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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疾控发布健康提醒：

有涉疫城市旅居史
请主动报备

本报讯（记者 陈莼）10月10日全国新增
报告427例本土确诊病例、1662例本土无症
状感染者，涉及28个省份。黑龙江绥化市、齐
齐哈尔市,辽宁朝阳市,上海宝山区、闵行区、
虹口区,江苏连云港市,山东泰安市,云南西双
版纳州等地新增划定高、中、低风险区。

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
❶我市实行免费核酸检测服务（部分核

酸检测点延长至20时）。
❷所有入(返)厦人员抵达后应立即在一

场两站（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进行落地
检（通过自驾等其他方式的第一时间就近检
测），并在第三天再检测一次(免费)。

❸9月10日至10月31日，乘坐飞机、高
铁、列车、跨省长途客运、跨省客运船舶等交
通工具需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❹近7天内有涉疫
地区旅居史的，抵厦后
须第一时间向所在社
区、工作单位或所住酒
店报告，实施分类管
理。报备途径：“i厦门”
微信公众号，点击【i服
务】→【入厦登记】。

当心“缠腰龙”
趁虚而来

医生：50岁以上人群带状疱
疹易发，可接种疫苗预防

本报记者 楚燕 通讯员 张舒姗
有一种痛，可能比生孩子还痛，那就是带

状疱疹引发的神经痛。在10月17日“世界镇
痛日”来临之际，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专家
提醒，带状疱疹可防可治，皮疹出现后3天内
用药，能有效减少疼痛并发症。

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蛇缠腰”“生蛇”
等，是一种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感染
性皮肤病。带状疱疹的典型表现是在身体单
侧出现带状分布的皮疹，通常不超过正中线，
故名“带状疱疹”。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疼痛门诊翁其强
主任医师介绍，带状疱疹可发生于任何年龄，
50岁以上为易发人群，年龄越大越容易患病，
病情也更严重。相比于一般人，肿瘤患者等免
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更容易发生带状疱疹，糖尿
病、慢性肾病、心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
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发生带状疱疹的风险也
会增加。带状疱疹不是患过后就会终身免疫
的疾病，痊愈后同样可能复发。带状疱疹疾病
本身不会直接传染。活动期带状疱疹患者会
将病毒传染给没有接种过水痘疫苗或者没出
过水痘的人，感染之后会得水痘。

神经痛是带状疱疹最常见的并发症，多为
阵发性，也可为持续性疼痛，剧烈程度可能更
甚于分娩痛。9%-34%的带状疱疹患者会发
生带状疱疹后神经痛；30％-50％的患者疼痛
持续超过1年，部分甚至达10年或更长。一
些抗病毒药物可用于治疗带状疱疹，并缩短病
程及降低严重程度。抗病毒药物在皮疹出现
后3天内使用效果最好，可减少疼痛并发症的
发生。一些患者可能会因诊断较晚而错过最
佳治疗时机。

提醒：目前国内已经上市重组带状疱疹疫
苗，用于50岁及以上成人预防带状疱疹，接种
后保护效力达90%以上，保护时长20年，厦门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接种。

摇头晃脑
能治颈椎病？

医生：颈椎自我保健方法要得
当，以免损伤神经

本报记者 刘蓉 通讯员 彭钦平
很多人脖子不舒服时，都会前后左右摇晃

脑袋缓解不适，但有人因频繁摇头晃脑引起了
枕部和颈部的剧烈疼痛。医生提醒，颈椎不适
可以适当自我锻炼，但应方法得当。

30多岁的公司职员杨先生患有轻微颈椎
病，加上平时看电脑和手机时间长，所以经常
出现脖子僵硬和酸痛。前段时间，他听人说摇
晃脑袋能缓解颈椎不适，便一有空就进行摇晃
脑袋的锻炼。为了追求想象中的效果，有时候
都要把自己脑袋晃晕了。令他没想到的是，自
我锻炼几天后突然出现枕部和颈部剧烈疼痛，
直疼得他大汗淋漓。来到前埔医院外科就诊，
经过谭青松医生详细询问再配合相关检查后，
他被确诊为因摇晃脑袋过度导致的枕大神经
痛。随后，医生对他进行双侧枕大神经封闭治
疗，并配合理疗、止痛等处理后，他的病情才渐
渐好转。

厦门前埔医院外科骨科专业副主任医师
谭青松介绍，枕大神经支配枕部的感觉，当它
受到损害时就会产生枕大神经痛。枕大神经
痛的主要表现为颈部和枕部剧烈疼痛，疼痛常
为持续性，同时伴有阵发性加剧。杨先生本身
患有颈椎病，加之他频繁进行不适度的颈部活
动，可能因此造成颈部肌肉损伤，引发颈部肌
肉痉挛水肿，压迫枕大神经而发病。

