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2日，群众在聊
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一楼
的自助取袋机前扫码取
环保袋。自助取袋机的
设置，既响应了环保要
求，又方便了群众，还可
以减少人员接触。群众
只需用手机微信扫描二
维码，根据提示操作，就
可以领取环保袋。
文/图 本报记者 鞠圣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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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琪

66岁市民林爱国（化名）患左侧腹股
沟疝4年，膨出的疝块越来越大，已有拳
头大小，为此，林爱国每天都需要佩戴疝
气带，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林爱
国了解到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了疝
气日间手术，当天住院就能进行手术，第
二天恢复情况良好就可以办理出院，于
是，5月11日，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到该院
普外科门诊就诊。

●病例

24小时能解决的问题 老人忍了4年

“做传统手术需要躺上十几天，上学
的孙女就没办法接送了。”林爱国说，正

因为这样，自己忍了 4 年没去做疝气手
术，尤其是到了夏天，整天戴着疝气带，
又热又麻烦。

“您所患的疾病叫腹股沟疝，就是下
腹部出现了一个漏洞，腹腔里的肠管掉
到下面了，形成了一个鼓包。您不用太
担心，我们通过微创手术，将您这个鼓包
里的肠子还原到腹腔去，再把漏洞修补
好。恢复良好的情况下，24小时内就可
以出院回家了。”听了普外科主任张忠宝
的手术治疗方案后，林爱国才放了心。
当天，林爱国便办理了住院手续，仅仅用
时40分钟便完成了腹股沟疝修补，肚子
上仅留有3个不到1cm的切口，第二天就
办理出院回家了。

“真没想到，困扰我多年的难题，3个
小孔就解决了，一点儿也没耽误事。4年

苦恼，1天解决！”林爱国说。

●提醒

勿以“疝”小而不为 治疝要及时

“关于疝气，最为常见的就是腹股沟
疝，它的特点就是站立时出现，平卧的时
候消失，临床上称为可复性包块。这个
疾病危害较大，不及时治疗很容易出现
肠管嵌顿甚至肠坏死等并发症。”张忠宝
介绍，嵌顿疝就是肠子从疝口掉出来，卡
住回不去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急诊
抢救。

“目前，手术是治愈疝气的唯一方
式。”张忠宝说，传统的住院手术，一般需
要5—7天，还需家属陪护，不仅增加了时
间成本，也增加了各种护理费用。而疝

气日间手术属于无菌手术，不需要使用
抗生素，手术切口仅为3个不到1cm的腹
壁小口，术后使用可吸收线缝合，再加上
无菌敷贴，既不需要拆线和换药，也不用
担心创口外露，所以患者术后回家基本
不需要特别护理。最重要的是，日间手
术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影响较小，患者术
后就可以下床，回家后便可行走、上厕
所，这对预防血栓有极大的优势。张忠
宝还提到，“患者比之前传统住院手术能
节省近2000元，不仅钱花得少了，并发症
发生率也更低了”。

张忠宝建议广大疝气患者，对待疝
气，勿以“疝”小而不为，要及早治疗。

“4年苦恼，1天解决！”
日间手术帮老人轻松治疗疝气

口述 聊城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李静
整理 鞠圣娇

门诊的咨询中，我接待了很多有亲子
冲突的家庭。孩子不愿和父母沟通，父母
则会抱怨自己无能为力。父母的付出是
无私的，但孩子觉得父母不爱自己。怎样
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我认为可以从以
下三点入手。

第一，反思自己。对于想改变孩子的
父母，我会建议他们调整自己的状态。比
如，父母希望孩子有好成绩，就导致他们
时刻关注孩子的学习状态，这让孩子反
感，认为父母只关心学习成绩。但父母的
理由是因为自己当时成绩不好，现在过得
很辛苦，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的路，所以
非常关注成绩。其实，这是家长对生活的
焦虑转嫁到了孩子的学习上。我建议，当
孩子让家长不满意时，家长要控制自己的
情绪，反思之前的应对方式是否有效，这
次是否换个方式去应对。

