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侨都·民生 2023年12月21日 星期四
新闻编辑中心主编 责编/王建华 美编/方雨平

侨都·健康 新闻编辑中心主编 责编/林哲 美编/黄武圣

35次电击除颤、使用4种抗心律失常药物……突发心室电风暴的男子命悬一线

危急关头，“快上ECMO”
“离床！”“除颤！”“不行，又颤了！”

近日清晨，当人们还沉浸在睡梦中

时，江门市五邑中医院重症医学科病房

内正在进行一场生与死的拉锯战——

一名患者突发心室电风暴，正随时面临

着猝死的危险！

35次电击除颤，联合使用4种抗

心律失常药物……在多名医生的全力

抢救下，患者的病情仍未见稳定好转。

“快上ECMO！”在这危急关头，该

科的ECMO（体外膜肺氧合系统）团

队，以最快速度让患者上机，挽救生命。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张泽彬
通讯员 刘森

这次事件的主角是52岁的黄先生
（化名）。黄先生因工作压力过大、睡眠
严重不足导致身体过度劳累，出现了胸
痛的症状，于是前往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心病科就诊。

经诊断，黄先生为急性心肌梗死，冠
脉前降支闭塞，心病科医生安排黄先生
进行了心脏支架植入术。手术顺利，术

后黄先生回到心病科病房。
然而，意外突然降临。
术后第二天清晨，黄先生突发晕厥，

心电监护仪显示室速、室颤。在场医护
人员第一时间为患者进行了急救处理，
但患者仍频繁出现室速、室颤，医护人员
立即将黄先生送往重症医学科继续抢
救。

“病房有个新转入患者心室电风暴，
情况危急，需要立即支援抢救！”一通来
自重症医学科值班医生的电话，打进了
该科副主任医师刘伟盛的手机。收到消
息后，刘伟盛立即赶回科室参与抢救。

“离床！”“除颤！”ICU病房内，刘伟
盛与其他值班医生分工合作积极抢救患
者，一人负责按压，一人负责除颤，一人

负责指导用药。
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眼看

电击除颤次数越来越多，黄先生的心室
电风暴却仍然没有终止，怎么办？

面对患者的危急情况，在场医生一
边继续抢救，一边决定启用ECMO，为
患者提供生命支持。

收到通知后，ECMO团队在半小时
内全员到齐，以最快速度为患者穿刺、置
管、循管、上机。ECMO启用后，很快，
黄先生的室速、室颤逐渐减少，生命体征
逐渐稳定下来。

直到ECMO启用前，在场医生都没
有停止对患者的抢救。据统计，在这次
抢救中，医生总共为黄先生进行了35次

电击除颤，并联合使用了4种抗心律失
常药物。

据悉，使用ECMO支持3天后，黄
先生顺利撤离ECMO，目前已经康复出
院。

为什么ECMO的效果立竿见影？
刘伟盛介绍，当患者出现恶性室性心律
失常，且使用电击除颤、抗心律失常药物

等常规治疗手段都无法恢复正常心律，
血流动力学持续恶化时，通过ECMO系
统建立机械血流动力学支持机制，便是
拯救患者生命的另一途径。

ECMO是一项体外生命支持技术，
是心肺转流的一种形式，可为重症患者
提供体外呼吸和循环功能以维持生命。
ECMO可以支持心室电风暴患者数天

或数周，直到患者脆弱的心肌基质稳定
下来，特别适用于终止心脏手术或介入
术后出现的心室电风暴，同时恢复体循
环。

关键时刻是否能紧急启用ECMO，
往往决定了患者生死存亡，因此ECMO
是拯救危重症患者生命的重要途径。

引起这次惊险抢救的“罪魁祸
首”，便是黄先生急性心肌梗死后出
现的心室电风暴。

心室电风暴是指24小时内发作
3次或3次以上的恶性室性心律失
常，与心电不稳定性增强密切相关。
大多数心室电风暴患者存在重度基
础结构性心脏病，其中以急性冠脉综
合征导致的电风暴发生率最高；少数
患者存在离子通道疾病，与急性心
衰、遗传性心律失常等有关。

急性心肌梗死后出现的心室电
风暴，具有起病急、反复晕厥、病情凶
险、死亡率高的特点，是心梗患者的

“大敌”。
“心室电风暴导致的心源性猝死

死亡率非常高，生死往往几分钟而
已，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对患
者来说将是灭顶之灾。”刘伟盛说。

