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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岁超高龄试管妈妈圆梦
手写感谢信讲述感人故事

“整个孕期管理，你们提供了最专业的医疗帮助，同时情绪

价值拉满，很好地安抚了怀‘珍贵儿’孕妈的玻璃心……”日前，

一位41岁超高龄试管妈妈李女士手写感谢信，讲述江门市中心

医院产科从备孕到产后全周期守护的温暖力量。这不仅是医患

间的信任，更是一场关于生命、爱与希望的双向奔赴。在生命孕

育的漫漫征途上，总有一些人以专业为灯、以仁心为桨，护佑新

生命平安启航。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梁爽 通讯员 朱茗莎 陈君

专业筑基 开启生命希望
去年，李女士在广州完成试管受

孕后，选择回到江门市中心医院产科
进行产检。作为超高龄、高危妊娠的
孕妇，她深知这条路的艰辛，而产科
副主任、主任医师芦雅苹带领的产科
医护团队，从一开始便用专业与严谨
为她点亮了希望之光，还为她铺就了
一条安心之路。

芦雅苹详细评估了高龄妈妈的
身体状况，制定了个性化的孕期管理

方案。从试管受孕后的早期监测，到
高危妊娠的精准干预，医护团队用科
学严谨的态度与人文关怀，为她和双
胎宝宝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
墙”。孕期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更
是一场与心理的拉锯战。对于这位
妈妈而言，每一次胎动、每一次检查
都承载着巨大的压力。而芦雅苹和
产科团队，用专业与温情，为她撑起
了一片晴空。

芦雅苹为李女士定期调整产检
计划，密切监测双胎胎儿发育情况。

针对高危妊娠风险制定了“一人一
策”的应急预案，并且整个孕期都耐
心倾听孕妈的各种担忧，用温暖的语
言安抚“玻璃心”，甚至在深夜回复咨
询信息。

产检做B超时，医学超声的医生
全家宝、玉华等，认真检查不错过任
何一个细节，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
李女士讲解双胎胎儿发育情况，让她
安心。

胎监室的护士张敏，每次做胎监
的时候都细致入微，用微笑和鼓励让

她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顺利生产 守护母婴平安
今年4月初，李女士迎来了分娩

的时刻。剖宫产手术当天，麻醉医生
精准操作，确保手术安全；芦雅苹亲
自主刀，带领团队以精湛的技术迎接
双胎宝宝的到来。正是这份专业与
严谨，让这位妈妈在孕期和生产过程
中始终感到安心与踏实。

生产后，医护团队的关怀并未
停止。芦雅苹带领黄燕等产科团

队多次查房，关注双胎宝宝产后情
况，解答新手妈妈的疑问。该科护
士长黄碧云带领李霞、朱茗莎等护
理人员细心指导母乳喂养，调整最
舒适的哺乳体位，手把手教给宝宝
换尿布等，这些细节让李女士感动
至今。

在江门市中心医院产科，产后护
理不仅是医疗行为，更是一场充满人
文关怀的生命仪式。“我可能只是你
们每年接诊的上千位孕妇之一，而你
们却是我实现梦想路上最坚实的后
盾。”这位妈妈在感谢信中写道。她
的故事，是江门市中心医院产科无数
感人瞬间的一个缩影。

在这里，整个产科团队用专业与
爱心，为每一位孕产妇编织了一张从
备孕到产后的“全周期守护网”。他
们不仅是生命的守护者，更是心灵的
摆渡人——用一双手托起新生命，用
一颗心温暖千万家。

以仁术为舟，以仁心为桨。在这
条孕育生命的长河中，江门市中心医
院产科载着每一位准妈妈渡至“母
亲”彼岸。他们用精湛的医术、细致
的服务和无私的奉献，为每一个家庭
带去希望与幸福。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梁爽） 盛夏酷
暑，空调房成了“避暑天堂”。但是，有的人一吹
空调就鼻塞头痛、浑身乏力，久坐后肩颈僵硬、
关节酸痛，甚至腹痛腹泻、反复感冒。日前，记
者就此采访了江门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护师李
翠珍，带大家认清“空调病”的真面目。

李翠珍介绍，空调病是寒邪与湿邪的“双
重暴击”。中医认为，空调吹出的低温冷风属
寒邪，室内密闭环境易滋生湿邪，二者夹击，让
健康亮起红灯。寒邪入侵导致肩颈、膝盖等部
位气血凝滞，引发疼痛僵硬。湿邪困脾容易损
伤脾胃阳气，导致食欲不振、腹胀腹泻。卫气
受损会让体表毛孔遇冷收缩，汗液无法正常排
出，免疫力下降。这些症状，可能是空调病在

“报警”！
那么，应该如何应对空调病呢？李翠珍推

荐了两款茶饮：一是生姜红枣茶。材料：生姜3
片+红枣5颗。做法：将生姜、红枣洗净，加水煎
煮，即可饮用。功效：温阳散寒，缓解腹痛。禁
忌人群：热性体质者、糖尿病患者、胃酸过多
者。二是陈皮茯苓饮。材料：陈皮10克，茯苓
15克，冰糖适量。做法：将陈皮、茯苓洗净，加水
煎煮，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功效：陈皮理气健
脾，茯苓健脾渗湿，可改善空调病导致的脾胃功
能失调，缓解腹胀、腹泻等症状。禁忌人群：孕
妇、阴虚火旺者。

