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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岁的杨杨在家中玩耍时凑巧
拿到一枚硬币，并放进嘴巴里含着，
伴随着杨杨突然的笑声，家长这才
发现硬币消失了，马上猜测硬币很
可能被孩子吞进肚子了，情急之下
带着孩子来到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儿
科就诊。一场救治随即展开。

一元硬币吞进肚里

接诊医生周晨询问病史后，发
现是误入异物可能，一边安抚家属
情绪，一边与放射科联系，安排杨杨
做腹部CT检查，检查结果提示胃底
部胃腔内有片状金属伪影。

为了不耽误病情，周晨医生立
刻开通绿色通道，安排杨杨办理急
诊住院手续，并一直护送杨杨到达
病房。同时，儿科消化内镜组管亚
飞、李赟颉、王文婷医生及杨娟护士
立即做好“内镜下异物取出术”术前
准备，麻醉手术科也积极响应，充分
评估麻醉风险，做好相关并发症处
理预案。

管亚飞副主任医师表示：“硬币
相对儿童的幽门比较大，不容易通
过；而且胃液里含有胃酸，如果不及
时取出，长时间滞留胃底部，会造成
粘膜水肿，严重者可出现溃疡甚至
穿孔等并发症，危及患儿生命。”

一切准备就绪，由李赟颉医师
及杨娟护士进行操作，王文婷医生
在一旁协助。当胃镜顺利到达胃腔
后，发现胃底部的硬币已被黏液包
裹，表面湿滑，并且硬币平行贴附于
胃底，大大增加了异物取出的难度。

再加上杨杨年幼，贲门口偏窄，
异物钳取出过程极易造成二次脱
落。因此手术团队立即改用网篮将
硬币牢牢套住，几分钟后顺利取出

了一枚直径近2厘米的硬币。
患儿脱离危险，生命体征平稳。

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工作在团队协
作下顺利完成，医护人员紧绷的心
也终于放下，杨杨的家人喜极而泣，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硬币还不是最危险的异物

消化道异物是儿科常见的急症
之一，常见的消化道异物有：硬币、
纽扣、果核、磁力珠及电池等。其中
最常见的是硬币，危害最大的是电
池，如误食电池一定要及时就医。更
为凶险的是多枚磁性异物，由于磁
力作用这些磁性异物不会顺利通过
肠腔，反而会吸引在一起造成组织
缺血，导致水肿、糜烂、溃疡、甚至穿

孔，危及生命。
如果发生儿童误吞异物的情

况，应第一时间带孩子到正规医院
就诊，以免发生严重并发症。家长切
记不要试图强行掏出，避免咽喉部
二次损伤，儿童哭闹时也易误吸入
气道。更不能盲目让儿童吃水果、饭
团及馒头等食物，实际上，这些食物
的重力作用会导致异物加重损伤黏
膜，甚至加大异物取出的困难。

高危物品需妥善保存，放置在
儿童不宜触碰的高处；较小物品不
应该给儿童玩耍，杜绝儿童养成将
小物品放置口中玩耍的不良习惯；
玩耍及哭闹时切记不应进食，进食
需细嚼慢咽，警惕误吞带刺食物。

通讯员 李赟颉 陶骏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彦

每当一个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
上，就会多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总有一
些小宝贝因为种种原因，暂时无法适
应这个全新的世界，需要家人更多的
关爱和医护人员的特殊照料。

通讯员 殷舒月 罗鑫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于丹丹

新生儿重症肺炎危在旦夕

半个月前，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
院产科迎来了一位刚出生几小时的新
生儿，可出生没多久，宝宝便开始出现
进行性呼吸困难，脸上青紫，同时还伴
有烦躁、拒食等情况，事态危急。产科
医生紧急呼叫儿科副主任医师冯伟伟
前来会诊。

冯主任到达后，对宝宝进行了充
分评估：“宝宝现在存在严重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伴有急性缺氧发作，快！立
即开启绿色通道转运至新生儿监护病
房!”冯主任指挥道。到了新生儿监护病
房，完善相关检查后，冯主任结合胸部
CT考虑为重症肺炎，血气分析提示存
在呼吸衰竭，需马上抢救。儿科医护人
员迅速开展气管插管配合呼吸机辅助
呼吸等抢救措施，在医护人员的争分
夺秒下，宝宝的病情逐渐平稳下来。

