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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停搏超30分钟、
癫痫持续发作、多脏器功
能损伤、昏迷近 1 个月
……近日，在无锡市人民
医院的医联体单位病房
内，一位闯过重重难关的

“植物人”患者苏醒，同时
认知能力、四肢肌力恢复
正常。“可以说是生命的
奇迹。”无锡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ICU
副主任梁锋鸣感慨。

5月下旬，61岁的冯
先生（化名）在中午吃饭
时突然昏迷，工友发现后
第一时间将他送至外院
就诊，进行心肺复苏长达
30 分钟后，冯先生终于
恢复自主心跳，但仍旧昏
迷、心脏搏动微弱，情况
十分危急。

为了得到更好的救
治，冯先生被转诊至无锡
市人民医院。梁锋鸣回

忆，接诊时，患者处于低血
压、休克、脑缺氧状态，有
不断抽搐症状，经专家会
诊评估为急性心肌梗死。
专家一致认为，“第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开通
患者心梗的血管。”

在患者家属的信任
支持下，该院心血管内科
副主任医师鲍小京立即
组织手术。手术台上，心
内科介入团队快速完成
冠脉造影，确认冯先生右
侧冠状动脉完全堵塞，为
急性心肌梗死。近半小
时后，血管终于被打通，
冯先生的生命体征相对
稳定，转入重症监护病房
（ICU）。

由于呼吸、心跳停止
时间较长，冯先生心脏收
缩功能严重受损，在后续
治疗中又出现了心源性
休克、血流感染、肺部感

染、多脏器功能衰竭，病
情危重。梁锋鸣表示，

“长时间的缺血缺氧，会
引发严重脑损伤、行动障
碍等，患者很大可能成为
类似‘植物人’的状态。”

“任何一个病人都不
能轻易放弃。”为了这一
共识，医生和家属仍在努
力。通过 ICU 团队持续
的抗感染、多脏器功能维
护等对症支持治疗，多学
科会诊调整治疗方案，患
者的生命体征已经平稳。

为了促进脑复苏，6
月下旬，ICU团队决定将
冯先生转入医院医联体
单位，希望康复治疗和家
属陪伴能唤醒冯先生。

“转出 ICU一周后，传来
患者苏醒的消息，没有出
现后遗症，我们都替他感
到开心。”梁锋鸣告诉记
者，目前患者基本恢复了
正常生活。

夏季同样是心脏疾
病的高发期。医生提醒，
如果自身或家人出现胸
闷、胸痛、心律失常症状，
需拨打120急救电话，及
早就医。发现周边有患
者心脏骤停，在拨打急救
电话后对患者进行心肺
复苏，直到医护人员到达
现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
提高患者抢救成功率。

（高佳美）

据悉，自2017年起，魏
江磊就在易可中医院倾力
打造了3000平方米的帕金
森专区，将“一般小医院做
不了，而大医院没有精力和
团队去做”的成果落地。

此举，不仅吸引了刘
振国教授的关注，也吸引

了原省级重点专科——中
医脑病特色专科主任吴建
军的加盟，形成了一支包
含中西医、病房医生、康复
师、文体治疗师等 20 多名
成员的专科团队，专门为
帕金森患者服务。

（江南）

7月6日是二十四节
气中的小暑。小暑之后不
久进入伏天。三伏天是一
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
闷热的时段，所谓“热在三
伏”，民间也有“小暑大暑、
上蒸下煮”之说。伏天如
何调节饮食作息、科学养
生？日前，国家卫生健康
委邀请专家介绍“时令节
气与健康”有关情况。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鲁艺说，夏天容易有精神
疲惫、口渴多汗、胸闷气短
等症状，这与暑邪的特点
有关。暑邪第一个特点是
热邪，容易耗气伤津，造成
疲惫等症状。第二个特点
是湿邪，容易困脾，造成脾
胃运化方面的问题。同
时，容易困表，造成头疼、
头重、身体酸重等症状。
所以，在饮食上，主要针对
热邪和湿邪两个特点来养
生。对于暑热之邪，可以
增加一些性味偏寒凉的食
物，如绿豆、丝瓜、黄瓜、冬
瓜等，性味甘淡，清热化
湿。针对湿邪的特点，可
以选择一些健脾燥湿或者
健脾化湿的食物，如莲子、
山药、薏仁、陈皮等。针对
湿邪困表，可以选择苏叶、