提醒：平常颈椎不舒服时，可以前后左右
适当地运动脖子进行颈部锻炼，但切莫太频繁
或用力过度。为预防枕大神经痛，应改变长期
低头等不良的生活习惯。睡觉时注意保持颈
椎的正常生理曲线，避免枕过高的枕头，避免
颈部受凉，尤其是要注意避免颈部剧烈活动，
以防损伤。

我市新增2例
确诊病例

为集中隔离的密接人员
本报讯（记者 陈莼）记者从市疾控中心

获悉，10月10日15时至11日9时，我市在
集中隔离点检出2例确诊病例（普通型）。
上述病例作为10月9日报告病例1的密接
人员第一时间转运至集中隔离点，9日核酸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10日晚检出阳性后即
闭环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诊断为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新冠政策咨询专线0592-3279055

今日我市开放
14个疫苗接种点
本报讯（记者 陈莼）今日，我市有14个

疫苗接种点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同步提
供3岁至11岁儿童新冠疫苗接种服务。

接种新冠疫苗（含
加强免疫）需通过“美
丽厦门智慧健康”微信
公众号预约或由单位、
村居统一组织。市民
还可到提供重组新冠
病毒疫苗（CHO细胞）
的接种点预约接种。

10月10日0时—24时

我市新增15例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本报讯（记者 陈莼）据福建省卫健委、

厦门市卫健委官网消息，10月10日0时—
24时，福建省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5例（厦门市15例）。当日报告新增境外输
入无症状感染者3例（福州市2例、厦门市1
例）；解除隔离1例。

厦门市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陈敏回
忆，8月20日早晨8点，突然接到即将接
诊一名高处坠楼患者的通知。急诊科孙
斐予主任立即上报医院急危重症救治领
导小组，同时会同急诊科曾明亮副主任、
杨青杰副主任医师携带急救箱赶赴现
场，准备好与市医疗急救中心对接；另一
队人马在急诊抢救室组织医护人员按照
急诊抢救标准，备好设备和药品。

患者被用最快速度转运至急诊抢救
室。途中，杨青杰副主任医师和陈敏护
士长同步对他进行检查。市中医院党委
书记尹震宇和院长裴晓华亲自指挥，立
即启动急危重症救治应急流程，一场多
学科紧急抢救就此展开。

一切绿色通道全部打开，开通静脉
通路，补液维持生命体征，大量备血，床
旁彩超查看内脏受损情况，紧急CT进行
全身扫描，手术室同步做好手术准备
……院内神经外科、骨科、肝胆胰外科、
泌尿外科、普外科、肾病科、ICU、放射科
等专家到场开展MDT（多学科）会诊，尹
震宇、裴晓华共同在现场主持。从患者
入院到CT结果出来进行会诊，只用了短
短20分钟。

会诊中明确了诊断：患者全身包括颅
脑、胸椎、骨盆、肋骨等多发骨折，多处脏
器严重受损……面对如此凶险的情况，医
疗团队沉着应对，争分夺秒，有条不紊地
为患者插管支持呼吸、输血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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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硬核”救治
撑起“生命之舟”
小伙不慎摔成重伤，命悬一线，市中医院“一键启动”

全院协作，多学科无缝对接，成功救援
文/本报记者 刘蓉

通讯员 江昌铭
图/厦 门 市 中 医 院
提供

一名 20 岁出
头的小伙子不慎从
20米高楼坠落，摔
成 重 伤 ，命 悬 一
线。厦门市中医院

“一键启动”全院协
作，多学科无缝协
作，展开生死营救，
成功挽回他的生
命。经过一个半月
的救治，患者目前
即将出院。劫后重
生，他和家人连连
向医护人员道谢。

●时间：
8月20日
●地点：

厦门市中医院

这场生死救援告诉你：

多学科协作
有多重要
●厦门市中医院党委

书记、全国著名肝胆胰外科
专家 尹震宇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
林。这场抢救年轻小伙急危
重症的“硬仗”，考验着厦门
市中医院的多学科综合救治
水平，也见证着全院临床科
室极高的配合默契度。

现在，医院越来越重视
开展多学科合作诊疗。对于
突发性急危重症患者，时间
就是生命，最重要的就是完
善的创伤救治体系以及行之
有效的创伤救治流程。厦门
市中医院在凸显中医特色的
同时，外科及综合救治能力
也要有长足的发展，才能够
保障一方百姓的生命健康。

“多学科协作”的理念，
是在对患者的联合诊疗过程
中，各学科不再单纯以疾病
为中心，真正是以“人”为中
心，多科展开精诚合作，最终
为患者提供更为周到、全面、
及时、精准的治疗，更有利于
取得最佳的诊疗效果。