诱发心室电风暴的因素有多种，
通常由药物或毒物引起。此外，人体
电解质紊乱、交感神经过度激活也是
心室电风暴的诱因。

如果正确处理，心室电风暴是可
以得到终止和预防的。当患者出现
心室电风暴时，可以通过电击复律来
终止室速、室颤发作，视情况给予必
要的胸外按压；大多数心室电风暴可
以通过药物终止。如果情况仍未改
善，就需要启用ECMO进行支持。

刘伟盛提醒，预防心室电风暴，
首要的就是预防急性心肌梗死。慢
性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定期专业随诊，
确保心脏安全；心脏病高发群体要注
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充分了解心
脏病的相关知识与识别方法，做到早
发现、早治疗。

52岁患者术后突发心室电风暴

迅速为患者启用ECMO，效果立竿见影

如何预防心室电风暴？C

市助残志愿者服务总队

构建社会+社区支持网络
关爱独居残疾人士

江门日报讯（记者/郭永乐 通讯员/李倚嫦）
“谢谢你们来我家帮我打扫卫生，让我感到很温暖！”
近日，白沙街道独居残疾人陈婆婆家中来了几位热
情的志愿者开展清洁打扫服务。

为进一步丰富独居残疾人士的精神生活和文娱
活动，提高残疾人的自我守护能力，在团市委、市文
明办、市义工联、市残联的指导下，江门市助残志愿
者服务总队于今年10月至12月开展“关爱独居残
疾人系列主题”志愿服务活动，联合众多志愿者为
14户独居残疾人士构建社会+社区支持网络，满足
独居残疾人士的个别化需求。

活动期间，协群社工带领30余名助残志愿者，
为14户独居残疾人士提供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服务，
如共同制作汤圆、饺子、长寿面等美食，为长者煮一
顿美味的家常便餐；手绘贺卡及展示才艺，送上精彩
的节目；上门陪伴，组织外出活动等多种形式，为独
居残疾人士送上慰问。

“平时有人打电话给你或者敲门来推销，让你买
营养品，切记不能相信，他们是骗子！”为提高独居残
疾人士的防骗识骗能力，助残志愿者还协同社区民
警上门开展反诈宣传，使用一幅幅易于理解的漫画
案例，深入浅出地分享预防诈骗小知识、常见骗术和
诈骗手段。

“接下来我们将结合‘独居残疾人协同计划’服
务项目，搭建志愿服务平台，持续为独居残疾人士提
供个性化的关爱服务，提升社会残健共融的理念。”
市助残志愿者服务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华炽 通讯员/黄美珍） 12
月18上午，由市双拥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市爱
促会、市陕西商会、市侨都星火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承
办的江门市“拥军南北行”公益活动在东湖公园启动。

启动仪式上，公布了江门市“健康拥军十条”，主要
为南北药行8.1折购药优惠、免费赠饮养生茶、免费普
检检测、免费代客寻药、免费健康讲座、免费健康咨询、
免费义诊服务、免费熬胶服务、困难退役军人免费定制
送药以及功臣模范绿色购药通道等优惠措施。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预防感冒爱心养生花茶派
送，以及由江门益民医院提供的现场义诊活动。

据了解，活动启动后，市双拥办将以此为契机，
进社区、进部队、进公园，让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及军
属享受到相关优惠。

□江门日报记者 皇智尧

甘肃积石山县6.2级地震让地震话题再
次引起社会关注。今年以来，广东已发生十
余起地震，是否意味着广东地震进入活跃
期？江门处于地震带上吗？江门地震监测预
警和建筑抗震能力如何？聚焦这些话题，记
者12月19日采访了市应急管理局地震和地
质灾害救援科有关负责人。

“广东处于我国东南沿海地震带，是地震
相对活跃的省份，所以小震不断是正常的。”
该负责人介绍，虽然广东是华南强震活动的

主体地区，但是华南块体在新构造运动期间
比较稳定，“从地质构造来说，在珠江口、粤闽
交界、粤桂琼交界区域都存在潜在震源构造，
经印支—燕山地质运动，在华南地区产生规
模巨大的北东向断裂和断续分布的北西向断
裂，省内的断裂带包括滨海断裂带、莲花山断
裂带、吴川—四会断裂带等。”

据介绍，分布在江门地区的主要断裂则
有海陵—苍城断裂、鹤山—金鸡断裂、大广海
湾断裂、西江断裂等，“11月4日恩平4.3级地
震就与海陵岛—苍城深断裂的地震构造活动
有直接关系，此次恩平地震是1970年有现代
地震记录以来珠三角地区发生最大强度的地
震，具有强度大、震源浅、影响范围广等特
点。”该负责人介绍。

