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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饮食不注意

胰腺炎复发

“感谢市人民医院，让我再一次闯
过了鬼门关。”患者杨老先生紧紧握住
重症医学科李绪刚主任的手，感谢医
院高超的医疗技术和细致周到的护理
服务，在全体医护人员40多天的精心
治疗后康复出院。

原来，年过九旬的杨老先生之前曾
因胰腺炎在医院治疗过一段时间，但刚
回去没多久，在春节前夕因饮食不注意
再次复发，并且病情越来越严重。

据了解，胰腺炎是胰腺因胰蛋白
酶的自身消化作用而引起的疾病。临
床上出现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发热
等症状，化验血和尿中淀粉酶含量升
高。“杨老先生来医院的时候血淀粉酶
到了 2 9 0 0U /L以上，而正常人的在
100U/L以下，肝功能也明显受损。”日
照市医院一名医生介绍说。

成立医疗小组

专家联合会诊

“老人腹痛伴发烧、呕吐等胰腺炎
典型症状，本来刚康复不长时间，复发
导致病情更严重，属于重症胰腺炎，随
时有生命危险。”李绪刚主任说，“杨老
先生九年前因冠心病安装了心脏起搏
器，现在使用年限已到，电压不稳定，
随时可能因没电而出现心跳骤停、危
及生命，给救治带来一定难度，加上老
人年过九旬且重症胰腺炎复发，几个
问题叠加在一起，给治疗带来很大挑
战性。”

老人于2014年1月31日夜间来院急
诊时即被紧急护送到重症医学科住
院，医院迅速成立了医务科牵头、重症
医学科为主的医疗小组，召集心内科、
消化内科、内分泌科、介入科等专家参
与会诊。

专家们首先对胰腺炎制定诊疗方
案，经过二十多天的精心治疗和护理，
老人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在严密
重症监护下，李绪刚主任协同上级医
院教授对杨老先生的心脏起搏器进行
更换。

李主任告诉我们：“更换后的最新
型高电量双腔心脏起搏器(DDDR)的
电池至少可以用十五年，老爷子可以
放心了 。”

重症医学科

专门对付重大病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理人员不
仅要配合医生密切观察老人的生命体
征、病情变化及用药后的身体反应情
况，还悉心为老人擦身、康复锻炼、心
理护理，经过医务人员四十多天的精
心治疗和护理，老人术后恢复良好，身
体基本康复。

李绪刚主任介绍，为加强对重症患
者的救治能力，市人民医院于2007年10

月成立重症医学科，为危及生命的急性
重症病人提供技术和高质量的医疗服
务，对危急重症的病人进行生理机能的
监测、生命支持、防治并发症，促进和加
快病人康复过程，是患者复苏后的一种
更高层次的医疗服务，是社会现代化和
医学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自成立至今，率先开展难度较大的
各类危重疾病的超常规治疗，尤其在心
肺脑复苏及高级生命支持，严重创伤、休
克、多脏器功能衰竭等方面成绩显著。

九旬老人重症胰腺炎

心脏起搏器电池超期

3300多多年年，，一一天天不不吃吃盐盐就就有有些些馋馋
日照一女士吃盐上瘾，医生建议做相关检查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日照市民杨先生年过九旬，
前一段时间重症胰腺炎复发，恶
心伴有剧烈的腹痛。而且杨先生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之前安装的
心脏起搏器电池已经超期随时可
能有没电的危险，给救治带来极
大困难。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彭彦伟 ) 烟瘾酒瘾这些都
司空见惯，但日照有位徐女
士却吃食盐上瘾。“兜里装着
盐，没事就吃两口，不吃就
馋 ，这 么 多 年 了 一 直 戒 不
了。”徐女士说。

2 4日上午1 0点，记者在
日照一小区见到了徐女士，
徐女士今年52岁，老家是莒
县的。说起自己吃盐，徐女士
还有些不好意思。

“这么多年了只有家里
人知道，外人都不知道。”徐
女士说，吃盐的习惯在他15

岁左右就有了。
徐女士回忆，以前她上

学的路上会经常遇到拉盐的
农用车，她和同学们会习惯性

的抓一把用纸包好后放在兜
里，没事就吃一点，久而久之
徐女士发现对盐越来越有瘾。

“后来时间长了看着就
想吃，不吃就馋，感觉挺香
的。”徐女士笑着说。这么多
年来，徐女士养成了一个习
惯，出门前都要用纸包一点
盐放在兜里，没事时候上瘾
时候就拿出来吃一点。

由于平时做饭用的食盐
太细不好装，徐女士就专门
买腌制用的粗盐。在徐女士
家里记者见到了她平时吃的
粗盐，50克的盐徐女士一般
四十天左右就可以吃完。

家人也劝徐女士不要吃
那么多盐，但食盐成瘾的她
根本管不住自己，“我也知道

吃多了不好，但就是管不住
自己。”徐女士说，对于盐的
咸度，徐女士坦言已经习惯，
每天喝水量也不少。

虽然吃盐这么多年，但
徐女士从来没去医院检查
过，不过，徐女士身体也有病
痛，“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胃
就发堵，厉害的时候根本睡
不着觉，而且我皮肤发黄比
较厉害，可能与吃盐这么多
有关。”徐女士说，她多次测
量血压，“一直正常。”

