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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

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使幼童命悬一线；一场与死神
的赛跑，一次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赛，最终，信阳职业技术
学院附属医院医务人员用他们精湛的技术演绎了一段生
命至上、大爱无边的医患佳话。

时间倒回事发当天。 “快来人，快来人啊，快救救我的
孩子啊。 ”随着尖厉的哭喊声，一群人抱着一个神志不清
口唇紫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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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多儿童哭喊着冲进了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附属医院门诊大厅， 正在为一名脚外伤病人进行包扎止
血的急诊科主任朱桂华和护士沈萍丹见状连忙迎了上
去。 当听家属说患儿是在吃花生米时突然发病后，朱桂华
主任当即判断患儿可能为“气管异物窒息”，面对这个突
发意外，朱主任当机立断，他疾步上前一把抱过患儿，在
沈护士的协助下对患儿连续进行了五次“海姆立克” 急
救叩击法。 叩击完毕后， 患儿呼吸稍有好转但仍神志不
清，他又立即抱着患儿一路奔跑到了门诊三楼耳鼻喉科，

在简单向耳鼻喉科张英华主任介绍完情况后， 张主任立
即决定对患儿行“支气管异物取出术”，并通知手术室做
好准备，随后大家抱着患儿跑上了四楼手术室。 杨泳主任
立即对患儿进行了高频通气， 并协助耳鼻喉科的张主任
和李明全大夫对患儿进行了“支气管镜异物探查术”。 术
后，患儿很快由面色紫绀转为红润，神志也转为清醒。 在
继续留院观察半天后，当天下午，家长就带着患儿兴高采
烈地回家了。

气管异物是耳鼻喉急症之一，死亡率相当高，因此，在
最短的时间对患者施以正确的救治显得尤为重要，在此次
突发事件中，该院立即启动生命绿色急救通道，多科联手，

通力配合协作，正确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为该患儿的
成功抢救赢得了宝贵时机。 “这种急救办法对幼儿被卡效
果非常好，值得年轻的家长学一学，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
的，一旦孩子窒息时间长，脑部缺氧，到医院再抢救就来不
及了。 ”朱桂华主任特别提醒。

邓冬梅朱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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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存在一定的风险
2015

年年初， 央视的一则
新闻引发了大家对用血安全的
广泛关注： 五岁福州女童毛毛
一时之间成为了焦点， 她疑似
因做手术在医院输血期间感染
艾滋病病毒。 最终综合调查结
果显示， 毛毛父母艾滋病抗体
检测为阴性， 调查组专家认为
毛毛因输入“窗口期”血液感染
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较大。 经
“窗口期”血液途径感染艾滋病
病毒属于临床小概率事件，据
卫生部的相关统计数据分析，

感染概率大约为五十万分之
一。 针对毛毛疑似感染“窗口
期”艾滋病病毒事件，国家卫生
计生委宣传司司长、 新闻发言
人毛群安曾在

2015

年
1

月
12

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提醒人
们临床用血存在引发输血反应
和感染“窗口期”病毒的风险。

医疗机构必须坚持合理用血。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合理用血的
建议是： 仅用于治疗能导致患
者死亡， 或引起患者处于严重
情况而又不能用其他方法有效
预防和治疗的疾病。通俗地讲，

就是没有其他替代预防治疗手
段， 不输血就有可能引起病人
死亡。输血能治疗某些疾病，目
前仍是人类一项不可替代的治
疗手段。外伤性大出血、产妇大
出血、重症烧伤、实施大型外科
手术、 血液病人以及部分重症
癌症病人， 必须以输血来进行
救治。 而核酸检测是目前能够
缩短“窗口期”检验的最有效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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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全国已基本
实现血站核酸检测全覆盖。

那么核酸检测在保障用血
方面， 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作
用？ 献血者在支持血液核酸检
测工作中， 应采取哪些具体措
施？ 笔者就此采访了信阳市中
心血站有关专家。

血液检测存在“窗口期”，

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从医学科学角度讲，人体

感染乙肝丙肝或者艾滋病病毒
后，并不是立即能检测出来的。

一般来说，病毒进入人体，在血
液中会产生抗体， 抗体在一定
时间内会不断增加， 目前的实
验室检测方法只有等到抗体达
到一定量的时候， 才能确定血
液感染病毒。这段时间就称为
‘窗口期’，通俗地讲，就是从个
体感染病毒到目前的实验方法
能检测出来之前的这段时间。 ”

