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护特殊患者的“生命线”
——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室全力保障患者就医需求

本报记者 张琪 本报通讯员 张杰

11 月 27 日一早，有着 4 年“透龄”的
市民杜伟（化名）犯了难，他担心疫情防
控期间不能正常去医院做透析，于是拨
通了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
二院）血液透析室的电话，说明了情况。

“您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不
会耽误您的……”市二院医护人员对杜
伟说。当日下午，杜伟顺利进行了透
析。

对于需要血液透析的患者来说，每
周2至3次的透析治疗不能中断，一旦推
迟或中断，随时会面临生命危险。11月
21 日，市二院实施闭环管理，该院本着

“疫情当前绝不能耽误患者治疗”的原
则，多次召开会议，商讨、研判透析室疫
情防控方案，制定疫情防控期间风险区
患者透析流程，此外，还逐一明确了患者
的进出路线、乘用专用电梯等工作。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尽一切
力量保证患者顺利完成透析。”血液透析

室护士长祝维秋说，接到闭环管理的通
知后，该科室医护人员争先报名，除1名
怀孕和2名处于哺乳期的护士外，全部上
岗。

“为保证住院患者的安全，血液透析
室设置了隔离病床，24 小时人、机连轴
转。”祝维秋说，该院免费为透析患者提
供 N95 口罩、手套、一次性外科手术衣，
由专门医护人员协助他们穿戴好，并引
导他们进入透析室。

由于将有近200名患者需要做透析，
考虑到人员流动性较大，市二院对接诊流
程进行了修改。医护人员在患者进入透
析室、医师接诊和扎针透析前，都会查看
患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行程
码。患者实行错峰入室，班次之间严格进
行全面消杀工作，不落下任何一个角落。

工作期间，医护人员要全神贯注地
观察患者和血透机的状况，遇到突发情
况，要迅速、准确、果断地进行处理。11
月25日，一名患者在透析时出现了面色
苍白、意识丧失等低血压症状，主治医师

罗立成和护士庄丽华立即进行抢救，吸
氧、输注生理盐水、停止透析机超滤
水，并及时联系 ICU 会诊支援。经
过紧急救治，患者转危为安。

谁没有家人？谁没有疲倦的
时候？然而，为了患者的生命健
康，市二院医护人员选择了奉献
和坚守，将对家人的歉疚埋于心
底，将身心疲惫抛在脑后。

肾内科主任程立新颈椎病
复发，他戴着颈托，一边输液一边
给医护人员开会，并指导工作。主
治医师刘璐除日常值班外，还负责
每天与该院 140 名透析患者及临清市
其他透析中心约 100 名患者联系，提醒
患者来院透析时需要注意的事项。护
士长祝维秋放弃与女儿团聚的机会，第
一时间赶回科室，带领护理人员积极工
作。主管护师庄丽华，负责该院高风险
透析区工作，连续 3 天每天工作 12 小时
以上……

类似的感人事例，在市二院不胜枚

举，医护人员不辞辛苦，日夜奋战在各个
岗位，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责任和担当。

费文轩正在为患者验光。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张琪

2022年12月1日是第35个世界艾滋
病日，今年的宣传活动主题为“共抗艾滋
共享健康”，旨在强调每个人都参与进来，
携手应对艾滋病流行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倡导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如今，仍然有
不少人谈“艾”色变，那么关于艾滋病，你
究竟了解多少呢？11月29日，记者采访
了聊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制
所所长杨金英，请她带我们正确认识艾滋
病，消除对艾滋病的误解。

提起艾滋病，几乎所有人都会将它和
绝症、死亡画上等号。其实，艾滋病并没
有这么可怕，正确认识艾滋病，做好防护
措施，就能够保护好自己。杨金英解释，
艾滋病病毒（HIV）也叫人类免疫缺陷病
毒，存在于HIV感染者的血液、精液、阴道
分泌物和乳汁等当中。艾滋病的传播途

