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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柴悦颖 通讯员 周

俊博）“前两天，和朋友去吃夜宵，我一

口气干了 5 杯冰镇啤酒，没想就出事

了。”42 岁的李大哥说，后半夜，胃里

翻江倒海，不停地吐，都吐出了血。

李大哥慌了。第二天天还没亮，

他就直奔市红会医院急诊室。胃镜检

查确诊为：急性糜烂性出血性胃炎，罪

魁祸首就是那几杯冰啤酒。

接诊医生施琳琳说，李大哥的病情

还不算严重的。之前一位男病人就危

险了，夜宵喝了一斤白酒，导致贲门黏

膜撕裂大出血，抢救了近2周才救回来。

“很多人都有胃病，平时没有明显

症状，就以为肠胃功能挺好，结果喝了

大量冷饮后，病情突然加重。”施琳琳

医生说，每到夏季，医院肠道门诊里的

腹泻患者就会爆棚，因喝冰饮致病的

占了3成以上。

夏季如何保护消化系统？施琳琳

提醒，喝冰饮料的解渴效果其实并不

好，只是瞬间的透心凉让人感觉舒爽。

尤其是许多饮料含有大量香精、色素、

防腐剂等添加剂，常喝对身体没好处。

“喝冰饮最伤肠胃，尤其是冰啤

酒，过量饮用轻则出现腹痛、腹泻、呕

吐等急性肠胃炎症状，重则会导致消

化道大出血、急性胰腺炎。所以要把

握度，量力而行，尤其是本身肠胃功能

就不好的患者，更要忌口。”施琳琳医

生说，夏天最佳的解渴饮品是白开水、

常温矿泉水或鲜榨果汁。

如果有喝酒等应酬，事后一定要

注意观察大便颜色。一旦出现柏油样

黑便、头晕，上下楼梯感觉吃力，一定

要去医院排查消化系统疾病。

本报讯（记者 柯静 通讯员 阮芝芳

蒋明）“我们以为开餐饮店，吸点煤气很正

常的，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在浙江省新

华医院急诊科，小李上下张罗着，他的舅

舅、舅妈夫妻双双煤气中毒，被120送入医

院抢救。“如果迟一点送来，出现脑损伤的

危害将完全不可逆。”省新华医院急诊科

主任周冰之说。

夫妻双双煤气中毒

小李的舅舅李先生在杭州开早餐

店。6月30日，李先生和往常一样，深夜两

点起床干活，干到六点半，李先生突然昏

倒在地，家人赶紧叫了急救车，把李先生

送往浙江省新华医院。

是什么原因让李先生会突然昏倒

呢？检查结果出来后，一切真相大白：李

先生血中碳氧血红蛋白含量高达52.4。“正

常人指标才1.1%，即便是开煤气自杀的人

也才7%左右。临床上来说，指标含量超过

50%时，就会出现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性脑

病，症状就是脑部水肿，发生抽搐。”接诊

的急诊科主治医生石峻说。

为什么会煤气中毒？小李回忆，店里

的排风机坏了一个多月，长期通风不畅，

估计跟这个有关。更让人揪心的是，当天

上午7点多，小李的舅妈也昏倒了，客人连

忙给她掐了人中，小李舅妈才醒了过来，还

坚持卖包子。“大家都认为吸点煤气挺正常

的，从来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小李说。

石峻医生赶紧让小李舅妈也入院检

查，结果检查发现血中碳氧血红蛋白含量

高达38%。目前，夫妻双双要进入高压氧

舱治疗一个月，是否会留有后遗症，还要

等后期治疗结果而定。

这些事情夏天要慎做

为什么李先生夫妻一氧化碳中毒，可

以隐匿这么久，没有一下子发作？省新华

医院急诊科主任周冰之解释：一氧化碳中

毒后引起的神经系统损伤，可以持续数天

或数周，其间有一段“假愈期”，若患者继

续在有煤气的环境中生活工作，大脑组织

长期缺血，脑损伤将完全不可逆。

“此前李先生夫妻出现面色潮红、头

晕等症状，就是典型的一氧化碳中毒症

状，只不过他们把一氧化碳中毒和中暑混

淆起来了。常规来说，如果是中暑病人，

一般体温很高，高达39℃以上，而一氧化

碳中毒病人没有体温高的症状，大都面部

潮红，口唇还呈现樱桃色。”石峻医生说。

周冰之主任提醒：长期处于室内煤气

环境下工作的人群，要合理安排排风布

