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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 5月29日中午12时24分，随着一
阵轰鸣声，医疗救援直升机搭载着ECMO循环支持
下的急性心肌梗死术后危重患者从宜昌飞抵武汉，飞
行单程约280公里，历时86分钟。

据悉，5月26日该患者突发胸闷胸痛，在家休息
长时间不能缓解，到当地医院就医被诊断为急性心肌
梗死，并紧急植入支架，但由于就诊前拖延时间较长，
心肌受损严重，虽然血流恢复，但心功能状况依旧很
差。当地医院进行强心药物及相关对症治疗后，患者
循环依旧紊乱、无法维持，且出现恶性心律失常，情况
十分危急，需要ECMO辅助治疗，但当地医院没有
ECMO设备，便紧急求助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接到求助后，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心外科华正东
主任、体外循环科刘燕主任、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徐承义
主任等立即组织病情研讨，经过两地医院详细沟通、严
密计划，为提高救治效率避免长时间陆运颠簸导致患
者病情加重，大家认为该患者目前的最佳治疗方案是
在ECMO保驾护航下空中转运至武汉亚洲心脏病医
院，然后再择期植入左心辅助装置，即人工心脏。

征求家属同意后，5月28日晚8时30分，武汉亚
洲心脏病医院立即成立本次转运任务的工作小组，开
始申请次日转运航线及相关准备工作。

刘燕主任介绍：“为了节省时间和确保安全，我们
特地安排29日凌晨，亚心ECMO团队3名骨干医生
携带2台ECMO主机，乘坐4点29分的高铁，提前赶
往宜昌患者所在医院，做好ECMO植入和转运的准
备工作。”

7时10分左右，亚心ECMO团队率先抵达当地
医院；8时成功为患者植入保驾护航的ECMO设备，
等待直升机抵达后进行转运。

9时55分，医疗救援直升机抵达宜昌西陵区当地
医院附近停机点，早已待命的亚心转运团队护送EC-
MO循环支持下的患者，从当地医院通过救护车护送
至停机点，登上直升机后，于10时52分起飞返程。

12时18分，医疗救援直升机顺利返回武汉，抵达武
汉亚洲心脏病医院附近单洞新村小学操场，已经待命的
亚心医护人员将患者迅速转运至医院重症监护室。

“如果患者在ECMO辅助下能够逐渐恢复过来，

那么他就可以成功脱离ECMO，等待慢慢康复。如果
患者心肌损伤过于严重，不能恢复的话，我们会考虑
给患者植入人工心脏或者进行心脏移植，来帮助患者
康复。”华正东主任介绍。

29日中午，患者已转入亚心医院重症监护室，进
行相应治疗。 吕惠 宋蒙

“我的胸闷、心慌症状好多了，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做血
液透析，太方便了。”家住新沟桥社区的患者彭先生在透析
结束后感慨地说。

5月28日，青山区新沟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血液净
化中心开诊，并顺利开展了第一例多器官功能障碍糖尿病
肾病患者的血液透析治疗。据了解，该中心是青山区首个
建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血液透析室。

该血液净化中心负责人介绍，青山区新沟桥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血液净化中心位于三楼，目前透析室内血液透
析机等各项相关设备配置齐全，拥有专业血液净化技术人
员6名，均通过三甲医院专科培训并取得上岗证书，有多年
血液透析临床经验，足够有效处理紧急突发状况，确保危重
患者能得到及时救治。

青山区新沟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蔡宏斌表
示，该中心已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肾病内科合作，可确保每
位患者能够进行规律性血液透析。同时，为了患者日常工
作通勤方便，该中心还将提供免费中餐及接送服务，并开设
夜间透析诊疗服务。 张越 陶俊雄 实习生周璇 摄影报道

年轻女子湿疹反反复复
可能跟这个脏器有关
武汉晚报讯 小王一到夏季就手脚脱

皮、起泡，奇痒难忍，湿疹反反复复。到医
院就诊才恍然大悟：竟然跟这个脏器相关。
中医提醒：湿疹不仅仅是皮肤问题，可能是
脾虚了。

每年夏季，20多岁的小王就会湿疹发
作，双手起泡，奇痒难忍，每次搽些治疗湿疹
的药膏来缓解症状。今年天气刚一转热，她
手部的湿疹又发作了，起泡，瘙痒，两三个月
来反反复复，一直没有消停。28日，忍无可
忍的小王到武汉市东湖医院中医科就诊，副
主任医师丁艳霄在询问中了解到小王平时
爱喝冷饮，最近因工作原因经常熬夜，还吃
夜宵，再看她面色发黄、满脸油光、舌苔厚
腻、口气很重，判断她湿疹反复发作是脾虚
所致。

丁艳霄解释，从中医角度来讲，近九成的
湿疹患者是由于脾虚所致。正常情况下，人
体内的水湿是通过脾的运化功能排出体外，
如果脾的功能虚弱，对水湿的运化和排泄能
力就会下降，长此以往，没有排出的湿邪就会
诱发湿疹。尤其是当下的年轻人，社会压力
大导致思虑过度，再加上工作繁忙、经常熬
夜，喜食生冷、辛辣食物，时间久了脾气虚弱，
不能运化水液，湿邪由内而生，湿邪聚集在体
内蕴蒸于肌肤就发为湿疹。

