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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咳痰、胸闷一周

胸腔引流出
近3000毫升“牛奶”

咳痰、胸闷，或许没你想象得那么简
单，可能是胸腔积液在作祟！不久前，
78岁的赵老伯就因为咳嗽、胸闷被诊断
为乳糜样胸腔积液，最终在南通市第六
人民院接受了胸腔闭式引流术，引流出
近3000毫升“牛奶”状液体。

赵老伯半个多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
阵发性咳嗽，不剧烈，而且活动后伴有胸
闷气促。咳痰、胸闷一周后，老人至医院
就诊，肺部CT显示两肺渗出，两侧胸腔
积液，伴两肺下叶膨胀不全。老人曾输
液治疗3天，症状未得到明显改善，为寻
求进一步诊治，他来到市六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就诊。史广林主任接诊后，
诊断为“胸腔积液”，并将老人收治入
院。入院当天下午，在B超的定位指引
下，史广林在患者两侧胸腔均回抽到乳
白色的胸水，随后将抽出的液体送检。

“老人胸水的甘油三酯数十倍增高，
结果高度提示乳糜胸。”史广林介绍，乳
糜液富含脂肪、蛋白质等，因含脂肪使得
液体呈“牛乳”状。患者发生乳糜胸后，
随着进食的增加，尤其是进食脂肪含量
高的食物，会导致液体越来越白。乳糜
胸在临床上相对少见，一旦发生大量外
漏，可能会使得内环境紊乱、器官组织受
压迫，出现胸闷气促等症状。如果得不
到及时诊治，患者可能会因免疫功能降
低、全身消耗衰竭而死亡。

经过一周的胸腔闭式引流、饮食控
制、抗感染等综合治疗，老人引流出的液
体逐渐减少，且日渐清澈。老人胸闷气
促症状明显缓解，目前已康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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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感谢这边的医生和护士，
宝宝交到你们手里，我们放心！”29
日上午，在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新
生儿科，宝妈马女士感激地向医护
道谢。原来，马女士的女儿是孕
35周、体重仅2.2kg的早产儿，一
个月前因“早产低出生体重，呕吐
待查”入院，经过市一院医护的悉
心守护，宝宝成功脱离危险，29日
康复出院。

一个多月前，宝宝出生后36
小时频繁出现呕吐症状，起初吐出
白色奶液，后期愈发严重，吐出了
少量黄绿色黏液，经过超声检查提
示幽门部梗阻。新生儿科立刻联
系小儿外科主任医师殷易钰会诊，
在完善了消化道造影检查后，考虑
患儿呕吐原因为先天性肥厚性幽
门狭窄。

“这种疾病一般见于足月儿，
男性患儿偏多，而这例患儿是个早
产的女宝宝，而且呕吐症状也不如
足月儿典型，因此给诊断造成较大
的干扰。这种疾病若不及时手术
治疗，可能导致患儿出现胃食管反
流、肺部感染，后续还会导致严重
的营养不良、贫血等不良后果。”殷
易钰介绍，完善术前检查后，发现
宝宝还患有先天性卵圆孔未闭、贫

血、肺炎等不利因素，“对于一个孕
35周、体重2.2kg的早产儿来说，
本应该还在母亲温暖的子宫内，但
由于早产，许多器官尚未完全发育
成熟，依靠自己的力量呼吸和吃奶
已很不易，现在还需要面临手术，
这对于宝宝和医生来说无疑都是
巨大的挑战。”

是否能顺利通过麻醉，术后的
呼吸、循环的管理、营养支持和护
理又需要何等细心……每一步都
牵动着患儿父母和医护人员的
心。面对挑战，市一院的产科、儿
内科、儿外科、麻醉科、手术室等科
室无缝对接，联合为患儿制定了个
体化、精细化、特殊化的诊疗方
案。3月 10日，殷易钰带领团队
在全麻下行“幽门环肌切开术”，
手术期间，麻醉科主任宋杰为这

例特殊病例的麻醉提供了强有力
保障，创造了市一院麻醉最小体
重和年龄的奇迹；术后，医护人员
用暖箱将宝宝转运至新生儿重症
监护室，儿科副主任宋磊及其团
队给予精心的术后治疗；经过医
护们的悉心照料，小宝宝的状况
一天天好起来，最终于3月29日
康复出院。

据了解，南通市第一人民医
院儿科建科已50多年，是江苏省
临床重点专科，小儿外科是南通
市临床重点专科，多年来不断加
快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医疗
技术和服务水平。此例患儿的成
功救治，彰显了南通市第一人民
医院在早产儿先天性消化道疾病
诊治方面的进步，今后，广大家长
朋友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的诊
疗服务。