局，出现头晕、恶心、四肢无力时要及时就

医。不要贪图凉快，在汽车等密闭环境内

开空调睡觉。

事实上，此前有上海媒体报道过一位

13岁的少年，在密闭车内点上蚊香睡觉，

等父母发现时已手脚冰凉，没有血色，呼

吸很弱，没了反应。后来孩子的父亲为他

做了两分钟心肺复苏后，紧急送医，所幸

孩子已无大碍。医生表示，孩子长时间待

在狭小密闭的环境中十分危险，加上点了

蚊香，进一步加快了耗氧。

所以在密闭空间里点蚊香、汽车内开

空调睡觉……这些事情，夏天要慎做。

移植受者也能体育竞技
浙大一院“移友”创佳绩

本报讯（记者 柯静 通讯员 王

蕊）昨日，世界移植运动会在西班牙刚

刚落下帷幕，浙大一院3 位移植受者

鲁金祥、沈国祥、汤建辉载誉归来，共

获得4块银牌、2块铜牌，为中国代表

队赢得荣誉。

据悉，本次世界移植运动会有来

自全世界的 2200 多位器官移植受者

及捐献者、家属参加，其宗旨是展示各

国家医疗技术成就，帮助器官移植受

者康复和回归社会，唤起公众的器官

捐赠意识。世界移植运动会有移植

“奥运会”的美誉，与奥运会一样分为

夏季和冬季比赛。今年是浙大一院第

五次参加移植“奥运会”。

事实上，不少人疑惑，器官移植手

术创伤较大，移植后的患者是否能进

行体育竞技类活动？ 对此，浙大一院

院长，全国知名器官移植专家王伟林

教授表示，器官移植手术一年后，确认

身体各项指标健康，进行适量运动，能

有效改善身体机能。但需要注意的

是，器官移植手术后的患者在运动时，

推荐挑选单人运动项目，并注意量力

而行，循序渐进。避免进行激烈的对

抗类体育项目，如篮球、足球等。

本报讯（记者 柴悦颖 通讯员 黄春燕）赵老太今年97

岁，身体健朗，眼不花、耳不聋，平时在养老院还能打麻将。

但最近，她不小心摔倒，导致股骨颈骨折，住进了市三医院。

是积极手术还是保守治疗？考虑到赵老太年事已高，子

女意见不一，看着老人疼痛难忍，大家决定听听医生的建议。

久坐后起立过快摔倒骨折

平时，赵老太身体不错.前段时间，她因为长时间久坐

后起立过快，不小心摔倒了，被送入市三医院急诊室。

“有坚持保守治疗的，也有坚持手术治疗的。”市三医院

骨科医生赵琦辉说，老人年近百岁，几个子女年纪也较大，

一直拿不定主意，尤其下不了手术治疗的决心。

“就高龄患者股骨颈骨折而言，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是目

前公认的最佳治疗方案。”在医生详尽介绍了病情和治疗方

案后，赵老太的子女们打消了顾虑，并很快统一意见，先住

院检查，如果条件允许，争取手术。

但风险往往也与手术并存，不是每个老年人都能承受

的，尤其是像赵老太这类超高龄患者和以往有较多内科疾

病的患者。

入院后，赵琦辉医生检查发现，老太除了肺部有些感染

以外，其他化验指标都还不错。但为了慎重起见，医院为老

人制定了周密的诊治计划。

60岁以上老年女性髋部易骨折

在骨科、麻醉科的通力合作下，骨科雷文涛、赵琦辉医

生等联手为赵老太做了手术。

“骨折是老年骨质疏松症最常见和最严重的并发症，而

髋部骨折是最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60岁以上老年女性

容易发生。”赵琦辉医生说，老年人发生髋部骨折后，死亡率

高达50%。跌倒是导致老人髋部骨折发生的最直接原因，

每年90%以上的老年人髋部骨折与跌倒有关。

赵琦辉医生提醒，老年人一定要注意预防跌倒、摔伤。

平时要积极治疗基础疾病，比如脑梗、心梗、高血压等，这些

基础疾病也会让老人发生头晕不适而摔倒。另外，对于高

龄老人，家人的看护要得当，老人生活起居最好有专人照

顾，洗澡、上厕所、上下楼等都应有专人陪同。

早餐店老板夫妻双双煤气中毒
医生提醒，夏天这两件事要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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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杯冰啤酒下肚
壮汉半夜吐血