市中心血站检验科周主任
这样告诉记者， “处在‘窗口
期’的病毒携带者，自身可以
无任何症状， 但已具有传染
性，如果献血者携带有病毒而
且是在窗口期，那么输入这样
血液的病人，就有可能感染疾
病。 输血有风险，但在危急情
况下，病人不输血就可能导致
病情加重甚至死亡，这是一个
两难选择， 病人不得不承担这
种风险。 周主任还告诉记者，

“血液病毒检测的‘窗口期’，是
全世界面临的一个医学技术难
题， 人类目前的技术还不能完
全排除‘窗口期’。 ”

核酸检测能够提前发现病
毒，提高临床用血的安全性

信阳市中心血站的有关专
家介绍， 核酸检测技术是继
“免疫检测”之后的新一代分子
生物学检测技术， 可大大缩短
病毒检测的“窗口期”。 以往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病毒
检测的“窗口期”较长，乙肝大
约为

38

天，丙肝大约为
70

天，

艾滋病大约为
22

天，而采用核
酸检测技术检出以上病毒基因
的“窗口期”，乙肝可缩短到

25

天，丙肝可缩短到
50

天，艾滋
病可缩短到

11

天。

这就是说， 按照过去传统
的方法可能在

20

天内检测不
到的艾滋病病毒， 在采用核酸
检测方法后，可能在

10

天之后
就能够检测出来， 从而减低输
血感染的风险。过去，单纯依靠
血清学检测抗原或者抗体检测
的方法， 献血者在感染艾滋病

病毒
20

多天后，血液里才有抗
体， 才能被发现血液感染病毒
的问题。 那么献血者感染后

20

天内去献血， 这份带有病毒的
血液就可能成为“漏网之鱼”。

信阳市中心血站从
2015

年
11

月开始全面实施核酸检
测后， 每天将血液标本送到河
南省血液中心设在郑州的核酸
实验室进行集中化检测， 未经
核酸检测的血液拒绝临床发
放。 这标志着我市无偿献血检
测技术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能够与国际先进检测技术并
轨，有效降低输血感染艾滋病、

乙肝、丙肝病毒的风险，大大地
提高临床用血的安全性。

市中心血站的相关负责同
志介绍， 通过市政府公开招标
采购， 市中心血站的核酸检测
实验室已改造完成， 并通过了
省临床检验中心专家的初步验
收， 正在等待河南省卫计委招
标采购的专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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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检验
专业技术人员也已经经过国家
和省级相关专业机构培训合格
并取得了上岗资格。 预计到
2016

年
3

月， 市中心血站即可
独立开展血液核酸检测业务。

核酸检测对血液样本质量
要求高，尤其是“脂血”情况，出
现脂血时， 核酸检测设备不能
对该样本进行检测， 而依据国
家卫计委规定， 没有核酸检测
结果，血液不能发向临床，只能
做报废处理。 所以献血者献血
前必须清淡饮食，熬夜、饮酒等
都会造成血液报废的情况。 献
血者在献血前一天和献血的当
天，需注意以下问题：

1.

献血的
前三餐不要吃肉、鱼、蛋、牛奶、

豆制品及油腻食物， 请吃一些
清淡饮食， 以防止血脂含量
高，影响血液质量。

2.

要保持献
血前一晚的良好睡眠， 献血前
也不要空腹， 以免在献血过程
中出现头晕、心慌、出汗等一些
反应。

3.

献血前一天不要饮酒，

以防转氨酶超标， 造成血液报
废。

4.

献血前两天如有感冒、发
烧、咳嗽等应暂缓献血。

用血保安全 核酸检测帮大忙

编者按： 无偿献血是
以帮助他人为动机， 以挽
救他人生命为目的的高尚
行为。 身体健康的献血者，

应注重控制饮食和作息时
间，提高血液质量；有可能
感染乙肝、丙肝、艾滋病、

梅毒等病毒的高危人群应
主动放弃献血。

新年伊始

“@健康信阳”微博上线啦！

打开新浪微博，搜索“健康信阳”，关注
@

健康
信阳，这即是我们《信阳日报》的官方健康微博。 您
关心的健康信阳，就是我们热爱和追求的地方。 也
许我们能做的不多，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我们总
是在您身边。

“

@

健康信阳”致力打造本地区最具公信力、权威
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及时为
公众提供最新、最专业、最权威的健康资讯和养生科
普知识。 努力为信阳市卫计委及其各县区卫生系统、

医疗单位等各类社会团体做好宣传工作，同时向公众
传播卫生法规和政策信息、了解社情民意、回应社会
关切，传播药品、食品安全和健康知识的重要渠道，接
受公众咨询、投诉和举报。

看不尽的资讯，一切尽在健康信阳。 我们期待您
的参与，敬请关注“

@

健康信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