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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技前沿

近日，一名60多岁的老人因眼
中风只得在市人民医院眼科及时接
受微创玻璃体切割术。该科副主任
医师孙超介绍，一旦出现眼中风要
及时治疗，就有可能避免手术。

孙超介绍，这名患者数月前出
现左眼单眼视物模糊，以为是老年
人自然的视力衰退，没有及时治
疗。随着病情的逐渐加重，他感觉
再不治疗就会失明，于是到医院眼
科就诊。原来，他患的是视网膜静
脉阻塞，俗称眼中风，医生估计使
用促进玻璃体积血吸收的药物保
守治疗已很难控制病情，于是为其
实施了微创玻璃体切割术，从而保
住了眼球，视力也有明显上升。孙
超表示，很多人只听说过脑中风，
而发生在眼底视网膜血管的栓塞
或出血就是眼中风，轻者为视网膜
分支动脉和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
表现为突发性、无痛性单眼视物模
糊，视物变暗，眼前黑影，引起视网
膜广泛出血、水肿和渗出等病变；
重者为视网膜中央血管阻塞，引起
玻璃体积血甚至视网膜脱离、新生
血管性青光眼等，导致单眼视力急
剧下降或丧失。

“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动
脉硬化等患者一旦确诊，每年要检
查眼底，尤其是糖尿病病史超过10
年的患者，每半年就要检查眼底。”
孙超提醒，尽早发现眼底微血管相
关改变，改善眼底血管功能，才有可
能预防眼中风的发生。 （卫文）

微创玻璃体切割术
治疗眼中风

42岁的乔女士患偏头痛已有
20多年，近日通过中草药治疗获得
明显好转。市中医医院脑病科主
任中医师李乐军介绍，越来越多的
病例表明，中草药治疗偏头痛有
优势。

乔女士近20年来经常会出现
右侧前额部疼痛，以胀痛为多见，没
有得到规律治疗，有时西医治疗收
效甚微。半月前，她头痛再发，以前
额、右眉棱骨处为主，胀痛剧烈时可
伴见恶心呕吐，导致睡眠变差，情绪
也不好了。中医诊断为头痛——肝
阳上亢证，即西医所称的偏头痛。
通过给予患者平肝潜阳、熄风止痛
的中药，偏头痛和各种症状消失。

李乐军介绍，偏头痛是一种反
复、突然发作的单侧，以剧烈、搏动
性头痛为特征的一种临床常见病
症。发病时头痛持续 4-72小时，
伴有恶心、呕吐、畏光、畏声或畏嗅
等。受偏头痛影响的患者主要为
25-55岁的成年人，不同程度地影
响生活质量。现代医学对偏头痛
病因及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了，
其药物虽有一定疗效，但同时都有
不同程度的副作用，不宜长期服
用。中草药对偏头痛的治疗及预
防是通过多环节、多靶点起作用
的。根据偏头痛中医学理论，结合
我们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及现代
中医药研究成果，提出从肝风瘀血
论治偏头痛的理论，取得了良好的
临床疗效。 （晨曦）

平肝潜阳中药
治偏头痛有优势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护士在抗疫一线
默默守护着人们的生命健康。据无锡市卫
健委医政处工作人员介绍，数据显示，我市
注册护士总数为28862名，每千人口拥有
护士数为4.03人，提前实现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提出的“2020年每千人口注册护士
数超过3.14人”的目标。但记者了解到，与
发达国家每千人口8名以上护士相比，还有
差距。

人口老龄化、慢病患者增多
护士总量仍显不足

近年来，我市护理队伍不断壮大。十年
前，我市每千人护士数只有1.79人，五年前
提高到2.98人，如今更是增长到4.03人，但
与发达国家相比，比率还是比较低的。

据江南大学附属医院（三院院区）华护
士长介绍，全院有护士近750名，床位1200
张，床护比为0.6：1。根据《全国护理事业发
展规划（2016年～2020年）》，到2020年，我
国三级综合医院的全院护士与实际开放床
位比应提升为 0.8∶1，现在还没有达到要