藿香、砂仁等食物，燥湿解
表，醒脾开胃。

小暑期间如何预防中
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研究员潘力军说，气温
升高，湿度变大，在户外容
易中暑，在室内容易患空
调病。中暑的症状主要有
头晕、眼花、头痛、恶心、胸
闷、烦躁等。容易中暑的
高风险人群有儿童、孕妇、
老年人、慢性基础性疾病
的患者、户外工作人员，特
别是高温环境下人员。因
此，尽量选择清晨或傍晚
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外
出。白天外出时，采取防
晒、降温措施，比如戴遮阳
帽、喷雾降温等。如果运动
量较大时，少量多次喝淡盐
水或运动饮料，补充体内流
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
晕、乏力、口渴等中暑症状，
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补水
降温。如症状无缓解或加
重，应立即就医。

空调病是指人们在封
闭的空调环境下，因空气
不流通、温度较低，出现鼻
塞、头昏、打喷嚏、乏力、记
忆力减退等症状，多见于
老人、儿童及妇女。预防
这类疾病，一是做好空调

清洁；二是设定好空调的
温度，不宜低于 26 摄氏
度，而且每隔 2小时到 3
小时，开窗通风20分钟到
30分钟；三是从户外刚回
到空调房间的时候，要防
止室内外温差过大，因为
温度骤变易引起空调病的
症状。

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
师王荃说，夏天日光暴露
的机会明显增多，适当防
晒非常重要。如果在室内
没有紫外光源的情况下，
是无需防晒的。但是，如
果在室内可能被紫外线照
射，比如靠窗、室内有紫外
灯光源或者强荧光灯，在
阴天或者树荫下的室外活
动，可以选择防晒。此时，
防晒用品的防晒系数不需
要过高。直接在阳光下活
动，或者会被高强度的紫
外线照射，如在雪山、海滩
或者高原活动，需要使用
防晒系数比较高的产品。
当然，防晒产品的防晒指
数适宜即可，如果过高会
增加皮肤的负担。另外，
即使涂抹了防晒产品，也
不宜在强烈的阳光下过长
时间活动。

（人民网）

随着“三伏天”的到来，近日，锡山区厚桥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再次推出了冬病夏治疗法。锡山区厚
桥街道不少居民群众选择在夏天采用艾灸、针灸、推拿按
摩、拔火罐等中医药传统疗法治疗“冬病”，提高机体的抵
抗力，从而达到未病先防的目的。图为锡山区厚桥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医生在给居民进行针灸。（崔寿伟）

心梗患者昏迷30天后奇迹苏醒

专家介绍伏天
如何调节饮食作息、科学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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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天，头晕、乏力、易摔
加药不见效，无奈坐轮椅

帕金森住院10天
他“稳稳”走出医院

江阴71岁的何老伯患帕金森病8年，近两年抖僵加重、行
动迟缓，常摔跤，无奈坐上了轮椅。今年3月，在3个上海名医
开的易可中医院“魏氏脑病中心”住院10天后，不仅抖僵得到控
制，而且身体有力、走路稳当，又能自己买菜、操持家务了。

一开始，何老伯仅右手
抖，吃药还能控制，但随着病
情加重，他右腿、左手、左腿
都开始抖动，而且身体僵硬，
药越吃越多，效果越来越差，
不仅穿衣、系扣、转身要人帮
忙，而且迈步困难，经常摔
跤，尤其是夏季天热，经常感

到头晕、乏力，家人一眼看不
见，他就可能摔倒在地上，无
奈只能坐上了轮椅。

今年3月，经病友推荐，
他找到了“魏氏脑病中心”吴
建军主任。经住院测评发
现，何老伯还有严重的便秘
和失眠，人很焦虑。

“抖”了8年，病情疾速发展

住院10天，他能自己走了

结合测评结果，“魏氏脑
病”创始人、上海曙光医院神
经内科原主任魏江磊教授，为
其制订了帕金森“住院一站
式”治疗方案。10天后，何老
伯自己走出了医院。目前，他
不仅大便通畅、睡得香，而且
能自己买菜、做家务。

对此，吴建军介绍，帕

金森“住院一站式”治疗方
案，是在上海西医大咖刘振
国教授“中国帕金森病诊疗
指南”基础上，结合魏教授的

“脏腑辨证”理论，形成“内外
治、导引、食疗、艺动治疗”的
4张“处方”。方案从衣食住
行全面改善患者的症状，取
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帕金森专科医院，吸引众多大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