据历史文献记载，1656 年鹤城曾发生
4.8级地震；1664年台山镇海湾曾发生5.0级
地震。1970年以来，江门地区没有发生过
5.0级以上的地震，截至目前50余年间，江门

范围内共记录到820多次地震，其中4.0级以
上地震 2次，3.0—3.9 级地震 4次，2.0—2.9
级地震80次。“除了今年11月的恩平4.3级
地震，另一次4级以上的地震也发生在恩平，
是1989年 9月18日的恩平4.0级地震。”该
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2016年以来，我市认真推进
“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高质量落
实项目各重要节点工作，目前项目已竣工验
收，即将正式投入运行服务。根据项目安排，
我市范围内共建有地震监测基准站6个、基本
站15个、一般站79个，并分3批先后在学校、
医院等人口密集场所安装部署了64套地震信
息接收终端。项目建成后，我市地震重点监
视防御区地震监测能力将提升到0.3级，具备
秒级地震预警能力。

此外，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目前
我市抗震设防烈度均达6度以上，其中中心城
区及西江沿线镇街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

地震来临时，我们应如何做？

地震常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引起火灾、水
灾、有毒气体泄漏、细菌及放射性物质扩散，还可
能造成海啸、滑坡、崩塌、地裂缝等次生灾害。那
么地震来临时我们应如何做？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千万不可惊慌，要保
持冷静的头脑，是跑出室外还是在室内避震，
需要结合所处环境做出保障安全的抉择，不能
一概而论。”市应急管理局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
科有关负责人说，如在平房里，发现预警现象
比较早，室外比较空旷，则可力争跑出室外避
震；如果身处高层楼房，则尽快到承重墙角、厕
所等开间小、有管道支撑的地方避险，在这过
程中顺便的话可以关火、关电闸，避免引发火
灾，等剧烈震动过去后再有序撤离。跑出室外
以后，不要在大楼、高墙、广告牌、电线杆、变压
器、天桥等容易垮塌的建筑、设施下走动停留，
要到地震应急避难场地或公园、体育场等开阔
场地避难。 （皇智尧）

□江门日报记者 吕胜根

天气虽然寒冷，心却是热的。近日，新会区
双水镇豪山村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清末
民初外交家张荫棠孙女张正平，清末名将、浙江
提督张其光曾孙张子琦。

12月16日，他们从香港乘坐高铁，当天上
午抵达豪山，受到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在豪
山村，他们参观了仲羽张公祠、张将军家庙、张
荫棠故居和游客服务中心，对家乡在文物保护
和乡村振兴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感到欣慰。张正
平还当场向家乡捐款用于祖祠修缮。

张正平第一次回到祖父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找到了自己的根，了却了心中夙愿。她动情地
说：“身处魂牵梦绕的家乡，心情无比激动，感谢
家乡人民的热情接待，我会继续寻找其他海内
外亲友的线索，邀请他们回乡。”

尽力为家乡旅游发展做点事
当日下午，豪山村委会二楼小会议室内暖

意融融。新会区博物馆、双水镇政府、豪山村的
干部来了，豪山乡亲联谊会的负责人来了，一些
上了年纪的乡亲也来了，大家与张正平、张子琦
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

欢迎张正平、张子琦回乡座谈会上，豪山村

党支部书记张炳辉详细介绍了豪山村的发展情
况，豪山乡亲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张卫民讲述了
张其光、张荫棠及其后人的成就，新会区博物馆
副馆长林文斌建议当地进一步发掘张其光、张
荫棠有关事迹，做好相关文物保护工作。双水
镇副镇长李玄光介绍了豪山村借助历史文化资
源发展乡村文旅的思路。他说，豪山是名人之
乡，可利用名人效应，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
把张将军家庙打造成博物馆式的旅游景点，将
豪山村与周边村串联起来，一起包装推介，发展
双水乡村旅游。

大家的发言，让张正平、张子琦对豪山村有
了更多了解，他们表示，要尽力为家乡旅游发展
做点事，希望将张将军家庙、张荫棠故居打造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听了家乡在招商引资发展旅游方面所作的
努力后，张子琦表示，回港后，会争取找一些有
意在旅游业方面发展的朋友，邀请他们到豪山
投资考察。

得知家乡需进一步了解张荫棠后人情况，
并让自己帮忙联络时，张正平满口应承。她说：

“几十年来，我对新会特别关注，这次回家，处处
感受到家乡人的亲情和热情。据我所知，张荫
棠后人基本上居住在美国和我国天津，我会尽
力找到他们，到豪山来‘认祖归宗’。”