求。据她所知，这一情况在其他医院普遍存
在。

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逐步进入老年
化，加上中国普遍是“4-2-1”家庭模式，机
构养老的比例越来越高，未来许多养老院也
离不开护理人员。同时，如今医院里慢病患
者增加，健康理念慢慢深入人心，医疗正处
于从“重治疗”到“重护理”的转型阶段。长
护险、网约护士等新事物的出现，对护士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导致今后一段时间内，
护理人员将持续处于紧缺状态。

工作强度大、考核要求高
护士们“压力山大”

与社会对护士的高需求、高要求不相
匹配的是，护士队伍的发展现状并不乐
观。一位三甲医院的急诊科护士长介绍，

“三班倒”是护士职业的特征。急诊科时常
会遇到一些食物中毒及车祸等突发事故救
治任务，护士工作时高度紧张，压力很大。
值班的护士忙不过来时，休息在家的护士
也要随时顶上，很难照顾家人。一家医院

重症病区的护士告诉记者，重症病区没有
家属陪护，所以护士们要包揽患者所有的
护理工作，包括饮食、大小便、气道管理等，
还要随时监控各种监护设备的情况，完成
各种专业操作。

不断更新的学习任务，也让护士面临考
验。无锡市护理学会工作人员介绍，为保证
上岗护士的专业能力，对新进护士的考核及
培训也是相当严格的。护士上岗的第一年，
基本每个月都有考试，对于每天处于高强度
工作状态的护士来说，相当吃力。在忙碌的
工作、学习之余，护士们还得挤出时间写论
文、搞科研、接受各种评比和考核……一系
列的职称晋升门槛，让许多护士感到“压力
山大”。

理解和尊重
是最好的职业支持

让护士们“心累”的还来自有些人的不
理解、不尊重。一些人认为护士就是打针发
药的“服务人员”，工作内容就是“伺候”病
人。其实，护士为患者提供专业的护理，直

接关系患者的救治效果。目前我市具有大
专以上学历的护士已超过70%，高学历、专
科化的护士比例逐年增加，在新冠肺炎疫情
中，护士的作用得到了社会的肯定。

与其他医务人员相比，护士更直接、频
繁地与病人接触，护理中任何一点问题都可
能被放大，从而激发矛盾。一家医院的“美
小护”小娜介绍，有些患者认为自己出钱看
病，就应该得到一对一的服务，但事实上，护
士一个人要照顾很多患者，每位护士在床边
专门照顾一个病人，并不现实。她所在的医
院靠近酒吧一条街，经常会碰到醉酒导致情
绪失控的病人或家属对护士出口辱骂，有时
甚至会无故挨打。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理在医疗服务中
不可或缺。采访中不少护士反映，如果医院
能改善护士的从业环境和后勤保障，尤其是
在福利薪资待遇上给予一定的倾斜和照顾，
护士工作起来会更舒心。据了解，三甲大医
院编制总量有限，医院与医院之间的薪酬水
平也有差异，造成护士有一定的流失率。

（张纪红）

我市每千人拥有4名护士
随着人口老龄化，医疗服务从“重治疗”向“重护理”转型，护理人员今后仍将紧缺

医路观察

健康
头条 □本报记者 张纪红

在疫情防控中，核酸检测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了解，无锡市目前有10家医疗机构向社会
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如江南大学附属医院、中医医院、五院、二院等。昨天，市疾控中
心负责人介绍，全市累计开展新冠病毒核酸采样检测36.58万人份。核酸检测应在什么样的环
境下进行呢？又是如何防止病毒外泄？检测结果如何得出？如何确保检测结果准确？带着这
些疑问，日前记者走进无锡二院PCR实验室（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一探究竟。

全市累计开展新冠病毒核酸采样检测36.58万人份

记者探访揭秘PCR实验室

二院检验科主任黄学文介绍，核酸检
测整个操作过程需要在严格的实验环境
中，才能保证数据结果的准确性。因此，
必须是具备生物安全二级及以上实验室
资质、具有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条件的，
才可以进行。二院的PCR实验室4月初
启动至今，已完成4000多份核酸样本检
测。

他介绍，PCR实验室利用分子生物学
技术，通过放大核酸片段，利用基因追踪
系统，掌握人体内部的病毒含量。建立一
个PCR实验室的条件较为严格，其设计的
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污染，这对平面布

