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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早晨8点前，王红星和其他医
护人员像往常一样来到聊城市第四人民
医院医养中心。老人的喜怒哀乐牵动着
每一名医养中心医护人员的心，每日查房
是他们的必修课，王红星作为该中心的主
任，更是以身作则，视患者如亲人。

受疫情影响，医养中心实施全封闭管
理，家属暂时不能探望。目前入住医养中
心的老人多为失能、半失能者，有的老人
已无法与人顺畅沟通，判断其病情变化、
心中所想，全靠医护人员“察言观色”。为
更好地协助老人生活起居，医养中心为每
间病房配备了固定的护理员，他们与老人
日夜相处，随时满足老人生活需求。

查房时，在一位失能老人床前，王红
星注意到老人的呼吸声中混有轻微的呼
噜声，立即嘱咐护士为老人测定指脉氧，
并进行叩背、吸痰。在另一位老人床前，
王红星为老人查体后，随即联系了彩超室
工作人员，请他们利用床旁彩超为老人完
成相关检查。王红星介绍，对有需求的老
人，除影像科外，医院心理咨询师团队、康
复团队和中医团队都会“上门”为老人服
务，实现了“大病不出院、小病不离床”的

“一站式服务”，减少了老人奔波，更有利
于老人的身体健康。

尽管有的老人处于意识障碍阶段，医
护人员依然像对待亲人一样，呼唤老人，

跟老人交流。对于意识清楚具备一定交
流能力的老人，医护人员和他们聊聊家长
里短，让他们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

“这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平凡的一
天。”副主任护师赵淑慧说。赵淑慧在医
养中心工作多年，疫情发生两年来，她和
其他医护人员一样，14天一轮班，24小时
与老人同吃同住，老人总是亲切地称她

“小慧”。就在和记者交谈时，赵淑慧注意
到病房内有一位老人摆手，便快速走过
去，俯下身，将耳朵凑近老人嘴边，仔细倾
听，了解老人的需要。

“爷爷，今天看报了吗？早饭满意
吗？”在一间病房里，护士赵丽娟与 86 岁
的患者潘先生交谈起来。在医养中心居
住的近两年时间里，潘先生坚持读报、写
日记，还与几名年轻的护理员成了朋友，
和他们聊天是潘先生最开心的事情之
一。这不，他跟赵丽娟谈起了自己的感
受：“在这里住着，吃饭有人照顾，病了有
人把药送到床前，过节有好吃的，还给庆
祝生日。”最近，因为家属不能到中心探
望，医养中心的医护人员加大了到病房
巡视的次数，并通过手机让老人与家人
视频通话，缓解思念之情。医护人员细
心又耐心的付出，使患病的老人得以安
心养老。

窗外，满眼绿色，一位老人在护士的
搀扶下走向窗边去欣赏美景。在这里，老
人们和医护人员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有的

老人离世前曾经连续17年住在这里，称这
里的医护人员比家人照顾得还周到；有的
老人瘫痪8年从未有过压疮，全靠医护人
员每天定时翻身；有的老人多次要求家属

送来感谢信，信中满是感激之情……
“我们坚守，只为老人平安健康，希望

我们的照顾能让他们度过舒适的晚年。”
王红星说完，又匆匆走向病房。

缩短时间 降低风险

医生戴上3D眼镜精准做手术
本报记者 鞠圣娇

3D技术应用到医学上会有什么样
的神奇表现？4月29日，市民吴林（化
名）因为肝脏肿瘤在聊城市第三人民医
院（以下简称“市三院”）普外科接受了
3D腹腔镜手术。手术前，3D成像与打
印技术直观地呈现了肿瘤的情况，医
生们戴着3D眼镜，看着显示屏上的三
维立体的动态图像完成了手术。

一般来说，传统肝胆外科手术需
要医师在影像学资料的基础上，凭借
经验进行疾病诊断并制定手术方案，
受个人因素影响较多，且方案无法实
时呈现和永久保留，3D技术解决了这
一困扰，它通过对患者 CT 或 MRI图
像进行影像处理，真实呈现肝脏、血
管、肿瘤等人体组织，医师术前可精确
评估病变范围与邻近脏器组织的三维
空间关系，制定详细的手术规划，提高
了手术的精准性，降低手术风险和并
发症。

