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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明亮的急诊大厅、
安静整洁的留观室、时尚靓
丽的医生护士⋯⋯在电视剧
中，急诊科似乎是个特别“高
大上”的科室。然而，现实生
活中的急诊科没有那么“光
鲜”，科室医生除了参与抢救
还要承担其他琐碎的工作。
近日，记者来到市中医院急
诊科，了解现实生活中的急
诊科需要承担哪些工作，看
看有哪些急诊病例是需要引
起警惕的，又有哪些急诊状
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借采访之机，施式式又告诉记

者：“其实，只要多一点安全意识，有

些急诊情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前几天，市中医院急诊科接收了

一例食物中毒急诊。刘女士一家中

午吃了一盘“野生褐蕈”。没想到，吃

过午饭，她和儿媳妇陆续出现恶心、

呕吐、头晕等症状，家人急忙把她们

送到市中医院急诊。施式式回忆：

“当时病人恶心、呕吐症状特别严重，

追问病史为野生毒蘑菇中毒，立即进

行洗胃治疗，开放静脉通路，给予对

症治疗。几个月前，我们还针对一名

特别严重的独角莲中毒患者，进行了

紧急血液灌流治疗。”

“近期湿热天气，野生蘑菇疯长，

不少市民为了尝鲜，纷纷去采摘、食

用野生蘑菇，误食毒蘑菇中毒的急诊

病人不少。”施式式提醒，如今生活条

件好了，喜欢吃野味的人也多了，市

民在品尝鲜美野味的同时一定要警

惕有毒食物的进入。

“它们看着和‘褐蕈’很像，就跟

市场上卖的食用菇差不多，真没想到

有毒啊。”刘女士如今已经出院了，但

说起中毒的一幕还心有余悸。

“有些人认为颜色鲜艳的蘑菇才

有毒，其实不然，一些蘑菇颜色偏白

或偏暗，看上去‘灰头土脸’的，和我

们永康人常吃的‘褐蕈’很像，却有着

致命的毒性。市民如果自行采摘食

用野生蘑菇，容易出现严重中毒，危

及生命。”施式式说，预防蘑菇中毒，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管住嘴”。

施式式提醒，一旦误食毒蘑菇，

应马上用手指或筷子刺激咽喉部促

使病人呕吐，以减少毒素吸收。最重

要的是马上到医院就诊，最好能够保

留蘑菇样品供医生救治参考。

记者走进市中医院急诊科感受日常百态

很多急诊情况是可以避免的

“闻鸡起舞”不可取
老年人冬季运动别赶早

天气转凉了，“毒蘑菇潮”快要过去

了，黄慧姿又开始担心：“以往每年冬天

市中医院急诊科都要接收好几例因早

锻炼不当导致中风的病人，希望今年这

个现象能得到改善。”

市中医院靠江，江边、西津桥上，都

是人们早锻炼的好去处。可是，每年秋

冬季节冷暖交替的时候，总有些人坚持

“生命在于运动”，不论刮风下雨坚持早

起锻炼，结果发生意外，被同伴紧急送

往医院。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

视锻炼，但是，有些爱早起锻炼的老年

人，却被这‘早锻炼’的观念给‘害了’，

甚至有些老年人因此猝死。”黄慧姿

说，“早锻炼中风现象多发生在秋冬季

节冷暖交替的时候，这时室内外温差

大，寒冷引起的冠状动脉痉挛会直接

影响心脏血液供应，诱发心绞痛或心

肌梗塞。”

黄慧姿提醒，冬季锻炼时间不宜过

早，有些老年人起得早，早上5点就出门

锻炼了，这个时间段人体处于低潮期，

并不适宜锻炼。习惯了早起的老年人，

起床后不宜太早出门，在家锻炼即可，

或者等到太阳升起后再出门锻炼。

其实，大家不必拘泥于传统观念过

早晨练，冬季可选在下午较暖和的时间

或傍晚进行适量体育锻炼，活动幅度相

应降低，微微出汗即可，避免出汗吹冷

风。锻炼前，活动全身关节和肌肉；跑

完后迅速拉伸肌肉尽早回家，以防感

冒。

□记者 李梦楚

走进急诊科，感受“生死时速”外的日常百态

急诊科是体现一个医院技术水

平、管理水平、服务水平的“第一窗

口”。一走进该科内科门诊室，记者

就从墙上的《急诊科服务承诺》中感

受到了“生死时速”的紧张气氛：“急

诊 24 小时开放，不推诿病人，涉及他

科危重病人，应在作紧急处理的前提

下请他科会诊；急危重病人 5 分钟内

处理，特急病人1分钟内处理⋯⋯”

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施式式介

绍，该科共有 10 位医生，其中内科医

生 6 名、外科医生 4 名。急诊科病人

的特点是人多、乱，病种杂，急诊医生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短时间内准确

判断病情，作出紧急处理，再联合各

科医生会诊治疗，需要做急诊手术的

直接送到手术室。病情较轻的或经

处理后出院，或在门诊治疗；病情较

重的待生命体征稳定后，转到相应科

室进一步治疗。

走进急诊抢救室，只见墙上贴着

中风卒中期、常见心痛、消化道大出

血、发热急症等常见病的急诊方法及

急救流程。“现在我们急诊科的诊疗

手段已经相当成熟，针对不同病情的

病人有相应的治疗方案。”市中医院

急诊科医生黄慧姿说。

采访时，市中医院急诊科恰巧没

有危重病人抢救，科室氛围显得比较

轻松，普通急诊病人却依然一个接着

一个。见记者到科室采访，等候在旁

的一位病人向记者表扬起黄慧姿来：

“这里的医生特别温柔，我是外地人，

今天来复诊，虽然每次来她都要‘数

落’我，但让人感觉心里暖暖的。”原

来，这位病人经常喝酒、熬夜打牌，每

次复诊，黄慧姿都要苦口婆心地劝他

注意身体。

病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黄慧

姿不厌其烦地一个个解释用药事项，

她说：“急诊科抢救时惊心动魄，但除

了‘生死时速’，还有许多门诊病人，

医护人员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温柔，

就能让病人多一点温馨、多一点感

动。”

畅通急诊绿色通道，一切以生命为先

所谓“急诊”，总有些紧急突发情

况。今夏高温天气持续时间久，急诊

病人多。有一天，一名中年男性在市

中医院附近晕倒，被好心市民送到该

院急诊。当时病人已经昏迷，高烧

42℃，神志模糊。没有钱，没有家属，

但市中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没有怠

慢，立刻畅通了“急诊绿色通道”，连

轮休医生都回院参与抢救。经诊断

确定病人患有“热射病”后，几位医生

立即对病人启动紧急抢救流程，进行

紧急体内外物理降温，心电监护监测

生命体征、给予呼吸支持、血常规急

诊生化检查等。

在医护人员的紧急抢救和细心

照顾下，病人的生命体征终于稳定下

来。后来，病人家属来到医院，了解

救护过程后，急忙付清了医院垫付的

医疗费，并对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

周到服务表示感谢。

在市中医院急诊科，类似的事例

并不少。有些病人的医疗费几乎不

可能追得回来，自然会造成医院的负

担。但是，每每遇到这种事情，该院

急诊科依然会开通绿色通道，启动正

常抢救程序。无论如何，以抢救病人

为先。

警惕毒蘑菇，急诊科敲响“舌尖上的警钟”

更多资讯敬请关注﹃
永康市中医院

﹄

微信公众号

市中医院急诊科医生为市中医院急诊科医生为病人听诊病人听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