍多。

除了暴增的就诊量，更让陈
学龄感到“压力山大”的是，这波
前来就诊的患者几乎都是 70 岁
以上的老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已
有98岁。他们大多有基础疾病，
感染新冠病毒后，由于错过最佳
救治时机，普遍出现肺部感染，病
情危急。

“我们这里没床位了，还要等一
等。”5日上午11时，市中心医院重症医
学科主任曾维忠的手机响个不停。

这些电话让他既无奈又心急：ICU
的 30 张床位已经住满，90%以上为新
冠肺炎重症患者。自去年12月中下旬
开始，这里每天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

由于收治的多为高龄老人，这让曾
维忠感到，这场战“疫”难度不小。

“目前，我们这里九成以上患者用上
了呼吸机，还有一个患者在用ECMO。”
曾维忠坦言，老年人大多伴有基础性疾
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等，受到病毒攻

击时病情会更重一些。
更让他忧心的是，前来就诊的部分

老人出现了“沉默性低氧血症”。通俗
点说，就是上呼吸道症状不严重，发热
不明显，但是持续阳性，转阴慢。在不
易察觉中，他们就出现双肺磨玻璃样炎
性改变，从而危及生命。

“预防轻症转重症比救治更重要。”
曾维忠提醒，对于老年人，尤其是失能老
人，家人一定要定时监测好体温、心率脉
搏以及外周血氧饱和度的变化。如果老
人出现明显的嗜睡、交流障碍、突然一侧
肢体无法活动等现象，则需要及时送医。

老人出现明显嗜睡、交流障碍等应及时送医

“预防轻症转重症比救治更重要”
重症就诊迎高峰，家中谨防老人“沉默性低氧血症”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宋玺

市中心医院，额定18张床位的抢救室里，放下了近30张床
位。高龄、重症肺炎，老人们躺在病床中，有的彻夜咳嗽。

尽可能开放床位、尽全力周转资源、最大限度救治病人……
1月5日，记者探访该院，看医护人员如何迎战重症就诊高峰。

急诊科最多一天接诊800多人

▲在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候诊区域被改成了临时抢救区。记者/刘琼 摄

看看最近医护人员的朋友圈
医疗机构是直面疫情的主战场。当前，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快速上升，群众就医需求不断增加，医护人员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医护人员也是血肉之躯，家中也有老人、有小孩要照顾，但他们为了守护百姓健康，选择白衣执甲，坚守岗位。让我们看看最

近株洲医生护士的朋友圈，体悟这群“最可爱的人”背后的辛酸与感动。

2022 年 12 月 31 日晚，正值
跨年夜，市中心医院麻醉科医生
许伟和妻子黄静分别在该院的重
症救治区和发热门诊支援。当
晚，黄静发烧至38.8℃，值班前给
自己使用退烧药后进入发热门诊
坚持诊疗工作，共看诊 20 余人
次。许伟所在的病区均为重症患
者，他整夜均在抢救和治疗患
者。深夜时分，夫妻二人才稍稍
得空进行视频通话，以特殊的方
式跨年，相互加油打气。

2022年12月31日，省直中医院
骨关节一科副主任医师潘乐除了上
门诊外，还要值24小时班。前一天
晚上，他的小女儿因新冠病毒感染发
烧到40℃，他一直照顾到凌晨4时。
坐诊时，还未完全“阳康”的他依然乏
力、气喘，双肺有些感染。即使这样，
他依然坚持看诊了27个病人，平均
一个病人15分钟。下了门诊回到科
室后，他一边吸氧一边继续做事，一
旦有病人来了，他又继续忙活起来。

1 月 2 日，市三三一医院儿科护士刘平边
输液边上班。她感染了新冠病毒，咳嗽症状比
较严重。CT 结果显示，她的双肺出现感染。
可为了不耽误工作，她选择了坚守岗位。

（策划：刘小波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刘琼 通讯员/宋玺 张倩 周艳姿 阳婷婷）