市三院普外科主任张忠宝展示了
患者吴林的肝部肿瘤示意图，图上患
者的肿瘤位于肝脏尾部，被标记成橙
色，门静脉、下腔静脉等静脉血管被标
记成蓝色，肝脏、胆囊、胰腺等器官也
一目了然。

目前，大部分肝脏外科手术都实

现了腹腔镜微创手术操作，腹腔镜能
够将血管放大 1.5—2 倍，比传统开放
式手术更便于操作，而3D技术放大了
这一优势，医师们在手术前能清楚地
了解肿瘤和血管位置，“我们既要将肿
瘤组织全部切除并避免出血，又要尽
可能多地保留肝脏的正常组织，有了
这项技术，在手术过程中，就可以更明
确从何处‘下刀’，避开胆管、血管，也
方便观察人体内组织情况。”张忠宝
说，这张示意图也能让患者及家属更
了解病情和手术方式。

手术开始了，张忠宝带领团队在
吴林的腹部开了5个小孔，一个用来放
入腹腔镜观察腹腔内情况，4个用于操
作，仅用2个小时，就取出了吴林体内
的肿瘤，出血量仅20毫升。结果表明，
3D技术有助于关键部位的解剖定位、
肝断面的脉管处理，缩短手术时间，减
少术后并发症。

除了吴林，近期市三院普外科还
运用该技术为另一名肝脏肿瘤患者和
一名肝脏血管瘤患者解决了问题，避
免了术中大出血的可能。

张忠宝提醒，肝脏肿瘤早期或无
明显症状，市民要定期体检，早发现、
早诊断，若出现持续性发烧、肝脏部位
有明显的疼痛感、身体消瘦和消化系
统异常等症状需警惕。

“机不离手”令手指关节压力大
爱玩手机当心腱鞘炎来袭

本报记者 张琪

“大夫，我的右手大拇指突然不
能动了，还特别疼！”5月4日，35岁的
市民刘丽丽（化名）在聊城市第二人
民医院华美院区疼痛科门诊焦急地
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病情。

刘丽丽每天都用手机刷新闻、聊
天。近半年，她总感觉右手拇指关节
处疼痛，5月4日一早，她感觉右手大
拇指僵硬，使不上力，手指一动就非
常痛。吃早饭的时候，刘丽丽连拿筷
子都很困难，她赶紧来到聊城市第二
人民医院华美院区疼痛科就诊。

该院疼痛科主任孔维宽在仔细
询问刘丽丽病情后，结合检查结果，
诊断其为狭窄性腱鞘炎。“根据刘丽
丽的实际情况，我们选择为她进行肌
骨超声精准诊疗，即在超声引导下行
可视化小针刀松解治疗术。”孔维宽
介绍，肌骨超声是近年来新兴的超声
检查技术，是利用高频超声清晰显示
肌肉、肌腱、韧带、周围神经等组织，
将针刀精准送至靶点位置，进行切割
治疗，减少对周边软组织的损伤，患
者经过几天休息后就能恢复正常工
作，随治随走。

治疗完成后，刘丽丽手指的疼痛

感明显减轻，她十分满意。
“腱鞘炎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疾

病，一些长期重复劳损肌腱的情况，
都会引发或加重此病。”孔维宽介绍，
腱鞘炎患者常见手腕、手指等关节处
疼痛、僵硬，活动后会有所缓解。腱
鞘炎早期会出现局部压痛等症状，中
期疼痛范围扩大，出现屈伸疼痛、弹
响等症状，严重时，手指还可能发生
不能屈伸的情况。

“除了玩手机时间过长，现在手
机屏幕尺寸不断变大也是造成腱鞘
炎发生的另外一个因素。因为手机
屏幕变大，拇指指尖单次活动距离
会更远，也就使手指肌腱在腱鞘中
滑行的距离更长，摩擦更多，长时间
下来，就会引起腱鞘炎的发生。”孔
维宽说。

如何预防腱鞘炎？孔维宽提醒
大家：在做家务劳动时，要注意手指、
手腕的正确姿势，不要过度弯曲；长
时间连续工作后，要揉搓手指和手
腕；冬天洗衣服时，避免用凉水，防止
手部受凉；手腕关节做 360 度的旋转
或将手掌用力握拳再放松，将手指或
手掌反压几下，都可以有效缓解手部
的酸痛；关节疲劳时，可对酸疼的部
位进行热敷。

“我们坚守，只为老人平安健康”
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养中心助老人安度晚年

护士正在和患者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