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16日，我院肝胆外科 7B病区的杨燕婷主管护师圆满完成
援助温州乐清抗疫任务，休整后返回嘉兴。自 2月 10日出发到 3月
2日撤离，她在抗疫前线奋战了二十余天。加上在此之前，在本院隔
离病区的工作时长，她已离家一个多月。

2月 10日中午 12点多，正在长水院区隔离病房工作的杨燕婷
收到通知：一小时后出发前往温州参与抗疫感控工作。“我是一名党
员，曾参与过抗击禽流感、甲流等医疗护理工作，这种时候就要冲在
前。”没有任何犹豫，在简单和家人同事道别之后，她毅然踏上了开
往温州的大巴。

和其他医务人员参与医疗救治不同，作为一位感控护士，在乐
清期间，杨燕婷的工作主要是疫情防控，杜绝院内感染，保障患者和
医务人员的安全，每天工作重复且繁琐。
“温州的疫情较为严重，光乐清市人民医院就有 100多位确诊

患者。”初到乐清，杨燕婷就发现，医院的住院楼已经全部住满，还另
辟了其他地方用于收治观察病人，期间存在的感控隐患不言而喻。
为此，到达的第二天，她就和乐清市人民医院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将
隔离病房的流程全都走了一遍，熟悉医院环境的同时，互相协调沟
通，汇总发现的问题并及时整改。
而发现问题、整改问题也成为了她每天必做的事情———每天上

午，杨燕婷都要对三十多位医务人员进行从头到脚的检查：防护服、
口罩、帽子、护目镜、手套、鞋套等等一样都疏忽不得；每天下午，除
去开会讨论，杨燕婷都会穿好防护服进入隔离病房，检查梳理一线
防控工作细节、监督消杀流程等等。因为观察病人流动快、床位紧
张，经常一个病人刚出院，另一个病人就马上要入住，有些负责消杀
的工人不熟悉流程，杨燕婷便时时刻刻盯牢，小到消毒水的配比，事
无巨细，有时消杀时间紧，她便亲自上阵，确保消毒工作做到位。
“最开始的时候，每天检查完都能提出十多个问题。大家就一起

坐下来讨论，立即整改。”对于不规范的流程，如送标本、送报告流
程，病历消毒等，杨燕婷在对照我院感控流程基础上，提出修改意
见。期间，她还发现普通患者及新冠肺炎疑似患者 CT检查并未彻
底分流，便立即提出整改意见，帮助建立了新冠肺炎疑似患者专用
CT检查通道。对于不熟悉流程的医务人员，杨燕婷通过开展院感防
控知识培训，指导他们正确穿脱防护服、隔离衣，配带口罩、护目镜
等，指导工人正确喷洒消毒。而培训指导也绝不是一次了事，一旦在
工作途中发现问题，她就会立刻提出，再次召集人员培训强调，严格
管控、绝不疏漏。除了督导临床一线，杨燕婷还要负责检查审核防护
物资，确保医务人员防护用品的到位。
面对大量“细之又细、慎之又慎”的工作，杨燕婷从未抱怨过一

声，而这一切的付出也最终赢来了回报。3月 16日她返嘉时，乐清
正式清零，同时实现医务人员“零感染”。
再谈起这记忆深刻的二十多天，杨燕婷表示：“去的时候我就没

怕过，我是专业人员，知道如何做好防护；万一的万一被感染了，我
也有信心能够及时妥善应对。这二十多天不仅是我为抗疫贡献力量
的二十多天，更是我在实践中不断努力进步的二十多天，一切的付
出都是值得的。” 渊宣传部冤

嘉兴的野她冶在乐清支援抗疫袁而今凯旋

据国新办消息，当前，我国本土新冠
肺炎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但仍面临零
星散发、局部暴发和境外输入的风险。此
前，我院于全省率先，在“嘉兴市重点人
群健康码基本信息查询系统”中添加入
境人员判别功能，力争做好“外防输入”
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近日，我院
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六研究
所进行深入合作，利用该所提供的数据
支持，本院信息科开展技术攻关，成功在
“嘉兴市重点人群健康码基本信息查询
系统”中，新增国家四部委重点人群即密
切接触人员判别接口，实现全国重点人
员快速识别，“精密智控”再升级，当前这
项技术为国内领先。

