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日急诊量最高1400人次
据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急救医学中心

主任周树生介绍，12月19以来，医院急诊日均接诊量

超过1000人次，单日最高1400人次，抢救室每日抢救

40到50人次，工作量较往常翻了一倍多。接诊患者中

超过一半以上是有症状的新冠阳性感染者，且以慢性

病和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居多。

据中心护士长林文风介绍，虽然急诊医护人员都

上了二级防护，但患者激增的高强度工作状态下，目前

急诊抢救室医护人员已经全阳。

在医护人员非战斗性减员持续的情况下，中国科大

附一院也在积极采取措施持续调配资源，既缓解急诊医

护人员休息问题，也最大限度保障重症患者救治。据医

院党委委员、医务处处长郑昌成介绍，一是“打高峰”，调

集全院各学科医护力量持续向急救医学中心输送支援；

二是“降峰值”，打通“内循环”，将急诊和抢救室收治需

要进一步救治的专科病人及时收治入各病区。

警惕感染新冠后诱发高血糖
根据近一周近万人次的急诊接诊情况，周树生特

别提醒，糖尿病、心梗、脑梗等有慢性病或基础疾病的

感染者，一旦出现心慌、胸闷、憋气的情况，及时就医，

同时也要警惕酮症酸中毒的发生。在当前急诊量激增

的情况下，市民在急诊排队就医时，医护人员会对病情

进行基本的研判分析，优先对感染的老人和有基础疾

病的患者进行救治，也请市民予以理解配合。

中国科大附一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郑茂曾参加武

汉抗疫和上海方舱支援工作，据她介绍，近期临床遇到的

糖尿病急诊主要有两类：一是感染新冠后诱发严重高血

糖发生，甚至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部分患者有糖尿病

病史，但也有少部分是既往并没有高血糖病史的青壮年

患者，虽然病例少，但要引起重视；二是高血糖高渗状态，

往往好发于老年人，这些老人不一定有糖尿病病史，起病

可能比较隐匿，一旦发生常伴有意识障碍，死亡率高。

对于糖尿病的高血糖危象（包括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和高血糖高渗状态），如何预防和第一时间发现及时送

医？郑茂提醒：对于有糖尿病史的患者，如果感染新

冠，要加强自我监测血糖，保证水分和营养物质的摄

入，继续坚持糖尿病药物的使用以维持血糖的稳定。

对于Ⅰ型糖尿病有绝对胰岛素缺乏的患者，要保证胰

岛素的注射，家里可以准备酮体试纸，定时监测。如果

血糖持续超过20毫摩尔每升，有明显的口干、多饮，烦

躁并开始出现嗜睡，或者如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

应当心发生高血糖急症，尽快就医。

女子突感胸闷就诊后转入ICU
12月 24日傍晚，27岁的张女士因胸闷心慌、呼吸

费力来到该院胸痛中心就诊，经医生检查，被诊断为暴

发性心肌炎，患者随时可能发生心跳骤停，情况非常危

急。安医大二附院重症医学一科住院总医师胡秋源接

到会诊后，立即前往该院胸痛中心查看患者情况，

并很快将其转至重症医学一科病房展开抢救。

据安医大二附院重症医学一科主任医

师孙昀介绍，患者刚转至病房时，还能简单

讲两句话，随后一切如预料之中，病情迅速

不断恶化。患者出现了意识淡漠、呼吸微弱

的现象，心率降到了30次以下，医生立即予

以气管插管及电动心肺复苏，同时决定采用

ECMO机器代替患者心脏和肺的功能。

随后杨翔和付路两位医师在给患者持续

电动心肺复苏的同时，迅速成功实施了EC-

MO联合血液净化治疗，在大家的努力下患者

于凌晨2时左右恢复了部分意识。在接下来

的2天里，患者又历经多次抢救。患者目前

心脏功能依然极其衰弱，还远未脱离危险。

需谨防病毒感染导致的心肌炎
据孙昀介绍，暴发性心肌炎主要由病毒

感染诱发，是一种以心肌组织严重水肿和功

能障碍为特征的疾病。其常见前驱症状包

括胸闷、气短、心慌、乏力、头晕等，严重的可

能会突然出现昏厥、顽固性休克。

“由于起病急骤，病情发展迅速，如果未

能及时诊断、治疗，患者死亡率极高。”孙昀

提醒，现在新冠疫情感染风险较大，有基础病的患者要

多加注意，尤其要防止由病毒感染导致的心肌炎，平时

应注意补充营养、保证高质量睡眠、避免过度劳累，同

时也要多关注体温、脉搏、呼吸等情况，若有不适，应及

时就医，以免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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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急诊接诊近万人次
医生提醒：警惕感染新冠后诱发高血糖