径包括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其
中，性传播是目前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人体感染 HIV 病毒后，会经历急性
期和无症状期，如果没有进行规范化治
疗，就会发展为艾滋病病人，最终免疫系
统被破坏，机体免疫力下降，引发各种机
会性感染和肿瘤，导致死亡。目前，我国
对符合条件的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
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艾滋病已成为一
种慢性疾病，只要尽早、规范服药，就能
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

“虽然可以通过治疗来控制艾滋病
病情的发展，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轻视

它的存在，比治疗更重要的是预防。”杨
金英直言，大家要洁身自爱，避免多个性
伴侣，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不吸毒、不
共用针具；不使用不合格的血液制品；不
去不正规的诊所、美容机构接受有创诊
疗；不与他人共用剃须刀、牙刷等，避免
感染HIV病毒。

“如果发生易感染 HIV 的高危性行
为，还有72小时的自救机会。”杨金英提
醒，发生高危性行为后，可以到有资质的
暴露预防处置门诊进行咨询，在专业人
员指导下，及时服用阻断药物，越早阻断
效果越好，不能晚于72小时。

“防‘艾’路上，希望大家都能对自己
的行为负责，别让‘艾’成为遗憾，要让

‘爱’一生相伴。”杨金英说。

本报记者 张琪

居家上网课期间，使用电子产品的

时间大大增加，用眼健康成为不可忽视
的问题。11月28日，记者采访了东昌府
区妇幼保健院眼耳鼻喉科主任费文轩，

她就如何减少网课对视力造成的影响给
学生及家长支招。

市民李金慧（化名）的儿子刚上小学
一年级就戴上了眼镜。她告诉记者，前
段时间学校视力筛查结果显示孩子视力
不良，随后她带孩子到医院检查，发现已
经近视200度了。

“上网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科学
用眼。不正确的用眼习惯和不合适的用
眼环境是导致近视度数增加的罪魁祸
首。”费文轩直言，上网课主要从两个方
面影响孩子的视力——近距离用眼时间
增加和户外活动时间减少。

“首先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养成科
学的用眼习惯。”费文轩表示，上网课时，
尽可能选择屏幕大、清晰度高的电子产
品。优先选择投影仪和电视，其次是电
脑和平板，尽量不使用手机上网课。使
用电脑和平板时，眼睛与屏幕的距离不
小于50厘米。读写时应做到“一尺一拳
一寸”，即胸离桌边的距离为一拳、阅读
和写字时眼睛与书本的距离为一尺、握
笔的手指与笔尖的距离为一寸。另外，
要保证良好的采光和照明环境，不在吃

饭时、卧床及光线昏暗或阳光直射的环
境下阅读。

课余时间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减
少非学习使用电子产品时间。“青少年
近视眼发病率越来越高，而且有低龄化
的趋势，‘触屏’时间长是重要的影响因
素。”费文轩强调，家长应控制孩子使用
电子产品的时间，除了上网课外，其他
看电子产品的时间每天累计不超过 1
个小时，年龄越小，使用电子产品的时
间应越短。网课课间，做做眼保健操，
看看远处的风景，都有助于睫状肌的放
松，让眼睛得到休息。应尽可能多的到
阳台上或院内“目”浴阳光，有效预防近
视或延缓近视进展，但不能直视太阳。
要保持有规律、健康的生活方式，注意
营养均衡、荤素搭配，多吃水果、蔬菜、
牛奶等，少吃甜食、油炸食品，每天保证
充足的睡眠时间。

费文轩还提醒，要保持手部卫生，避
免用手直接揉搓眼睛，以免造成细菌、病
毒感染及不必要的伤害。家长如发现孩
子有视物歪头、挤眼、眯眼等症状，应及
时带孩子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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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课期间，这样拯救孩子的视力

谈“艾”不必色变 艾滋病已成可控慢性病

市二院医护人员正在整理防护装备。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