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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3月9日讯(记者 唐首

政 通讯员 山君来 王新亮 )

老年人患有基础性疾病的较多，疫

情防控之下更容易“中招”，心理状

态也更容易受到影响，出现过度紧

张、焦虑、压抑、敏感等症状。“有时

他们会整天惶惶不安，担心疫情会

持续，害怕自己或家人会被感染，出

现心慌、胸闷、多汗等不适，严重者

感觉很压抑、沮丧，易急躁、发脾

气。”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公共卫生

科主任李武介绍，有些老年朋友出

现咳嗽便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新冠

肺炎，频繁测量体温，过度清洁和使

用消毒用品等；部分人会出现入睡

困难或早醒等睡眠问题。

除此之外，老年群体还出现了另

外一种与之恰好相反的现象。“他们

对新冠肺炎满不在乎，存在侥幸的心

理：认为自己平时身体状况还不错，

危险离自己很远，不听从别人的劝

说，随意外出，甚至外出时不愿意戴

口罩。”李武介绍，特别是随着大部分

省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的胜

利，这种侥幸心理可能会越来越明

显。疫情防控当前，如何让老年人调

整好心态，是老年人防控新冠肺炎

的关键。

面对突发的公共灾难事件，人

们出现一些心理、生理与行为反应

是正常的，特别是老年朋友，常合并

一些躯体疾病，机体免疫功能弱，是

传染病的易感人群。所以，更容易有

心理危机感。李武说：“作为子女或

者晚辈，应给老人们多些理解、接纳

及支持。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要责怪

他们，要多给老人一些时间去适应

环境的改变。”

此外，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引导老人多关注官方新闻，避免引

起不必要的恐慌和盲目的乐观。正

视现实，对疫情采取接受的态度，积

极应对；正确看待疫情，坚定必胜的

信心。培养积极乐观、理性的心态。

科学防控也是至关重要的，要帮助

老人多了解一些新冠肺炎的科普知

识，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做

好个人防护，室内多通风，尽量不出

门，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如果发现自己存在恐惧、焦

虑等负性情绪，可以试着采取接纳

自己的情绪，转移注意力、与亲朋

好友进行沟通交流、放松训练等方

式进行排解。如果出现严重的情绪

问题，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的指

导。”李武提醒，目前温度变化较

大，老年朋友要注意保暖，防止感

冒。若出现发热等疑似症状，应冷

静对待，到定点发热门诊寻求诊断

和治疗。

多些理解、包容与爱，

为老年群体搭起健康“心理防线”

本报济宁3月9日讯(记者
孔茜 通讯员 张勇 董雅宁)

3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
济医附院第一批支援湖北队
员、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科一
病区护师张岭的感人事迹，为
她的行为点赞。

“我报名。”大年初一，在看
到支援湖北的通知后，她第一

个报了名。就在去湖北的前夜，
张岭还在科室里忙碌着，直到
当日下了夜班她才有机会回家
与家人道别，收拾行囊。面对两
个年幼的孩子和刚做完肾脏手
术的婆婆，她虽满心愧疚，但义
无反顾，她说,“守好祖国这个大
家庭，我们的小家才能更加安
稳。”

但在临出发之际，张岭的
姥姥又生病住进医院，怕老人
家担心，她一直瞒着，直到平安
抵达后家里人才告诉姥姥。“我
家乖乖很棒的，谁家的孩子谁

心疼，我担心我家乖乖，但她是
为国家做贡献去了，我不能给
她拖后腿。”得知这一消息后，
张岭的姥姥流着泪对护士长
说。

1月28日(大年初三)，在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驰援湖
北的 1 2名勇士中，张岭虽是
队伍里年龄最小的一位，刚
满 3 0岁的她，已是科室里的
骨干力量了。大年初四，张岭
抵达湖北黄冈。大别山区域
治疗中心，是黄冈市中心医
院新院区，张岭与山东省100

多 名 医 务 人 员 一 同 奋 战 于
此。

病房由医疗队24小时轮班
守护，分为4个班，每班6小时，
张岭一到，就连轴转了20多天。
喂药、送饭、翻身、心理疏导，病
区的卫生、消毒、垃圾搬运……
每天上班，张岭恨不得有“三头
六臂”。

因为防护用品有限，为了
节约，医务人员上班期间基本

是不吃不喝，有生理需求也只
能通过纸尿裤解决。“小时候没
用上纸尿裤，这也算圆了儿时
的梦了。”面对姐妹们的担心，
张岭打趣地说。为了更好地穿
脱防护服，张岭更是剪掉了自
己的一头长发。

如今，张岭已进驻黄冈一
个月。看着越来越多的患者在
这里康复出院，“这是我们最开
心的事。”她说。

本报济宁3月9日讯(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田贺) 3月2
日至3日，24小时内，微山县人
民医院胸痛中心成功救治了3
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52岁的布某因突发胸痛，
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微山县
人民医院急救站接到指令后迅
速出车接诊，后经急查心电图
诊断为急性前壁心肌梗死，情
况危急。随即医院心内科会诊
到位、谈话签字精准迅速，介入
医生、导管室(DSA)快速集结，
行心脏冠脉造影显示“左冠脉
前降支中段100%闭塞，血流0
级”，患者随时可能发生心跳骤
停及猝死的可能。

经充分术前准备，医院心
内二科刘松、朱猛联袂搭台，为
患者行经皮冠状动脉球囊扩张

血管成型术，约20分钟后，患者
血管再通，植入冠脉支架，血流
完全恢复，患者胸痛症状消失。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急救站又
接到一名胸痛患者的求助电
话，胸痛中心的所有人员立马
进入到备战状态。

一连串多科室协同合作、
多学科会诊、医护人员火速集
结……这一幕幕在3月2日至3
日的24小时内，微山县人民医
院“上演”了三次。“1小时内及
时开通梗死相关血管，挽救濒
死心肌是救治成功的关键，现
在由于疫情原因，很多患者有
急症不愿来医院，延误抢救时
间是极其危险的。”医院心内二
科主任张尊磊提醒，如身体出
现高危表现，不要犹豫，应及时
就医。

济医附院第一批支援湖北队员、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科一病区护师张岭:

“看着患者出院，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24小时多学科抢救接力
救治3名急性心梗患者9 0 后 的

张 岭 第

一 时 间

报 名 奔

赴 湖 北

抗 疫 一

线。

庚子新年，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亿万人心，面对疫情，

人们在心理上会出现一些落差和波动，有些人出现了焦

虑、烦躁等心理应激反应。与病毒较量，既考验着我们的防

控能力，同样也考验着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为进一步加

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济宁市成立了市级心理救援医

疗队，开通了新冠肺炎心理援助热线0537-3165837、0537-

12355，24小时服务。为受新冠肺炎影响的人群提供心理健

康服务 ,增强心理“免疫力”，保障人民群众心身健康。

李武
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公共卫生科主任，主任医师，济

宁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市级心理救援医疗队专家，
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济宁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
专家，济宁市自然科学学科带头人。擅长心境障碍、精神
分裂症、物质滥用与依赖以及儿童青少年期常见精神障
碍的诊断和治疗。兼职山东省心理卫生协会老年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山东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常务委员，济
宁市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为多本杂志的
审稿专家。主持、参与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10余项，发
表论文80余篇，参编全国高等学校教材《精神病学》及精
神医学规划教材《老年精神病学》、《精神药理学》等著作
10余部。先后获“山东省青年岗位能手”、“济宁市优秀青
年科技人才”、“济宁市青年科技奖”、济宁市“五一”劳动
奖章等荣誉，获科技进步奖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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