高龄合并基础疾病
85岁阳性老人康复出院

星报讯（付艳 记者 马冰璐） 老年人及有

基础疾病的人是容易发生重症的脆弱人群。

近日，一名85岁的老人因肺部感染、呼吸衰竭、

感染性休克，收治于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安医大一附院北区重症医学科。在全体医

护人员的不懈努力下，这名患者转危为安。专

家提醒，老年患者感染病毒可能导致基础疾病

加重，老年人日常要做好防护、及时接种疫苗，

如出现相关症状及时就医。

家住合肥的85岁老人朱奶奶患有脑梗死、

冠心病等基础病。日前，朱奶奶出现高烧、咳

嗽、气喘，核酸结果呈阳性，因高龄且合并有基

础疾病，被紧急送往安医大一附院北区。胸部

CT、血气分析等检查结果显示：该患者存在肺

部感染、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已处于生命垂

危的状态。患者立即转入重症医学科，全力开

展各项抢救措施。

经过医护人员持续数小时的抢救，老人的

血压、心率、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逐步得到改

善。然而，该患者曾做过冠脉支架植入手术，

心脏功能和肺功能相对低下，加之其他脏器也

没有足够的代偿功能，治疗过程中稍有不慎可

能就会导致心跳骤停、肺栓塞、心功能衰竭、肾

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

医护团队每日对患者进行查房，根据病情

变化研究治疗方案，结合氧合情况逐步调整

呼吸机参数，对患者的容量状态实施精细化

管理，严格评估每日的出入量，以保证全身组

织灌注，改善脏器功能，及时放置胃管予以肠

内营养。

由于老人在家长期卧床，全身营养状况

差，护理人员加强皮肤管理，每天为患者实施

肺部物理护理、促进痰液引流。在全体医护人

员的积极治疗和悉心照料下，患者病情得到有

效控制，生命体征稳定，营养状况好转，未出现

相关并发症。

该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沈亚伟提醒，

老年人合并基础疾病多，器官功能储备差，新

冠病毒感染可以是诱因，也可以是致病主因，

导致病情迅速恶化，要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避免进展至不可逆的器官衰竭状态。

合肥血站呼吁
撸起袖子，捐献热血

星报讯（汪子诺 记者 马冰璐） 当前，受疫

情流行态势及寒冷天气影响，近一周，合肥市献

血量与日常相比有所下降，日均献血人次不足

100人，特别是血小板捐献受到的影响更为明

显。12月27日，合肥市中心血站向广大爱心市民

和团体呼吁：在身体条件允许、做好个人防护的

情况下，积极捐献热血，挽救生命。

据了解，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天气寒冷等因

素影响，当前我省无偿献血工作遇到严重困难，

血液采集量下降明显，多地血液库存已下降至

警戒线，血液供应形势严峻。近一周，合肥市献

血量与日常相比有所下降，日均献血人次不足

100人，特别是血小板捐献受到的影响更为明

显。而一般情况下，合肥市每天需要400至500

人参与献血才能保障各大医院临床用血。

27岁合肥女子患暴发性心肌炎
专家：如出现胸痛胸闷症状务必提高警觉

方萍 记者 马冰璐

12月25日，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急救医学中心迎来一周接诊峰值，单日急诊

量突破1400人次。该院急诊医生呼吁，把医疗资源首先给有基础疾病和慢病的老人，并提醒，

糖尿病、心梗、脑梗等有慢性病或基础疾病的感染者，一旦出现心慌、胸闷、憋气的情况，及时就

医，同时也要警惕酮症酸中毒的发生。

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新冠感染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越

来越多的人出现感冒发热症状，医院里重症患者数量也开始

逐渐上升。近日，合肥的张女士就因突发暴发性心肌炎而住

进了安医大二附院重症医学科，救治中险象环生。对此，专

家提醒，感染新冠过程中切莫掉以轻心，应多休息并时刻关

注身体状况。

沈笑 戴睿 记者 马冰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