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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病老人在流感重症后挺
过来了

“前不久，我们收治了一名流感重症患
者，抢救6天后脱离了危险。”该院重症医学
科专家透露，这名患者66岁，患有心脏二尖
瓣脱垂，因流感引发肺部感染，呼吸衰竭，甚
至还多了肾衰这一危险状况。最终，经过医
护人员的不懈努力，他走出了重症病房。

一开始，何大爷（化姓）以为这只是一场
普通的感冒。咳嗽、发烧，他都没有当回事，
直到出现胸闷气喘的症状，家人才把他送到
当地医院就诊。然而，病情发展十分快速，
何大爷出现呼吸衰竭，医护进行了插管，紧
急将其转运至南京市第一医院就诊。

何大爷患有心脏疾病，这导致他的病情
发展为重症的概率比普通人更高，后续还出
现了肾衰。这些因素，都威胁着他的生命。

“幸运的是，他就医还算及时，及时插管上了
呼吸机，接受了抗病毒、心功能调整、脏器支
持等一系列的全面治疗。”重症医学科主任
章淬告诉记者，目前，何大爷恢复良好，后续
还在该院做了心脏病的介入封堵手术，解决
了老毛病。

24小时抢救170余次，为患
者点燃希望

“我们科室的心脏手术抢救成功率达
98%。”章淬回忆，有一名40岁的男性患者，
在术后心脏频繁出现室颤，每一次室颤都是
对生命的严重威胁，心脏无法正常泵血，生

命垂危。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投入抢救，心脏
按压、电除颤……在短短的24小时里，患者
室颤发作170多次，他们成功抢救170余次，
最终这名患者成功走出了重症监护室。

重症监护室绝非人们想象中那般“无力
回天”，在经历过重大手术后，患者往往更需
要重症医学科的专业支持。以心脏手术为
例，手术过程中，心脏需要经历停跳和复跳
的复杂过程，术后，患者不仅心功能会下降，
心律失常的发生率也会显著升高，还可能面
临大量出血及其他脏器功能受损等严重问
题。这些情况在普通病房难以得到妥善处
理，而ICU配备的先进医疗设备和专业的医
护团队，能够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精细化的
护理和治疗，帮助他们度过术后的危险期。

除了心脏手术患者，像阑尾、疝气这类
看似简单的外科手术，对于一些基础病较多
的患者来说，同样可能存在风险。例如，若
患者本身肺功能差，术后戴呼吸机的时间就
会延长；心脏不好的患者，在围术期发生心
律失常、心功能下降的可能性会增大；肾功
能不佳的患者，术后甚至可能出现无尿的情
况，需要在 ICU进行血透治疗。“所以，术后
进入ICU，能够更好地预防和处理可能出现
的并发症，大大提高患者康复的概率”。章
淬说。

不止于抢救，他们也是心理医生
在医疗体系中，重症医学科常常被外界

简单定义为紧急抢救的场所。然而，其功能
远不止于此，这里的医护人员不仅在生死一

线间抢救生命，还承担着精准诊断疾病和为
患者提供心理支持的重任，是全方位守护患
者生命健康的关键防线。

精准诊断是重症医学科的核心能力之
一。“有个男孩，因为感染性休克入院，救回
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多年后，他又一
次向我们求救。”章淬回忆，求救时，男孩刚
刚完成研究生答辩，突发呼吸衰竭，却找不
出病因。面对复杂病情，章淬迅速组织会
诊，发现男孩肌肉力量异常且肌无力症状加
剧，最终确诊为线粒体肌病，这是一种基因
病，男孩及其家属此前毫无察觉。明确病因
后，医生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男孩的病情
得到了有效控制。

想要走出重症监护室，脱离呼吸机是关
键的一步，但许多患者因为心理的依赖、惧
怕等多种因素而无法做到。吴爷爷的身体
机能恢复良好，却总是和医护人员“对着
干”。章淬来到他的床边询问：“你想转出
ICU吗？”吴爷爷居然摇了摇头，多年的经验
让章淬明白，老爷子这份倔强的背后是害
怕。“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出不去了？”面对这
个问题，吴爷爷愣了一会儿，继而点了点
头。接下来，章淬与老爷子开始了心理战，
日复一日的鼓励，让吴爷爷在康复中获得信
心，最终成功脱机，回到了家人身边。