随后记者咨询了日照市
人民医院心内科一病区主任
邹建峰，他建议徐女士，首先
要查一下是不是有异食癖等
心理问题，做一下心理咨询。

其次要查一下身体方面

有没有疾病，“检查一下脑部
有没有垂体瘤等身体方面的
疾病。”邹建峰说，食盐过多
会引起高血压、动脉硬化、胃
部肿瘤以及胃炎等疾病，同
时还会导致钙的流失等。“现
在都讲究低盐饮食，一般每
天食盐量在3到5克即可。”邹
建峰说。

东港区人民医院急诊科
主任窦建新建议，要看一下
平时喝水以及小便多不多，
可以查一下尿毒症等病症。

“头会不会经常疼？血液里是
否在正常值以内？这些都需
要检查。”窦建新说，即使这
只是一种习惯也要注意，“食
盐太多肯定会对身体损害比
较大。”

这么多年来，徐女士养成了一个习惯，出门前都要用纸包一点盐放在兜里，没事时候上瘾时候就
拿出来吃一点。徐女士回忆，以前她上学的路上会经常遇到拉盐的农用车，她和同学们会习惯性的抓
一把用纸包好后放在兜里，没事就吃一点，久而久之徐女士发现对盐越来越有瘾。

投1500万搭建

高端实践平台

随着公众对医学服务要
求的提高，如何培养与时俱
进、高素质的医护人员显得尤
为迫切和重要。尤其临床医
生，更不容有半点失误，这对
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无
疑面临更大压力。而且不仅刚
毕业的大学生，就是常年在一
线工作的老医生也要随时充
电学习。

日照市人民医院投资
1500万元建成的培育中心，是
集教学、培训、考核、科研及社
会服务多位一体的医学教育
培训基地。该培训中心有模拟
高标准手术室、模拟诊室、模
拟病房以及内外科训练室等，
依托医学生理及计算机技术，
利用高端模拟人模拟病人和
模拟临床场景，代替真实病人
进行临床教学和实践。

“只有好的老师才能带出
好的学生，如果老师质量不好
学生的质量就更难说了。”临
床培训中心杨主任说，他们选
择担任教学的医生和护士都
是从各个科室选拔出来的顶
尖医护人员。

高仿真模拟人

帮助提升临床经验

培训中心的高仿真模拟
人是从瑞典进口的，能模拟正
常人的呼吸、心跳、血压等各
项生命体征。通过电脑操控，
可模拟出急性心肌梗塞、呼吸
衰竭、急救创伤等各类疾病。
医生通过对模拟病人的诊断、
治疗，可以获得以前只能在临
床一线病人身上才能获得的
经验。

在高级护理组合模拟人
身上，护士可进行导尿、洗
胃、灌肠、翻身、搬运、洗头等
训练；还可以对婴幼儿模具
进行小儿头皮静脉穿刺、手
部静脉穿刺、肌肉注射、气管
异物排出等实践；妇产分娩
模拟实验，则能模拟整个分
娩过程。

临床技能训练项目细化
明确，以手术为例，术前的铺
单、消毒，换鞋、换手术衣等环
节，术中各项操作流程，术后
措施等等诸方面都有严格的
操作、考核标准。临床医生可
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反复练
习，逐步形成熟练、正规的操
作手法和步骤。

负责全市医生培训

获卫生工作创新奖

市人民医院临床技能培
训中心不仅承担着市人民医
院的医护人员的培训任务，还
担负着整个日照市全科医生
的培训，作为全市唯一的全科
医生培训基地，该培训中心为
日照医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
积极贡献。

“如何医治病人，让病人
早日康复是每一个医护人员
的心愿，所以不管培训哪个医
院的医生，我们都会尽最大努
力，提供最好的培训条件。”杨
主任说。

自成立来，培训中心获得
了长足发展，培训中心的环
境、布局以及先进的模拟设
备、规范创新的培训理念，在
医院初评审和现场评审中得
到了省评审专家的高度肯定
和赞扬，为医院建设和评审工
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3年，该培训中心培训
人次共计2 . 9万余人次，并获得
了全市卫生工作创新奖。“2014

年，医院将充分利用临床技能
培训中心开展全员大培训，通
过一系列规范化培训，全面提
升各类人员专业技能和素质，
不断提升医院整体服务能力
和水平，更好的为百姓健康保
驾护航！”杨淑光院长说。

投投11550000万万助助医医生生获获临临床床经经验验
日照市人民医院临床培训中心已累计培训2 . 9万余人次

3月26日，市人民医院举
行护士授帽仪式，20名新上
岗的护士面带微笑接受护
理前辈为自己带上圣洁的
燕尾帽，并庄严宣誓要追寻
南丁格尔的足迹，用爱心、
智慧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而
努力。这标志着她们将正式
跨入救死扶伤、关爱健康的
护理行业，履行一名白衣天
使的神圣职责。
本报记者 彭彦伟
通讯员 闻静 摄影报道

护护士士授授帽帽

本报记者 彭彦伟 通讯员 韩崇伟 闻静

为提高医生的临床经验，日照市人民医院投资1500万成立了临床培训中心。该中心有先进的高仿真模拟
人，在模拟人身上医生可进行各种临床实践。

一名医生正在进行临床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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