高挑漂亮的姑娘变矮了
竟是因平时这个习惯

本报讯（记者 柯静 通讯员 宋黎

胜）身材高挑的赵小姐，最近被同事好

心提醒，怎么变矮了？在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谭同才副主任医师检查

后说，所谓的变矮，是得了“上交叉综

合征”，跟平时的不良工作生活习惯有

关。

赵小姐今年 27 岁，身高 165 厘

米。从事 IT 行业，平时工作很忙，经

常加班赶工。“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伏

案低头，胸大肌，上斜方肌等肌肉长期

处于受累状态，久而久之就变得缩短

紧张。”谭同才说，紧张的肌肉把她拉

到了一个圆肩（含胸）、头向前倾、略微

驼背的姿势，这时原本挺直的颈胸椎

也就慢慢弯了下来，自然而然的也就

变“矮”了。

谭同才介绍，上交叉综合征是由

于肌肉失衡引起的，所以各个年龄段

都有可能得病，但现在特别是15到25

岁的学生群体，28 到 40 左右的上班

族，因为长期长时间的伏案工作或者

学习，得上交叉综合征的比例远远的

高于过去。有研究发现，女性的头痛、

偏头痛和颈椎疼痛的情况比男性多，

也是由于上交叉综合征引起的。

“上交叉综合征最有效的方法还

是早期预防。”谭同才提醒，及时纠正

上交叉综合征，需要在平时尽可能保

持正确的身体姿势，并针对肌肉不平

衡的情况，应对紧张的肌肉进行拉伸，

强化较弱的肌肉。

本报讯（记者 柯静 通讯员 王婷）“从来没

这么畅快过！”7月4日，89岁的郑老伯，步履轻快

走出浙江医院。谁也没有想到，此前，他突发胸

闷，心脏血管被堵，性命危在旦夕。摆在他面前

的有两个选择，一是进行开胸大手术；二是请来

“人工心肺”，植入支架。郑大伯和家人选择后

者，郑老伯也成了全国范围内接受ECMO（体外

膜肺氧合技术）“保驾”，成功实施PCI（冠状动脉

再成形术）最高龄的患者。

浙江医院心内科医生提醒，突发胸闷压迫超

半小时需就医。冠心病病人，放了支架，要注意

再次复发，防止心肌梗死甚至猝死的发生。

突发胸闷仍需植入支架

6月初，郑老伯夜间起床上厕所后，突然感觉胸

闷气急、呼吸困难、大汗淋漓，在当地医院进行插管

治疗后，症状有所好转。但郑老伯一家人还是有些

担心。“半年多前，他也是这样胸闷气急，当时医院

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放了支架。这半年来他规律

服药，身体都不错，怎么突然间又胸闷了呢？”郑老

伯一家人找到了浙江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唐礼江。

经检查，冠脉造影显示，郑老伯心脏的左主

干及其三分支血管发生了病变，除放过支架的血

管畅通外，半年前较为畅通的部分血管出现了严

重堵塞，呈90%狭窄。

此刻摆在郑大伯前面的有两个选择，一是搭

桥手术，需要全麻，心肺功能要求高，这对90高龄

老人来说，有很大的风险；二是请来人工心肺，植

入支架，打通堵塞血管。

“人工心肺，我们业内称为ECMO，即通过体

外循环，把病人的静脉血通过血泵引到体外，经

膜肺气体交换后，再回输到病人的动脉。‘人工心

肺’可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效支持呼吸循环功能，

保护重要脏器，可在保障患者组织灌注的条件下

开展高危手术。”浙江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龚仕

金主任医师介绍。

郑大伯和家人选择了后者。近日，数名医护

人员对郑老伯进行了手术。经过近5个小时，手

术顺利结束。术后12小时，郑老伯可正常饮食起

身，术后30小时，从ICU转入普通病房，近日已

康复出院。

放支架并非一劳永逸

唐礼江主任说，心脏病有很多种，以发病最

高的冠心病来说。狭义的冠心病指冠状动脉血

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而引起血管腔狭窄或

阻塞，造成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而导致的心脏

病。冠心病最严重的是血管堵住了，心肌梗死。

血管堵住时可出现持续30分钟以上的压迫感、憋

闷感，此时应当及时到医院，把堵住的血管打通。

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亚利表示，有很多冠心