几个月后的一天，吴爷爷带着家人回到
了医院。往日那个倔强的、终日冷着脸的老
爷子，脸上挂着温暖的笑容，“要不是你们，
我真过不去。”在说出这句话后，他又忍不住
掉下了眼泪。

长期注射胰岛素，血糖突然飘
忽不定

“生活饮食上，我对自己都是严格管理，
怎么就控制不好？”糖尿病患者张先生长期
使用胰岛素注射，近期被“不听话”的血糖困
扰。内分泌科主任陆源源了解情况后，对张
先生进行胰岛素注射部位的体格检查。

张先生平时主要在自己的肚皮上进行
胰岛素注射，在评估胰岛素注射部位后，陆
源源发现张先生肚皮有多个隆起的疙瘩，经
过视诊和触诊初步判断，这些小疙瘩为胰岛
素注射不规范导致的并发症——皮下脂肪
增生。

随后，陆源源使用专业武器“掌上超声”
对上述判断作了进一步确认。至此，导致过
山车式血糖的真相浮出水面，正是因为平时

张先生不慎将胰岛素注射在了这些“雷区”
上，才会出现血糖忽高忽低的现象。

皮下脂肪增生导致胰岛素吸
收减少

胰岛素注射相关皮下脂肪增生，表现为
该区域的皮下脂肪组织增生、增厚、由软变
硬或出现质地较韧的肿胀，是胰岛素治疗过
程中的常见并发症之一。会导致注射部位
胰岛素吸收减少，胰岛素日剂量增加，血糖
波动变大，低血糖风险增加，糖化血红蛋白
升高，加重整体医疗成本负担。

诊断胰岛素注射相关皮下脂肪增生，有
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视诊，配备可用光
源。皮下脂肪增生表现为皮肤凸起或丘状，
无皮肤颜色改变及毛发分布变化，可见一块
有光泽或色素过度沉着区域或脱毛区域。

也可以进行触诊，指尖以轻柔按摩的方
式（向前或画圈）向待检查区域推进，皮下脂肪
增生表现为正常柔软有弹性的皮下组织变成
质韧、橡皮状或缺乏弹性的组织，该异常区域
的边缘清晰并且很容易感受到组织的分界，
是周围软组织中突然出现的“抬高处”。

条件允许时，应通过超声检查来诊断，
尤其同时存在以下两种情况：（1）患者有皮
下脂肪增生的多种危险因素，包括长期应用
胰岛素、重复使用针头、未进行注射部位正
确轮换、难以解释的血糖波动等。（2）临床视

诊、触诊未发现皮下脂肪增生时。
多项研究证实了超声检查在诊断胰岛素

注射相关皮下脂肪增生中的重要价值。超声
检查比临床视诊、触诊能发现数量更多、范围
更大的皮下脂肪增生，为临床皮下脂肪增生的
评估提供客观、准确的图像特征。

勤换“打针位置”可预防这种病
如何预防胰岛素注射相关皮下脂肪增

生？陆源源建议，要勤换打针位置，把肚子、
大腿、上臂、臀部想象成四个注射区，每周固
定一个区域（比如这周只打肚子），每天在同
一区域内换不同点位。每次注射要和上次
的位置间隔至少一根手指的宽度（约 1 厘
米），避免反复扎同一个点。

也要学会“轻轻捏”。注射前用拇指和
食指轻轻捏起皮肤（特别是瘦人），针头垂直
扎入捏起的皮肤层，避免打到深层肌肉；每
次换新针头，针头重复使用会变钝，容易刺
激皮肤。针头最长别超过6毫米，太长容易
扎深；打完别揉搓，注射后轻轻拔针，不要按
摩或揉搓注射部位，避免胰岛素扩散过快刺
激组织。

此外，洗澡时摸摸常用注射区域，如果
发现硬块、鼓包或颜色变浅，立刻停用这个
区域至少1个月；保持健康体重（太瘦容易
扎到肌肉），同时平稳控糖，高血糖本身也会
影响皮肤修复。

现代快报讯（记者 张宇）撸猫的快
乐，让每个“铲屎官”都十分着迷。一
直撸猫一直爽，但是也有一些惊险的
突发情况。“我们有名患者，不小心被
猫抓伤了眼睛。她辗转几家医院后来
到我们医院，经过检查发现她下眼睑
有严重撕裂伤。”回忆起赵女士（化姓）
的救治过程，南京市第二医院整形美
容/创伤修复科副主任医师刘宁仍然记
忆犹新。