如今，这样的多学科协
作诊疗在厦门各大医院已全
面开花结果。厦门市中医院
也不例外。多学科诊治，不
仅是外伤抢救的患者会需
要，就慢病患者来说，临床患
者出现纯粹单一性疾病的占
比越来越小。而慢病发病人
群越来越多，慢性病年轻化
状况越来越明显，多学科合
作诊疗的需求将越来越大，
也愈加考验医院的综合诊疗
实力。

急诊手术成功，最为惊险的第一关安
然过去。术后转入ICU，患者又出现严重
的休克、创伤性凝血病、酸中毒、低体温等
危及生命的情况。收入ICU病房后，医疗
团队对他进行严密监护，紧急治疗。其
中，给他全身输入超过8400ml的全血（等
于全身换了两遍血），打通供血“绿色通
道”，同时密切监测胸腹腔引流管引流量，
迟发性心、肺、肝、肾等多脏器的损伤，全
力支持器官功能，预防感染等并发症。

由于患者的腹膜后血肿继续扩大，
同时合并颅脑外伤、胸部外伤、脊柱外
伤、下肢肌力下降等问题，尹震宇在两天
时间里多次组织全院大会诊，制定完善

的诊疗计划。经过严密观察，积极治疗，
患者的神志逐渐清楚，休克也得到纠正，
三天后撤除呼吸机，拔除气管插管，顺利
转至骨科准备手术。

坠落伤病情复杂，手术难度大，术后
并发症风险高。在骨科手术前，院领导班
子再次组织术前全院大会诊，为患者全身
多达13处的骨折制定精准的手术及康复
计划。在9月中旬，患者又接受了两次联
合手术，对双侧髋骨、腰椎等进行修复。
术后转回骨科病房，进行康复训练。下
周，患者就将回家继续接受康复治疗。多
个临床学科的专家都说，他的康复速度与
效果远超预期，与死神擦肩而过。

手术室早已备好。此时患者病情危
重，创伤性休克及失血性休克危及生
命。危急时刻，尹震宇率领团队上台，联
合泌尿外科、普外科等临床科室专家，紧
急开展剖腹探查手术，手术室主任朱旭
及重症医学科（ICU）主任曾萍现场配合
抢救，输血科主任陈萍保障供血通畅。

过床、固定、中心静脉穿刺、麻醉一
气呵成。术中探查发现脾破裂，肾包膜
下出血。尹震宇和团队迅速精准地找到

了出血点，器械止血、修补……没有一丝
多余的动作，所有步骤精准快速。

这时，医疗团队需要处理破裂的脾
脏，一般最常规简单的止血就是脾切
除。考虑到患者还很年轻，同时有复合
伤，脾切除可能会影响到免疫功能及血
小板等改变，尹震宇果断选择了困难的
保脾手术。手术要求高，对术后的护理
及治疗增加了难度，但所有的难题都在
团队娴熟沉稳的配合操作中得到破解。

接诊 多学科专家火速集结
20分钟完成会诊诊断

手术 医疗团队精准配合
及时破解术中难题

治疗 全身换了两遍血
多次进行修复手术

医疗团队密切配合医疗团队密切配合，，用精湛技术完成这场难度极高的抢救手术用精湛技术完成这场难度极高的抢救手术。。

产后肚子“长胖”
一查竟又怀孕了
医生：一些女性产后恢复排

卵快，哺乳期应做好避孕
本报讯（记者 刘蓉 通讯员 彭钦平）很

多女性都认为产后哺乳期不易怀孕，因此在
避孕上放松警惕，而有人偏偏在此时“中奖”
了。医生提醒，许多女性产后很快就会恢复
排卵，不能心存侥幸，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

家住思明区的周女士今年初当上妈妈
后，一直坚持母乳喂养，但在宝宝9个月时，
她发现自己的肚子明显“长胖”了，到医院一
查才发现，因为自己没有注意避孕，又怀上
了宝宝。考虑到自己上一胎是剖宫产，她不
得不到前埔医院妇科做了人流。无独有偶，
29岁的方女士4个月前喜得第一个孩子，在
前不久的一次例行检查时发现竟又怀孕已
两个月。最终，没有做好二胎心理准备的她
选择了流产。

厦门前埔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吴秀霞介
绍，流产对于女性来说，无论采取任何方式
都是一种伤害，因此女性无论何时，只要没
计划要宝宝，都应该认真做好避孕，以免“中
奖”。即使打算要二胎、三胎的女性，生育间
隔也最好要在2年以上，这样生殖系统才能
得到较好的休复。由于女性生殖内分泌激
素变化较大，加上子宫复旧、伤口愈合和哺
乳等因素，如产后短期内发生非意愿妊娠，
无论是人工流产还是分娩，出现并发症的风
险都将明显增加，严重影响母婴健康。