简单来说，湿疹之所以容易反复发作，
就是脾虚导致身体的水液不能正常排出体
外，溢于皮肤而引发湿疹。脾虚的患者一般
表现为头重如裹、面色发黄、满脸油腻、肌肉
松弛、口水多、口气重、浑身无力、舌苔厚腻、
腹胀等。

“对于脾虚导致的湿疹，单纯利湿并不能
解决问题，重点还是要健脾。”丁艳霄提醒，除
了在医院以中医药诊疗技术健脾改善脾虚
外，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通过饮食、运动、
穴位按摩、艾灸、泡脚等方式健脾除湿。第一
饮食上避免吃生冷、油腻、辛辣等刺激性食
物，可以多食有健脾利湿作用的食材，例如粳
米、薏米、赤小豆、芡实、山药、扁豆、莲子等；
第二适度锻炼，脾经走向起于足大指内侧经
过腿部内侧，每天坚持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比
如八段锦、慢跑、瑜伽、拉筋等，也可以起到健
脾利湿的作用；第三可以按摩、艾灸常用健脾
祛湿穴，如足三里、脾俞、中脘、建中、水分等；
第四用生姜水泡脚，将生姜熬成生姜水泡脚，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消除体内的湿气。另外，
平时要尽量少吹空调，不要长期待在环境潮
湿的地方。

吴萍 杨娜

武汉晚报讯 11岁女孩佳佳（化名）最近两年多来
出现“秒睡”的困扰，吃饭时、听课时、写作业时、考试时
等场景都可以马上睡着。是娃太累了还是逃避学习？
家长很困扰。近日，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生提醒，发
作性睡病从发病到确诊平均延迟8至22年，因此，及
时、规范的诊断和治疗对于改善患者病情、帮助患者恢
复社会功能极为重要。

佳佳父母还发现了奇怪的现象，女儿有时在情绪
激动比如大笑的时候，会突然感到无力、眼皮睁不开，
腿软站不稳而摔倒在地。因为害怕出现突然睡着和跌
倒，佳佳不敢独自出门。佳佳虽然白天嗜睡，但夜间的
睡眠却让她感到很不安，躺在床上觉得床边有人，睡着
后频繁做噩梦并被惊醒，有时虽然醒来但是感到身体
不能动弹。佳佳的父母观察到孩子的异常，带其到医
院就诊。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障碍病区黄慧医生详细
询问病史，行相关检查后，最终诊断为发作性睡病。经
过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配合睡眠习惯的调整和心理
疏导，佳佳的病情得到明显改善。对疾病认识和了解
后，佳佳的父母、老师和同学们理解了佳佳。

黄慧医生解释，发作性睡病是一种罕见病，以日间
过度嗜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主要表现。发作性
睡病常首发于儿童青少年，病程贯穿患者求学和个性
发展关键时期，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学习和生活，常

导致患者无法接受正常教育、就业困难、失去升职机
会等。

黄慧说，根据国际诊断标准，发作性睡病的确诊方
法主要通过夜间多导睡眠监测及次日进行日间多次睡
眠潜伏期试验，这两项检查均需要在睡眠医学中心或
睡眠科的多导睡眠监测室进行，由专业人员按规范操
作。必要时可取患者脑脊液检测脑脊液中下丘脑分泌
素-1的含量。此外，还可以通过量表对患者的症状进
行评估，较常用的量表有Epworth嗜睡量表、情绪触发
猝倒问卷、焦虑和抑郁自评量表等。

确诊发作性睡病后如何治疗？首先是非药物治
疗，它是治疗发作性睡病的基础，可改善症状、增强患
者信心和提高治疗依从性。非药物治疗主要包括：日
间规律小睡；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比如，保持规律的
睡眠—觉醒节律及保证充足高质量夜间睡眠；社会心
理支持和认知治疗，比如，帮助患者认识发作性睡病的
症状、掌握症状出现后的应对措施，从而减少患者由于
过度担忧造成的心理负担。

黄慧医生强调，通过社会家庭支持，在患者的生
活、学习或工作等方面给予理解和帮助很重要。其次
是药物治疗，发作性睡病尚无确切的病因治疗，目前主
要是对症治疗，首选药物是替洛利生和莫达非尼，药物
治疗需要遵医嘱，在医生的建议下使用。

陈识 毛茵

ECMO护航“空中生命线”

宜昌急性心梗患者直升机转运抵汉

医疗救援直升机顺利抵达武汉，患者随后被迅速
转运至医院重症监护室。

青山区首个社区血液净化中心开诊

在家门口就能做血液透析

患者在进行血液透析治疗。

两年来吃饭、考试都能马上睡着

11岁女孩频频“秒睡”是患上发作性睡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