很多医院没有处理猫狗咬伤的专
业科室，再加上眼睛部位比较特殊，这
让赵女士犯了难。而且猫狗咬伤的伤
口有个特点，就是切口深、口子小、伤
口不整齐。这种口小底深的伤口很容
易被厌氧菌污染，导致清创不彻底，如
果清不干净，后期可能会化脓，伤口也
会扩大，影响最终的伤口愈合。被动
物咬伤的伤口，局部组织还会错位，愈
合后就会变形、畸形，如果不进行修
复，很可能遗留较严重的瘢痕，影响容
貌。

面部受伤，赵女士自然是希望不留
疤或者尽量减小疤痕。被咬伤当晚，
在他人的推荐下，赵女士来到了南京
市第二医院。“作为全省唯一一家同时
具备动物致伤处理、整形美容修复重
建的医院，我们医院24小时都能处理
动物咬伤、美容缝合修复的问题。当
天患者也算比较及时地来院，完成狂
犬疫苗注射和破伤风疫苗注射后，就
转到我们整形外科进行修复和美容缝
合。”刘宁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手术中
他发现赵女士的下睑板完全断裂了，
下眼睑存在组织缺损。“创伤后越及时
修复，愈合效果越好。随着时间的推
移，伤口组织会发硬，里面会有纤维组
织增生和肉芽组织生长，对合时皮肤
组织顺应性变差，肌肤没那么容易贴
合，愈合效果也就没那么好。当时距
离患者受伤已经几个小时了，这种情
况不能等，所以我们立刻为患者做了
整形美容修复。”

随后，刘宁和团队将赵女士的伤口
进行解剖复位，重新对位下睑板，再用
精细的美容缝合处理整个伤口。术
后，患者接受抗生素治疗并按时换药，
术后一周正常拆线，伤口愈合得很
好。如今，经过半年恢复，赵女士受伤
的眼睑和正常的眼睑基本没差别，赵
女士对治疗效果很满意。

小动物很可爱，大家总忍不住有些
亲密互动。如果被动物咬伤该怎么处
理呢？刘宁提醒大家，日常生活中尽
量避免和动物有过分亲昵的举动。如
果被动物抓伤或咬伤，不要惊慌，首先
要做好止血措施。如果有大块组织脱
落，建议带到医院，让医生判断是否能
利用。刘宁还强调，动物咬伤和其他
外伤不同，创口深、容易感染厌氧菌，
而且动物口腔细菌多，一定要及时处
理，不要拖，最好在6～8小时内到正规
医疗机构处理。只要处理方法得当，
就能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

“头面部和手足部常常是动物致伤
过程中最容易受到损伤的部位。在这
些区域发生严重外伤时，如果及时经
过专科医生的处理，可以将损伤的后
果降到最低，最大程度恢复功能和外
形。修复创面有个重要原则，就是尽
量在急诊时一期闭合创面，不要让急
性创面转为慢性创面。我们医院有24
小时急诊，而且我们处理动物致伤很
专业，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还配备专门
针对动物咬伤的冲洗药液和冲洗机
器，能够很好地治疗动物导致的损
伤。”刘宁说。

重症医学科：生命的另一个起点
很多人认为，一旦进了重症监护室，

就意味着生命被判了“死刑”，高昂的费
用、沉重的病情，让 ICU被视作绝望之
地。但现实真的如此吗？其实，重症监
护室反而是许多患者重获新生的关键转
折点。2024年，南京市第一医院重症医
学科收治患者超4500名，心脏病患者超
一半，床位使用率常年在80%以上。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梅书华

血糖飙升，竟是肚皮上小疙瘩闹的

猫爪伤眼险毁容
医生：被动物咬伤，尽

早就医很关键

胰岛素剂量一加再加，血糖却常常居
高不下，有时还会出现低血糖……这像过
山车一样的血糖波动，就发生在张先生（化
姓）的身上。近日，张先生来到南京市中医
院内分泌科就诊，寻找原因，检查后，发现
居然是自己肚皮上的疙瘩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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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医学科在抢救患者 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