密切接触人员判别功能上线后，“嘉
兴市重点人群健康码基本信息查询系
统”可直接调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交
通运输部、民航总局、铁路总公司等多部
委的相关监管数据。医护人员和安保人
员在门诊、急诊、住院部入口进行人员筛
查时，通过刷来院人员的身份证和市民
卡，就可知道其是否与新冠肺炎确诊或
疑似患者有过密切接触（14 天内与新冠
肺炎确诊或疑似患者同乘火车、飞机、大
巴等），由此进行后续处置，及时阻断交
叉感染风险。

从得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
十六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支持，到全新功
能上线、系统改版完成，本院信息科仅用
了四天就完成了攻关。“主要的技术难点

在于系统信息量较大，给医护人员的快
速筛查带来了一定困难，也延缓了就医
人员的通行时间。”信息科工作人员介绍
道。“为此，我们在系统中加入了自动判
定功能，来院人员刷了身份证或市民卡
后，系统会自动判断其健康码有无异常、
是否处于隔离期、是否为近期入境人员
或密切接触人员，四个条件满足任何一
个，系统都会判定其不能通过，这样也提
高了医护人员的筛查效率。”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当前疫情防

控的向好局面来之不易，守住疫情防控
的阶段性胜利果实，仍需广大市民和医
护人员共同努力。医院也将继续做好防
控工作，直到疫情完全消退。

渊宣传部冤

全国重点人员快速识别推动防疫野精密智控冶

为更好地推动嘉兴市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应急科技专项的攻关，进一步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3月 17日上午，市科技局党
组书记、局长陈新友，综合计划处处长甘
人杰等一行来到我院开展送政策专题活
动，调研指导市科技应急公关项目的进展
情况。院党委书记钱钢、院长姚明、副院长
周清河、科教科科长张小平以及项目相关
负责人等参加座谈交流会。
会上，院长姚明介绍医院抗疫工作概

况，并汇报了本次科技应急公关项目
《2019-nCoV肺炎快速诊断技术创新及中

西医结合治疗策略研究项目》的开展情
况。项目组成员：中医针灸科陈峰、感染科
邓敏、呼吸内科陈文宇等，简要汇报各组
的研究进展。

市科技局领导对项目的开展情况表
示肯定，并对下一步如何推进项目出成果
提出指导意见，要求项目负责人充分利用
资源、分析大数据，在既定周期内，抓紧结
题，尽快完成项目验收，形成成果进而指
导临床。
《2019-nCoV肺炎快速诊断技术创新

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策略研究项目》为甲类

项目，是由我院联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等合作
单位，共同完成。该项目的设立，一方面有
利于研究新冠肺炎的防治，另一方面也为
今后发生类似的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传染
病方面的快速诊断与中西医结合治疗的
研究基础。

该项目申报后，获得市科技局批准，
并成功立项，获得市应急科技专项补助经
费 100万元，为项目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渊宣传部冤

嘉兴市应急科技专项补助力推抗疫科研攻关

校对院章鸣泽

3 月 9 日上午 10
点 30分，作为本市传染
性疾病诊治定点医院，
也是本次新冠肺炎确诊
患者集中收治医院，我
院最后 1例新冠肺炎患
者治愈出院。自 1月 19
日以来，我院发热门诊
累计接诊 6000余人次，
收治医学观察病人 600
余例。共收住 41 例确
诊病例，除 6例转上级
定点医院救治外，其余
35 例已全部治愈出院，
其中包括重症 7 例，无
死亡病例。

渊宣传部冤

我院最后 1例新冠肺炎患者出院

3月 4日一早，根据省卫生健康委抽
调护理人员参与新冠肺炎患者医疗救治
的通知，我院血透室副护士长杨林燕受命
前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之江
院区，参与新冠肺炎患者 CRRT治疗。院
党委书记钱钢、护理部主任刘学英全程送
行。
“我是党员，又是护士长，肯定要第一

时间响应。”早在 2月，杨林燕就已踊跃报
名参加医院组建援武汉及其他地区的抗
疫预备队。3月 2日，接到通知需要前往
浙大一院时，她没有丝毫犹豫，一口就答
应了，并且快速取得家人的理解，整装待
发。
据了解，浙大一院是全省危重症新冠

肺炎患者集中收治医院，抗疫任务艰巨。

CRRT（连续肾脏替代疗法）血液净化治疗
用于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具有较好疗效，有
助于提高患者救治水平、降低患者死亡
率，同时，CRRT治疗有一定操作难度和风
险，需要护士掌握娴熟的技能。杨林燕作
为血透专科护士，被抽调参与，将为救治
重症患者贡献一份力量。