第二，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孩子。很
多家长以成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孩子，忽
视了孩子成长发育中各阶段的特点。青
春期的孩子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因为不
成熟，有时做出的选择会有所偏颇。我建
议，对于非原则性问题，家长要给孩子自
由，并给予建设性引导，而不是盲目浇灭
孩子探索生活的热情。

第三，加强沟通。理解孩子的需求，
许多家长眼中，孩子总有各种问题，如小
学时拖延耍赖，中学时毛躁轻浮……这是
由孩子的生理基础决定的。孩子大脑中
产生情绪的部分早就发育成熟，因此会有
喜怒哀乐，而管理分析情绪的部分要到20
岁之后才能发育成熟，这就导致父母和孩
子处理情绪的能力有所不同。我建议，当
孩子遇到难题时，家长应先问孩子是否有
情绪和想法，这样能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
关心和对他情绪的接纳。家长也可以给
孩子安排一些家务活，让他们体会到完成
任务的喜悦。

在孩子成长的路上，家长不要做控制
者，而是做陪伴者，包容和理解孩子，和孩
子一起成长。

怎样让孩子

感受到父母的爱

本报记者 鞠圣娇

“这个活儿干得漂亮——大海捞
针！”5月13日凌晨1点46分，东昌府区
中医院消化内镜室主任李守岗更新了朋
友圈，言语中透露出高兴与自豪，当时，
他刚完成一次内镜操作手术，为一名患
儿取出了在胃里停留了 12 个小时的缝
衣针。

11岁的患儿强强（化名）来自莘县，
5月12日午饭后，他不小心吞食了一枚
长达3.5厘米的缝衣针，在当地医院进行
腹部 CT 检查后发现针已经进入胃部，
当地医师建议转院治疗。在亲朋的推荐
下，强强的父母带他来到了东昌府区中
医院，当时已是5月12日下午6点。

对李守岗来说，利用消化内镜取异
物是常规操作，像牙签、硬币、枣核、鸡骨
头等都不在话下。但缝衣针的针尖尖
锐，有造成食管出血、胃肠穿孔的可能。
当务之急是要弄清缝衣针是否已随着食

物消化进入肠道。经腹部透视检查，发
现缝衣针还在患儿胃部，但患儿胃部还
有很多食物，为避免麻醉时食物反流给
患儿带来的窒息风险，李守岗决定再等
一等。这时，患儿的父母虽然心急如焚，
但也无可奈何。李守岗、麻醉科主任韩
青、影像科主任刘永振等医务人员一直
等到晚上 11 点多，又为强强进行了检
查，发现他胃里还有很多食物，依然不是
取异物的好时机。

大家耐心等待到次日凌晨 1 点 20
分，再一次的腹部透视检查让大家看到
了希望，胃里的食物所剩不多，虽然缝
衣针位置、方向发生了变化，但还在胃
里，这意味着终于可以进行取异物手术
了。

患儿进入全身麻醉状态后，李守岗
一边仔细观察患儿食管情况，一边将内
镜送入胃部，幸运的是，缝衣针没有对
孩子的食管壁造成损伤。当消化内镜
进入胃部，李守岗反复寻找缝衣针，最

后在胃体大弯侧的皱壁里发现了它，如
果用异物钳抓住缝衣针的中间将其拖
出，肯定会对食管造成损伤。李守岗巧
妙操作，经过两次钳取，将缝衣针推到
没有食物的地方慢慢调整方向，并将缝
衣针的针头调整至异物钳的透明帽内，
再顺着食管将其拉出，避免了针尖对食
管的损伤。

整个操作用时不到 5 分钟，看到被
取出的缝衣针和安然无恙的孩子，家长
特别高兴，直呼“来对了地方”。李守岗
也很有成就感，及时更新了朋友圈。“等
待的过程比较煎熬，一方面担心缝衣针
进入孩子小肠，增加取出难度，另一方面
担心缝衣针刺破孩子的胃肠道，造成穿
孔、出血等并发症。”李守岗说，强强很幸
运，因为缝衣针是顺着食管进入，又在胃
部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

李守岗提醒家长，食管异物可能会
带来生命危险，一旦发现孩子有可能吞
食异物，应立即到医院就诊。

男童误吞缝衣针 医生巧取化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