吴秀霞医生表示，可靠的避孕方法有短
效口服避孕药、男性使用避孕套、宫内节育
器、皮下埋植剂等，能显著减少或避免意外
怀孕发生；安全期避孕法、体外排精法等往
往受到一些主、客观因素影响，避孕效果不
理想。而外用避孕膜剂、栓剂等避孕方法，
并不可靠，不建议使用。她希望广大女性朋
友认真了解避孕知识，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
避孕方法，减少人工流产的伤害，保护好自
己的生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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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楚燕 通讯员 王一军
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80后厦门医

生，为了家境困窘的陌生病人，悄悄自掏腰
包填平3000元手术费缺口，善的种子在那
一刻悄然种下。12年过去了，这位医生早
已忘记了当年的善举，但受助的患者父子却
念念不忘，最近专程来厦，还上了这笔“救命
钱”（详见10月8日《厦门日报》A06版相关
报道）。这个“施恩不图报”的温暖故事，经
本报和厦门日报微信公众号报道后，被广泛
转载，引发热议。昨日，阿里公益天天正能
量联合《厦门日报》为王博文医生颁发1万
元正能量特别奖，致敬这颗真诚质朴的医者
仁心，也点赞患者父子知恩感恩的行为。

2010年，52岁的左运齐在厦打工期
间，因严重腰腿痛，需尽快做腰椎手术，数
万元的手术费让他一筹莫展。陆军第73
集团军医院骨科决定先为其手术，再考虑
费用。术后，科室为他减免了费用，但一家
人四处筹措，还是差了3000元。管床医生
王博文把左运齐的家属拉到一边，悄悄往
其手中塞了一个3000元的“红包”。这些
年，左运齐在浙江打工，一直想找机会把钱

还给这位医生。他只记得医生名叫王博
文，但不知道联系方式。今年国庆期间，他
特地带着两个儿子来厦，将3000元现金交
给王博文所在的科室，了却一桩心事。

本报报道引发各界热议，网友们纷纷
为厦门医生王博文点赞：“王医生当年不为
名利，为病人雪中送炭，好样的！”“人间自
有真情在，救死扶伤的大夫，知恩图报的患
者，他们之间早已跨越了‘钱’的含义。”还
有不少人在留言中表达了对厦门这座城市
的喜爱。一位名叫“涛涛”的网友留言：“一
直对厦门有很好的印象，市民素质很高。”
更多的网友表示要“把爱传递，让爱延续”。

本报报道在患者家乡湖北荆州也引发
强烈关注，湖北省党务、政务信息官方发布
平台“湖北发布”，荆州日报社微信公众号

“荆彩新闻”分别转发本报报道，荆州日报
社记者还联系本报进行跟踪报道。

昨日，获颁正能量特别奖后，王博文告
诉本报记者，他会把这1万元奖金用于慈
善，帮助家境困难的儿童求学。同时，他表
示，“医生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才对
得起患者的信任和惦念，我会继续努力！”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联合《厦门日报》
为王博文医生颁发1万元正能量特别奖。

“天天正能量”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公益联

合全国 150 多家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
知名公益平台，以“传播真善美，弘扬正
能量”为宗旨，通过奖励小而美的凡人
善举，唤醒人心，激励善行，推动社会向
善向暖。自 2013 年至今，天天正能量
累计已投入公益金 9900 多万元，有上
万名各行各业的基层群众获奖。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联合本报，为王博文医生颁发1万元正能量特别奖

他将捐出奖金助学困难孩子

《厦门医生悄悄垫付手术费》后续报道>>

善的种子
生根发芽

这几天，一个跨越12年的医患
故事，温暖了许多人的心。很多读
者和网友表示，报道中最打动他们
的是王博文当年塞“红包”时那句叮
嘱：“这事谁也别说，就当我做了点
力所能及的事吧。”简简单单一句
话，彰显着医者仁心。

王博文告诉记者，他也是贫寒人
家的孩子，当年读书时受到很多好心
人的帮助。所以，12年前，当患者需
要帮助时，他毫不犹豫地种下一颗善
的种子。时隔12年，他早已不记得
患者姓甚名谁。但是，这颗种子冲破
时空的束缚，长出两瓣翠绿的嫩芽，
一瓣叫作善良，一瓣叫作信义。

一个雪中送炭，一个千里还钱。
希望这份“双向奔赴”的情义能化作
一汪清泉，浇灌这棵真善美的嫩芽，植
入更多人的心田，结出更多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