渊宣传部冤

嘉一护士赴浙大一院参与新冠肺炎救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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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圆园20年 3月 校对院诸胜涛让就医更满意 让嘉兴更健康

打造百姓放心、员工热爱、政府满意的高品质现代化区域医疗中心

3 月 18 日，深夜 11:40，刚做完手
术、脱下沉重铅衣的王志勇主任医师
（我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擦了擦后
背的汗，拿起手机发了一条朋友圈：“这
是要飞的节奏！早上 8点半到晚上 11
点半，连做七台手术。”这一天从早到
晚，他几乎一刻不停。
两台房颤射频消融术、两台室性早

搏射频消融术、三台室上性心动过速射
频消融术，这是王志勇主任医师当天的
“战果”。对他来说，一天七台手术并不
少见。“每周三和周五是我的电生理工
作日，主要就是开展心律失常相关手

术，基本上当天手术能在六七点结束，
就算比较早了，反而到九、十点结束才
是常态。”王志勇主任医师说。“这其实
也反映了在我们的市民当中，患有心
律失常的群体还是比较大的，这个问
题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说起心律失常，大家可能都有所
了解，“就是心跳不规律嘛”。但是，心
律失常有多危险，你真的知道吗？“以
心动过速为例，成年人每分钟心率一
般保持在 60 次到 100 次左右比较正
常，而部分人每分钟的心率总是超过
100次，那可以判断是心动过速了。随

之而来的就是心悸、气短、胸闷、烦躁等
症状，甚至胸口处会出现疼痛。”王志
勇主任医师说。

而这些症状，其实只是心动过速的
“初级阶段”，严重起来会怎么样？3月

18日那天，市民老李（化名）就结结实
实的“体验”了一回。老李今年 50岁，
平日里身体康健，唯独有些心动过速，
但他抱着“这不是啥大毛病，难受时吃
点药也就好了”的心态，一直没太当回
事。当天凌晨，他出现了持续的胸闷心
悸、心跳过快的情况，起初他还想“忍一
忍”，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过一
会应该就能够缓解，谁知道，过了几个
小时，情况一直都没有好转，而且还愈
演愈烈。不得已，他让家人拨打了 120，
紧急送到我院就诊。
“患者被送入院时，心率高达每分

钟 220多次。根据他的情况，查心电图
后我们判断是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对其先后给予两次改良 Valsalva动作、
两次推注药物及两次电复律治疗，但心
率还是在每分钟 200次左右居高不下。
考虑到患者心动过速持续时间长、血压
及血氧饱和度逐渐下降，且药物及电复
律无效，有急诊射频消融术指征，我们
为其行急诊‘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射
频消融术’。”王志勇主任医师说，“术

中穿刺患者血液颜色已经发黑，呈严重
缺氧状态，不紧急手术后果不堪设
想。”所幸手术开展顺利，老李已无大
碍。

在心血管内科，像老李这样的患者
还真不少见。平时身体不错，就是有些
心律失常，一旦出现症状，要么是“忍一
忍、扛过去”，不然就是“吃点药”。对于
医生建议的通过手术根治，他们大多都
是“望而却步”。“这里有个误区，患者
一听是手术，就认为要在心脏上‘动刀
子’，就有了畏惧心理。”王志勇主任医
师说，“事实上，对于心律失常，药物治
疗只能缓解症状，并不能根除病灶，而
长期服用药物，也存在药效减退、失效
或药物毒副作用的可能。射频消融术
是目前根除心律失常的首选方法，具
有微创、高成功率、恢复快的优点。”

王志勇主任医师说，这位患者还算
是就医及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
果。如果出现了持续心动过速的症状，
严重时可累及心脏而致其衰竭，甚至剧
烈发作而直接导致猝死。

自 2018年 11月，我院成为全市首
家“中国房颤中心建设单位”以来，致力
于为心律失常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规范
诊疗，对于射频消融术的开展也取得
了较快进步，目前已是全市唯一一家

能够独立开展射频消融术的医院，每年
开展射频消融及起搏器植入 400多例。

在常规、熟练开展射频消融术的基
础上，心血管内科将目光投向了“零射
线”。以往的射频消融术需要在 X光线
下进行，医生在插导管时需要持续暴露
在 X光线下，以便根据透视下的心脏
影像明确导管位置，这不可避免地会让
患者和医生接触到一些射线。“针对这
个问题，我们也在研究如何真正做到
‘绿色射频消融’，力争实现患者的零射
线曝光，最大程度的保护患者，这是我
们要在射频消融术领域重点突破的一
个方向。”王志勇主任医师说。