“新生儿吐奶虽是正常现象，
但若持续时间长、反应激烈，家长
们仍需引起重视。”殷易钰提醒，
一旦发现新生儿频繁呕吐或反复
腹胀等异常情况，则要考虑可能
是消化系统出现问题，应第一时
间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以免错
过最佳治疗时间。

本报见习记者王怡

“为你们精湛的医术点赞!为
你们高尚的医德点赞！”24日，患
者李奶奶的家属满怀喜悦地将感
谢信送到南通第四人民医院骨科
主任朱小建博士、刘二涛医生手
中，感谢全体医护人员对他母亲的
精心治疗。

10日中午，92岁的李奶奶在
扔垃圾时不慎摔倒，当时右髋部着
地后受伤，伤后即感觉右髋部剧烈
疼痛，不能站立行走，家属拨打
120将其送到南通四院就诊。右
髋X线检查提示右侧股骨粗隆间
骨折，需要住院治疗。

股骨粗隆间骨折，是常见于老
年人的一种骨折，主要由于老年人
骨质疏松受外力所致，是对老年人
健康威胁最大的创伤性疾病之一，
常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李奶奶年龄大，又患有高血压等疾
病，如果手术，无疑考验着医院的
综合救治能力；如果保守治疗，长
期卧床可能会带来肺部感染、下肢
静脉血栓、褥疮等并发症，而其中
任何一种情况的发生，都会给老人
带来致命的危险。

“手术是最优选的治疗方案。

老人年纪大，风险我们都知道，你
们尽力做，我们相信医生。”看到家
属饱含期盼和信任的目光，朱小建
博士、刘二涛医生等在完善相关术
前检查后，联合ICU、麻醉科等多
学科会诊，经过充分讨论，制订了
详细的手术及术后治疗方案。16
日，朱小建博士带领骨科医疗团队
为患者顺利实施了“右股骨粗隆间
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整个手
术过程仅用了1小时45分钟，术后
患者安返病房。

住院期间，医护人员严密观察
精心护理，翻身、按摩，协助饮水、

进食等，鼓励患者扩胸、深呼吸以
增进肺功能，为患者清洁皮肤，预
防坠积性肺炎、便秘及褥疮等病的
发生，并耐心给患者和家属讲解、
示范术后功能锻炼的方法。经过
半个月的精心护理，25日，李奶奶
康复出院。

“住院期间，我们深切感受到
四院医生护士对病人的认真、负责
和关爱，还有医院的环境、卫生、规
范有序的管理都给我们留下深刻
的印象……”在感谢信中，李奶奶
的家属这样深情地写道。

“患者和家属的肯定和信任就
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朱小建博士
介绍，股骨骨折的病例数量逐年增
长，患者多为直接外力如跌倒所
致。他提醒，老年人平时走路要保
持步态平稳，尽量慢走，避免携带
沉重物品。为防止跌倒，可根据个
人具体情况选择合适长度、顶部面
积较大的拐杖。一旦发生骨折，应
及早到医院进行检查。若身体条
件允许，尽早进行手术治疗，给耄
耋老人以新生。

本报通讯员朱小平 钱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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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幽门梗阻频繁呕吐
多学科携手制定诊疗方案成功救治患儿

92岁老人扔垃圾时摔跤致骨折
医护精心治疗，为她成功实施“救命手术”

医生为患儿做手术。

医生查看患者恢复情况。

9月龄宝宝
近视高达700度
原来眼底有个“定时炸弹”

几天前，南通市妇幼保健院眼保健
门诊来了一名9月龄的宝宝，医生给其视
力筛查时发现双眼近视，左眼高达700
度，家人大吃一惊。经过检查，最终确诊
宝宝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眼病——家族性
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幸好发现及
时，一旦病情进展，患儿将有失明危险。

接诊医生介绍，宝宝爸妈都戴着眼
镜，但他们近视也才两三百度。宝宝这
么小，正常应该是远视状态。医生在给
宝宝做了眼底、散瞳检查后，发现其双眼
底有异常。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
病变是一种遗传性视网膜血管发育异常
性疾病，包括常染色体显性、隐性及X
染色体连锁隐性遗传。临床表现多样
化，婴幼儿期可有单眼或双眼近视甚至
高度近视，病变晚期可有视网膜脱离甚
至失明，就像眼底藏着一个“定时炸弹”，
需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医生提醒：一旦发现婴幼儿高度近
视，请家长务必重视眼底病的筛查。婴
幼儿高度近视可能伴发眼底疾病，如家
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牵牛花
综合征、视网膜有髓神经纤维等，需早诊
早治，否则病情耽误可能会引起视网膜
全脱离而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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