不知不觉间，座谈会从下午开到晚上。张
炳辉、张卫民分别向张正平、张子琦赠送了《豪
山张氏族谱》，林文斌向张正平赠送特意购买的
有关张荫棠的书籍，张子琦则向豪山村赠送梁
启超为张其光所题碑铭的复制品。礼尚往来之
间，传达的是浓浓的乡情，表达的是无限的家国
情怀。

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豪山人
1946年出生的张正平，从小就从祖母那里

知道自己是新会豪山人，对于家族历史也有所
了解。

张正平的祖父张荫棠是张其光之侄，清末
民初官员，是中国近代边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
的人物。他曾于1930年回乡修缮祠堂和家庙，
此后再没有回来过，直至1935年去世。

张荫棠的子女接受了较好的教育，个个成
才。其中，长子张谦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曾任驻美使馆秘书，是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
之婿。抗战胜利前夕，张谦曾提出收回澳门主
权的建议和具体办法。次子张安，即张正平的
父亲，1943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得美国纽
约州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为推动血液学在我国
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1985年，某外国游客
因发热感染收入病房，多方治疗无效，请他会

诊，因为对艾滋病最新信息有所了解，他跟病人
做了充分的交谈，进一步了解其发病的过程，又
打越洋电话联系该病人的家庭医生，最终做出
了我国首例艾滋病的诊断。

张正平介绍说，其祖母出生在广东，父亲
出生在天津，母亲出生在苏州，因为都长期在
北京生活过，所以家里说的是北京话。但当
姑姑们或广东籍邻居、朋友来家时，祖母就跟
他们讲广东话，她在旁边听，也学会了一点。

“我们一家人虽然身在北京，但一直保留着广
东的生活习惯，管祖母叫‘婆’，祖母也经常做
白斩鸡等广东菜。”张正平的回忆充满了儿时
的温馨。

剪不断的乡愁，隔不断的乡情。几十年来，
张正平对新会一直特别关注。今年4月，在香
港生活的她思乡心切，希望回家乡看看。在网
上通过张将军家庙这一线索，几经周折，张正平
辗转联系上新会区博物馆副馆长林文斌，最终
与豪山乡亲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张卫民取得联
系，并意外得知堂弟张子琦也在香港，两人迫不
及待地见了面，随后就有了这次回乡之旅。张
子琦此前多次回乡，对豪山村较为熟悉，这次是
专程陪堂姐回乡省亲。

“豪山是我们永远的家！”二人与乡亲们约
定，今后有机会一定会再回来。

清末民初外交家张荫棠孙女张正平与堂弟张子琦到新会豪山寻根

“豪山是我们永远的家”

地震话题再引关注，江门处于地震带上吗？

热热““邑邑””

江门双拥江门双拥

“拥军南北行”
公益活动启动

相关链接

★延伸阅读

近日，我市气温有了明显下
降。寒冷天气的到来，也预示着
心梗进入高发期，此时注意预防
和识别心梗尤为重要。

据了解，心梗多发于中老年
人，以及吸烟、饮酒、高血脂、高血
压、肥胖、糖尿病患者等人群。在
剧烈活动、突然用力、情绪激动、
受惊吓等后，心梗的发生概率相
对更高。

心梗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胸部
闷痛，往往伴有烦躁不安、大汗淋
漓、头晕恶心等症状。如果胸痛

和不适感反复发作，或持续超过
15 分钟，就要高度警惕急性心肌
梗死，及时到医院就诊检查。

刘伟盛介绍，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是预防心梗发生的关键。
在日常生活中，心梗多发群体应
戒烟限酒，避免摄入过多高脂、高
糖食物，改善健康状态，降低疾病
风险；管控情绪，避免过度激动、
焦虑；适量运动，控制体重，加强
心脏储备能力；注意防寒保暖，关
注天气变化，及时添加衣物；定期
体检，及时发现身体潜在疾病。

寒冷天气注意预防和识别心梗

医学指导

刘伟盛：江门市五邑中医院重
症医学科副主任中医师，医学硕
士，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重症医
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基层医
药学会中西医结合重症医学专委
会常委，广东省中医药学会重症医
学专业委员会常委，江门市医学会
重症医学会分会委员，江门市中医
药学会重症医学会专业委员会常
委。熟练掌握各种ICU急救技术，
在内科常见病、危重症，特别是心
血管疾病、严重创伤及心脏外科手
术术后监护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临
床经验。A

B

心室电风暴导致的心源性猝死死亡率非常高，需及时进行抢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