对于心血管内科医生来说，心律失
常“有招可治、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
患者不当回事。因此，王志勇主任医师
也提醒，如果您时常感动心脏跳动不规
律，或是出现胸闷、心悸、头晕等症状，
那就该引起重视了，尽快到正规医院就
诊。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有些市民感到
身体不适时，可能会选择“扛一扛”、“熬
一熬”，但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
好发展，就如同生产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那样，看病就医也回到了正轨。如果出
现了身体不适的症状，还是应该及早就
医，以免“小毛病造成大后果”。

渊宣传部 章鸣泽冤

心跳每分钟 200多次
再不就医就来不及了

“沈医生，谢谢你，我的脚现在好多了，基本走
路没啥问题了。”今天，在我院 18B病区，患者李大
伯（化名）对普外科沈彬彬副主任医师竖起了大拇
指，开怀笑道。

李大伯是一位患糖尿病多年的“老糖友”。在一
次室外活动中，他不小心扎伤了左脚。这个起初并
不起眼的伤口，却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在其后的
日子里，伤口开始溃烂、增大，没过多久，这只曾经
健硕的脚开始变得面目全非———肿胀严重、溃烂化
脓、肌腱坏死。

他到我院就医时，情况已非常严重。切开、引
流、适时清创、换药……李大伯脚上的伤口逐渐愈
合。“在这里治疗挺好的，好几个科室的医生一起给
我看病、治疗，还有医生到病床前给我换药，都不用
我跑来跑去。”李大伯欣喜地说道。

据沈彬彬副主任医师介绍，在临床上，一般超
过四周还未愈合的伤口，就属于慢性伤口，这种情
况下还不尽快接受专业治疗的，就可能导致严重的
后果。“大家可能觉得一个小伤口不会威胁到生命，
并不是什么亟不可待需要解决的事。但事实上，慢
性伤口是一种长期消耗性疾病，不仅会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照料和经济负
担。而且，如果任其发展，慢性伤口发生严重感染或
大出血，也会加重原发病，甚至带来沉重后果。”

比如说糖尿病足，这是最常见的慢性伤口，其
占据慢性伤口的 15%到 25%，也占糖尿病患者的
约 20%，截肢的相对风险是普通人的 40倍。因此，
科学专业的早期介入尤为重要。

正因如此，我院“伤口治疗中心”应运而生。为
让患者得到专业、规范的创面处理，加快伤口愈合，
2018年 6月，我院由门诊部牵头，以普外科门诊为
核心，联合内分泌科、骨科、血管外科、烧伤整形科
等多个科室，成立医护一体化的“伤口治疗中心”，
为患者进行多学科伤口协作管理。不仅如此，我院
还优化诊疗流程，对于住院病人，由多科医护团队
到病房会诊，给出治疗方案，在床边换药，实现了
“病人不动，医护齐动”。

“有些伤口的治疗涉及多科，伤口治疗中心的
成立，有助于我们多科联动，首先对造成患者伤口
长期不愈的原发病进行治疗，再结合创面处理，加
快伤口愈合速度。”沈彬彬副主任医师说，普外科每
月门诊伤口治疗例次数超过 2000，其中有 30%都
是慢性伤口，病区也有不少患者接受治疗。“从这个

角度来说，市民对于慢性伤口的治疗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沈彬彬副主任医师提醒，“生活中发生磕磕碰碰、受点小伤是常事，

但是一旦出现伤口长期不愈的情况，还是要引起重视、尽快就医，以免延
误治疗时机、造成严重后果”。 渊宣传部 章鸣泽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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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以来，一场前所未有的
新发传染病爆发，举国上下均义无反顾
的投入到“战疫”中去。两个月过去了，伴
随着浓浓的春意，新冠肺炎疫情控制持
续向好，疫情防控阻击战进入了新阶段。

伴随着复工复产，另一种通过飞沫
传播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肺结核又
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我院结核病办公室主任潘稚芬主任
医师介绍，肺结核主要出现呼吸系统症
状，包括咳嗽、咳痰、咯血、胸痛、呼吸困
难等。同时还会有疲乏、消瘦、食欲减退、
低热、盗汗、妇女月经不调等全身症状，
少数急性发展的结核病可出现高热等症
状。