他收到了儿童节最好的“礼物”

住院期间，儿科医护人员给予宝
宝精心治疗和无微不至的照护，宝宝
逐渐脱离了呼吸机的辅助，离开吸氧
环境，可以独立自主呼吸了，也逐渐适
应了新世界，目前病情和相关指标都
恢复良好。

宝宝的第一个儿童节在医院里度
过，儿科医护人员也送给他一份特殊
却又是最好的“礼物”，一张出院通知
单。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了！宝宝能
够恢复健康，也是对医护人员最大的
安慰。

备孕、孕期及产前都应做好准备

冯伟伟主任表示，很多人对怀孕
生孩子有一些误解，认为怀孕生孩子
是自然而然的事，不需要做什么特殊
准备。其实不然，不管是孕前还是孕
期，都应做好定期规律的检查。

另外，在生产过程中，不论是顺产
还是剖宫产，都对母亲和孩子有潜在风
险，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以便应对，尽
量选择有新生儿监护病房作为保障的
医院生产，这样出现突发情况，能够第
一时间抢救。对于孩子来说，在肚子里

一切都是妈妈承担，来到新世界，呼吸、
营养等都要靠自己，一些潜在疾病就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表现出来，这
时就务必要在第一时间发现并解决，
不让孩子留下后遗症。“孩子是祖国的
未来，作为儿科医生，我们将全力以赴
做好儿童健康保障工作，让所有的孩
子都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冯伟伟说。

黄斑病眼内注射
需要找到最佳频度

黄斑病是近些年来逐渐被大家认
识和了解的一种眼底病，一旦形成，患
者容易出现明显视功能损伤，严重的
还会导致失明，其中老年性黄斑变性
就是老年人常见的致盲性眼病之一。

什么是黄斑病，黄斑病早期又有
哪些症状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
医院的孙光丽主任介绍，“如果发现有
视力下降、视物变形、眼前固定黑影遮
挡等情况，都是黄斑病变的表现，应尽
早到医院查眼底。”一旦确诊黄斑病
变，就需要积极治疗，而目前针对老年
黄斑变性和黄斑水肿的一线治疗都是
进行眼内注射，通常需要患者每月复
查，医生判断是否需要进行眼内注射。

受疫情影响，不少患者难以及时
复诊，针对这样的情况，孙光丽主任介
绍，目前“T&E”（治疗与延长）方案是
在国际上被很多医生推荐的一种治疗
方案。“这个方案的具体内容是患者前
3个月，每个月随访时进行眼内注射
治疗，在3个月负荷治疗后，医生将制
定下一次治疗时间间隔，而这个间隔
会随着病人病情的稳定或进展而延长
或缩短，此方案在确保视力获益最大
化的前提下，寻找治疗的最佳频度。”
同时，孙光丽主任提醒，随访日与治疗
日为同一日，可以减少患者来院次
数。即患者在连续治疗3个月后，如
果第四个月随访时病情稳定，在完成
注射后，可以适当延长随访时间为每
2个月随访一次，最终随着病情稳定
时间延长，随访时间也可以逐步延
长。当然，注射间隔的延长根据不同
医生的经验和患者使用的药物及疾病
种类不同，也会有所差异。

黄斑病变虽然严重但公众知晓率
却很低。孙光丽主任建议，中老年人
在日常生活当中，应注意休息，注意户
外戴太阳镜防护，减少紫外线对眼睛
的伤害。“平时还应注意饮食的营养均
衡，适当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其中
含有的抗氧化物质，特别是微量元素、
维生素、叶黄素等，对于黄斑有保护作
用。日常还应该限制动物脂肪、胆固
醇等含量比较高食物的摄入。”此外，
专家提醒，定期到医院做眼科检查也
很重要，“建议黄斑病患者要积极正规
进行治疗，按时复查，这样医生才能根
据病情的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吕彦霖

从滑溜溜胃底，“捞起”一元硬币

宝宝刚出生就危在旦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