病人，放了支架，觉得万无一失，但事实上，像郑

老伯这样的冠心病人，放了支架，不到一年，就发

生血管堵塞，如果没有及时就诊，后果就很严

重。冠心病是随着人衰老而出现的疾病，无论是

装了支架还是进行了外科搭桥手术等治疗，都要

坚持医嘱进行服药，随身携带硝酸甘油等急救药

品，防止心肌梗死甚至猝死的发生。

89岁老人心脏血管被堵危在旦夕
请来“人工心肺”保命
医生提醒：冠心病人放了支架，还要注意再次复发

本报讯（记者 柴悦颖 通讯员 徐尤佳）

一颗坚如磐石的耳屎，让5岁的贝贝耳朵剧

痛，还住了3天医院，花费5000元，才通过全

麻手术取出。

最近，贝贝顺利出院了，说起这颗如成

人大拇指般大小的耳屎，市中医院耳鼻喉科

主任陈志凌特别提醒：夏季是耳病的高发季

节，尤其是游泳和洗澡过后不注意卫生，很

容易因耳道滋生细菌诱发中耳炎，严重时会

影响孩子听力。

右耳道被巨大耳屎堵死

男孩贝贝家住海宁，性格活泼好动，前

几天晚上，他突然哭喊着耳朵疼。

“我们带儿子到海宁当地医院挂了急

诊，医生检查发现贝贝患有中耳炎，而且右

耳从外耳道、内耳道直到鼓膜，都被一大团

耳屎堵死了。”贝贝妈妈说，医生尝试取耳

屎，但一碰耳朵贝贝就喊疼，挣扎着扭来扭

去，医生尝试了几次后只能放弃。

贝贝父母既着急又无奈，只能带儿子赶

到市中医院耳鼻喉科求助专家，当时接诊的

正好是陈志凌主任。

“耳内窥镜下可以看到，孩子的耳屎颜

色发白，长得有点像泡芙，但我尝试取的时

候，却发现这颗耳屎硬得像水泥。”陈志凌主

任让贝贝拍了CT片，片子上这颗耳屎清晰

可见，大小足足有0.79×1.39 厘米，相当于

一个成年人大拇指般大小。

“孩子的耳道口直径只有0.52厘米，想

要直接夹出来几乎不可能。”不能直接取出，

陈志凌主任打算将贝贝的耳屎打湿后夹取，

然而这颗耳屎却纹丝不动，他又给贝贝滴了

软化耳屎的药水，仍然以失败告终，“耳屎太

大、质地坚硬，加上孩子一直哭闹着喊痛，反

反复复尝试了三次都没成功。”

5年来从未清理过耳朵

“孩子的耳道本来就相对狭窄，耳屎不容

易自行排出。再加上他前段时间感冒发烧、

洗澡耳朵进水等因素产生了炎症，导致了急

性中耳炎。”陈志凌主任说，“小孩本来就怕

疼，无法配合治疗，无奈我们只好和家长商量

做全麻手术，等孩子睡着后再取出耳屎。”

为了治好耳朵的问题，贝贝在市中医院

住了 3 天医院，共花费 5000 元做了全麻手

术，操碎了大家的心。

“我通过视频耳内镜，才取出这颗存在

了许久的耳屎，后期做好抗炎工作，孩子不

会留下后遗症”。陈志凌主任说。

贝贝的耳屎为什么会长这么大？父母事

后告诉医生，儿子从小就很抗拒掏耳朵，每次

想替他清理，都捂着耳朵不乐意。加上怕伤

着孩子，他们只好作罢。如今，贝贝已经5岁

了，从未定期清理过耳屎。加上前段时间感

冒后引起了中耳炎，才让他耳朵突然剧痛。

每半年应到医院清理一次耳屎

每个人的耳道中都会有耳屎，它们在一

定程度上对耳朵起到保护作用，可以阻挡虫

子进入，保护鼓膜，但也要注意定期清理。

许多人认为，掏耳朵是很正常的小事，但如

果平时不注意用耳卫生，清理方法又不当，

就容易让耳朵生病。

“有人喜欢用棉签、挖耳勺等工具自行

掏耳朵。但棉签太大，反而会将耳屎往里

推；金属质地的挖耳勺又太硬，会损伤耳道

和鼓膜。”陈志凌主任建议，清理耳屎一定要

到正规医院的耳鼻喉科进行，一般每半年清

理一次即可。

陈志凌主任也提到，这几年来，给患者

取耳屎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可能与大家坐地

铁、公交车时喜欢戴耳机听音乐有一定关

系。特别是入耳式的耳机，长久下来，会对

耳朵造成损伤。

随着夏季的到来，耳病开始高发，耳鼻

喉科的就诊量节节攀升。夏季天气湿热，洗

澡和游泳的次数增多，耳道相对潮湿，容易

滋生真菌，诱发中耳炎。陈志凌主任建议，

游泳或洗澡后，可以将耳垂向后拉，侧着头

原地蹦几下，让残留的水顺着耳道流出。

现在患中耳炎的孩子也挺多，如何做到

早期发现？陈志凌主任说，得了中耳炎，一般

会有耳朵痛、耳朵里有异响的症状，甚至会有

黄水从耳道里流出，这时就要及时入院诊治。

5岁男孩耳屎竟有拇指般大
花5000元做了全麻手术
夏季耳病高发 每半年就应入院清理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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