她在临床上也遇到过一些因为没有
及时就诊险些酿成大祸的结核病患者，
而梁先生（化名）就是其中的典型。

梁先生今年 43 岁，一个人独居。
2019年 4 月，妹妹回家看望哥哥，却发
现他一个人卧病在床，额头烫的吓人、意
识不清、呼之不应，随后妹妹立即叫了救
护车急送医院救治。经急诊 CT影像学
检查，血、痰、脑脊液等检查，医生发现梁
先生的白蛋白仅 1.5g/L、两个肺的影像
几乎成了“破棉絮”，百孔千疮，痰液里找
到抗酸杆菌，脑脊液里也找到结核分枝

杆菌的 DNA，确诊其患有肺结核。患者
几度神志不清，病危反复，经医生全力救
治，历时 3个多月，梁先生总算病情好转
出院了。

回顾这位患者的病程，早在 2018年
6月，梁先生就因胸水前往当地医院呼
吸内科就诊，医生告诉梁先生，你可能得
了肺结核，需到定点医院治疗。当时的梁
先生不以为然，之后几次接到社区医生
的电话，叮嘱他及早到结核病诊治定点
医院就诊，他依旧我行我素，后来索性把
社区医生的电话拉黑了。就这样咳嗽了
半年多，2019年 1月的一天早上，居然
咯出了几口痰血。梁先生这才到医院就
诊，医生发现他的肺部都是雪花样的斑
点，告诉他怀疑是肺结核，一定要转到结
核病诊治定点医院治疗。梁先生却再一
次把医生的话当成了耳边风。病情一拖
又是三个月，直到 4月因高热、昏迷被送
至医院。

潘稚芬主任医师指出，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部分地区封路封村，交通停运，
有些结核病人自行中断了药物治疗，使
得原本被抑制的结核菌又复活了，甚至
穿上了“盔甲”产生了耐药，加上冬季本
就气候干燥，空气中湿度低；天气寒冷，
窗户紧闭，不利于通风；同时人们不规则

的饮食及作息时间，也导致抵抗力下降，
一旦存在结核病传染源，极易让结核杆
菌乘虚而入。
因回乡及返程的人员舟车劳累，长

时间呆在拥挤、空气不畅的乘车环境里，
结核杆菌极易通过飞沫侵袭乘客，造成
结核病的传播。

她强调，一旦有咳嗽、咳痰 2周以上
或伴有咯血等可疑症状者应及时到当地
结核病诊治定点医院进行检查和诊断。
如何预防结核病？
在复工复产的同时，要注意生活细

节，禁止随地吐痰，不要到人群密集的
地方或通风不良的房间。咳嗽时最好用
纸或手绢捂住嘴，有人咳嗽的时候别往
跟前凑；与他人交谈时尽量避免面对
面，不要靠得过近，当然，佩戴口罩更有
必要。
让自己呆在保持通风、阳光充足的

房间，有条件的最好常给家里消消毒。
要注意合理饮食，营养均衡，食用高

蛋白、高热量、含维生素丰富的食物；要
劳逸结合，保证足够的睡眠和适当的户
外活动，增强体质，提高抵抗力；同时要
使自己的身心放松，不要有太大压力，要
尽可能保持心情愉快。
渊结核病管理办公室 潘稚芬尧徐海萍冤

和新冠肺炎斗争袁也别忘了肺结核这个野白色瘟疫冶

老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勤务工人，
在心血管内科工作了 10多年。他平时话
不多，却非常的踏实肯干，科里有重活累
活，他总是要抢着干。尤其是去年医院的
三甲复评和近期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他也和心血管内科的医护人员一起
并肩作战。

最近，老徐被查出了肿瘤，这对他本
就贫寒困难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沉重
的打击。然而，病魔无情人有情，心血管
内科的医护人员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副院长、心血管内科党支部书记胡惠林
帮助老徐联系医生、了解检查情况，并带
头发起募捐，心血管内科 60多位医护人
员，包括已经在质管科工作的朱良枫科
长和他所在支部的委员，一起为老徐捐
款。
“你安心治病，我们等你回来！”心血

管内科主任唐关敏拍着老徐的肩膀说
道。3月 5日上午，科室主任、护士长们
一起来到老徐的病床前，送上大家的爱
心捐款。

“老徐为我们心血管内科勤勤恳恳
地服务了 10多年，也是我们科室的一份
子。希望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能够帮助他
渡过难关、早日康复。”科副主任翟昌林
说。

大疫面前，全国人民守望相助。大病
跟前，全科同事与你守望相助。这份暖心
的捐款，希望帮助老徐早日康复，心血管
内科同事们等你“归队”。

渊宣传部 章鸣泽冤

病区故事院无论大疫或大病袁我定与你守望相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