局、空调通风、系统设计、气流控制等都有
很高的要求。

一个标准的PCR实验室分为四个区
域，分别为：试剂准备区、样本处理区、产
物扩增区、产物分析区。进入各区域，必
须严格按照单一方向，也就是说，只能从
这个口进，那个口出，不能走回头路，以防
内部污染。每个独立实验区都设置有缓
冲区，整个区域有一个整体缓冲走廊。同
时，实验室最好保持负压状态，确保区域
内污染物不向外扩散。检测人员必须经
过生物安全培训，有分子生物学基础，并
且持有PCR上岗证，上岗时要三级防护。

PCR实验室要求严格，人员三级防护

核酸检测从取样到出结果，要经过多少
道工序呢？黄学文介绍，首先是通过鼻咽拭
子获得采样标本，别小看这一步，能否采集
成功是检测的基础。然后将拭子浸入含细
胞保存液的保存管中，立即旋紧管盖，将保
存管放入密封袋中，再用符合生物安全条件
的专用运输箱及时送检。转运箱共有3层
密封，每转运一次就要消毒。转运过程中需
要维持4-8℃严格的运输环境。

下一步是进入实验室检测，检测前，需
要把样本放在56℃的水箱中进行30分钟
的灭活。病毒灭活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作用
是使细胞不再有生理活性，病原微生物失去
感染、致病和繁殖能力，保证操作人员的安

全，防止活的病原微生物泄漏污染环境。灭
活的同时还要保证不影响样本基因组的完
整、不影响检测结果。

在半小时的灭活后，要对核酸样本进行
提取。吸取一定量的标本，用专业仪器完成
病毒核酸的提取，然后进行制备。制备就是
用荧光定量PCR扩增仪将病毒的核酸片段
进行几百万倍的复制，使其可被仪器检测，
并判断病毒是否存在。整个检测过程需要
4个小时左右。

在整个过程中，为了保证无活病毒泄
漏，除了用专用运输箱运输和灭活处理以
外，样本处理也需在生物安全柜中进行，从
而保证实验室周围环境的安全。

转运灭活提取制备，样本要经过层层关口

随着发热病人、住院病人和陪护家属等
都要求核酸检测，二院又增加了一台检测的
仪器，现在每天可以完成360－400份的检
测。整个操作中，他们直面新冠病毒，因此
上岗时采用三级防护，穿防护衣、护目镜、隔
离衣，并戴上N95口罩、双层手套，套上脚
套等。检测人员每天从早上十点进入实验
室，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出来，每次都要工作
十个小时以上。在此期间，检验员既不能吃
喝，也不能上厕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和生理压力。

新冠肺炎的确诊最核心的依据就是核
酸检测的结果，为保障患者就医和对社会公
众开展核酸检测需求，国家要求各地要加强
PCR实验室建设，6月底前，所有三级综合
医院全部建立检测实验室。8月底前，二级
以上医院全部建立检测实验室，做到重点人
群“应检尽检”、重点行业“适时抽检”、一般
人群“愿检尽检”。

据介绍，PCR实验室除了能检测新冠
病毒外，还能检测其他病原微生物或其他感
染性疾病，如艾滋病、乙型肝炎、禽疫病等。

连续工作10小时，检验员“全副武装”不吃不喝

近日，石塘湾卫生院在深入辖
区走访时发现，石塘湾社区周阿姨
家中不仅有1名癌症术后患者，还
有2名糖尿病患者，且已经有了不
同程度的并发症出现。其中母亲
并发高血压和轻度脑梗，儿子也由
于眼底并发症差点失明，在去年末
刚做了眼科手术。因家中经济收
入有限，给糖尿病治疗和管理带来
了一定程度的困难。

该院立即给予周阿姨和她儿子
糖尿病专项基金补助，并签订了“糖
尿病患者家庭医生特殊服务协议
书”。两位“糖友”在2020年免费享
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糖尿病并
发症筛查项目和精准化管理服务。
据悉，石塘湾卫生院从去年起推出这
项惠民举措，至今已为辖区内13名
家庭困难的糖尿病患者开展了精准
帮扶活动。 （王洁芸、杨艳）

困难“糖友”
获精准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