青岩古镇
青岩古镇是“贵州四大古镇之一”、中国版的“耶

路撒冷古城”，蕴含着古老神话和浓郁地方色彩！
古城镇就有这样的魅力，明清古建筑交错密布，

街道小巷均用青石板铺设，让你随着步伐，在繁华与
静谧之间切换，当你在繁华街上感受完人群的喧闹，
走入某一条安静的小巷的时候，隐隐会有一种“穿
越”的感觉。

（文/佳杰 整理 图/来自网络）

西江千户苗寨
吊脚楼层层叠叠，

错落有致，被评为“中国
最美的 100 个地方”，由
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
苗寨相连成片，苗人提
起西江，都尊敬地称其
为“西江大寨”。

西江千户苗寨中心
的表演场，下午和晚上都
有大型歌舞表演。山上的
观景台是必去的，更适合
晚上游览，登高远远望去，
整个西江千户苗寨美景一
览无余。夜晚的西江千户
苗寨又是一幅美丽画卷，
万家灯火亮起，仿佛地上
星河。

这个冬天
一起去邂逅

多彩
贵州

进入冬季，万物都开始变得沉静，
别有一番景致。中国西南角落的贵
州仿佛也被点亮，山水变得温柔，古
寨也透出韵味,处处流淌着不一样的
味道，到这里，一切烦恼与躁动都被
宣泄殆尽。

山水秀美的贵州，是一个你去
一次还想再去的地方，很多人都
问贵州什么季节最好玩，其实这
个问题，还是看你自己，看你最
想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冬日的
贵州不用担心人潮拥挤，是个
不可多得的避世休闲的旅行
目的地。行走在贵州的山水
之间，远离城市喧嚣，静静享
受冬日里独有的静谧与村寨
慢生活。冬天到贵州游玩，
这几个地方最适合了！

▲黄果树瀑布

黄果树瀑布
黄果树瀑布是世界上唯一可从“上、

下、前、后、左、右”六个方位观看的瀑布，
也是世界上唯一有水帘洞自然贯通，且能
从洞内向外听、观、摸的瀑布，加上周边
雄、奇、险、秀风格各异的18个瀑布，庞大
的“瀑布家族”堪称“贵州第一胜景”。

在黄果树瀑布，83版《西游记》片尾取
景地——陡坡塘瀑布，整座瀑布形成在钙
华滩坝上，是黄果树瀑布群中最宽的瀑
布，瀑顶宽、落差小，逶迤舒缓，每逢洪水

“轰隆”震天，又叫“吼瀑”。
天星桥景区是观赏石、树、水的美妙

结合，位于黄果树大瀑布下游7公里处，是
水上石林变化而成的天然盆景区。

荔波小七孔
小七孔景区有“小九寨”之称，因一座建造于

道光 15 年间(1836 年)的“小七孔石桥”而得名，集
洞、林、湖、瀑、石、水多种景观于一体，玲珑秀丽，
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连美国《国家地理》
也被其折服，称其为“中国十大最美的地方”之一。

▲荔波小七孔

织金洞
贵州织金洞，是此生必去的地下溶

洞，也被称为中国最美的旅游洞穴。走进
这偌大的洞府迷宫，欣赏眼前斑驳陆离的
大千世界，千姿百态的钟乳石将溶洞装扮
的犹如天然艺术殿堂，洞内深处冬暖夏
凉，即使在冬季也是一座恒温的溶洞王
国，很适合冬日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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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净山
梵净山，是现实版的天空之城，拥有雄伟

壮观的雪景，一年四季都值得打卡！冬日的梵
净山，多了一份宁静的氛围，尤其是一场雪后，
银装素裹，仿佛是一个不染纤尘的天空之城，
真的变成了梵天净土，美不胜收！

加榜梯田
加榜梯田，是中国最美梯田之一，一年四季都

美如画卷，各有特色，冬日里的加榜梯田，绝对让
你惊艳！冬天的梯田虽淡妆露面，但特别清净，注
水的梯田与散落在田间的吊脚楼相映成趣，宛如一
幅幅魅力的中国山水画，别有一番韵味。

▲加榜梯田

▲梵净山

▲西江
千户苗寨

▶织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