此外，大家可以学习以下方法缓解空调病：
1、穴位按摩。大椎穴：颈后凸起下方凹陷

处，艾灸或热敷，可驱散寒气。足三里：膝盖下3
寸，按摩或艾灸，健脾祛湿，增强免疫力。合谷
穴：虎口处，按压可缓解鼻塞、头痛，孕妇禁用。

2、拔罐/艾灸。在后背膀胱经拔罐或艾灸，
能疏通经络，排出寒湿。

3、中药热敷包。准备透气棉布袋、中药（如
艾叶等）、粗盐，通过蒸煮加热后外敷，可以起到
温通气血、祛风散寒的作用。

对于日常防护小细节，李翠珍提醒：一是空
调温度设为26℃，搭配风扇促进空气流通；二是
准备薄外套、护膝毯，重点保护肩颈、腰腹、膝
盖；三是出汗后擦干再进空调房，避免毛孔遇冷
闭合；四是每小时起身活动，做八段锦、拉伸操，
促进气血循环。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梁爽 通讯员/郭
悦华 冯洁婷）“医生，快看看我的孩子！他误
服油脂后一直咳，喘不过气！”近日，1岁11个月
的小聪在家中误服油脂，出现咳嗽、气促伴呼吸
费力等症状，被家长紧急送到江门市人民医院
儿科就诊。

医生检查发现，小聪呼吸费力、三凹征
（+）。胸部CT提示：双下肺炎症明显、部分实
变，确诊为“外源性类脂性肺炎、呼吸衰竭”，紧
急转入PICU抢救。

外源性类脂性肺炎，是一种因吸入油脂类
物质（如矿物油、植物油等）而引发的肺部炎症
性疾病，多见于儿童误服或吸入油脂后。这种
疾病发病急、症状重，常表现为咳嗽、气促、发
热、发绀等，严重者可导致呼吸衰竭。其临床表
现和影像学特征缺乏特异性，诊断难度较大，且
传统药物治疗效果有限。

该院儿科主治医师郭悦华迅速通知科室呼
吸介入团队负责人陈雪娟等成员。医护团队在
对小聪完善相关检查，排除相关禁忌证后，迅速
为他进行了两次支气管镜检查和肺泡灌洗操
作，同时联合药物治疗，有效地控制炎症反应，
促进肺部功能恢复。孩子呼吸终于得到了缓
解！

经过为期11天的治疗，小聪终于顺利康复
出院了。出院后门诊随访，肺部影像学完全恢
复正常，监测肺功能正常，恢复良好。

陈雪娟表示，像小聪这种误服的事例常有
发生，而支气管镜治疗是最优解！它将细长的
支气管镜插入患儿的呼吸道，既可以直接观察
气道内病变情况，又可以进行支气管肺泡灌洗，
将沉积在肺部的油脂及炎性分泌物冲洗排出。

据了解，孩子误服油脂，应第一时间送医，
千万不要催吐，否则油脂可能反流入肺，加重损
伤。

幼儿误服油脂
医生用“镜”救命
提醒：误服油脂，不要催吐，否则油
脂可能反流入肺

医护人员为患儿完成支气管镜检查和肺泡
灌洗操作。

一吹空调就鼻塞头痛、浑身乏力

或是空调病
在“报警”

夏季蛇出没 被咬速就医
新会中医院每年收治蛇伤患者约300例 医生：可涂抹硫碘软膏预防，购蛇药备用

在后背膀胱经艾灸，能疏通经络、排出寒湿。

随着气温升高，蛇类活动频繁，毒蛇咬伤事

件进入高发期。“今年以来，我院已接诊70例蛇

咬伤患者。”新会中医院蛇伤科专科主任郭伟文

告诉记者。

作为江门市抗蛇毒血清种类比较齐全，具有

丰富蛇伤救治经验的医院，新会中医院每年收治

的蛇伤患者约300例，高峰时一天近10例。每

年春夏之交到秋季，野外活动、郊游露营、务农施

工频繁，毒蛇的“隐秘威胁”也开始活跃，蛇伤患

者多为田间劳作者或郊野户外工作者。

江门毒蛇分布情况如何？怎么分辨毒蛇与

无毒蛇？遭遇毒蛇咬伤的“生死救援”怎么才能

有效开展？有哪些处理误区？今天一起来探秘

江门的毒蛇情况。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梁爽 通讯员 周游

被毒蛇咬伤后
这样自救

记者了解到，目前，

江门可打抗蛇毒血清的

医院（以各医院实际情况

为准）包括新会中医院、

台山中医院、台山人民医

院、恩平人民医院以及鹤

山中医院，能提供抗银环

蛇毒血清、抗眼镜蛇毒血

清、抗蝮蛇毒血清、抗五

步蛇毒血清。库存根据

使用情况会有变化，建议

有需要的市民提前打电

话咨询。
“被毒蛇咬后，千万

不要通过口吸排毒。”郭

伟文强调，口腔黏膜通透

性非常高，用嘴吸蛇毒等

于舌下含服，容易导致施

救者中毒。
如果被蛇咬伤，该怎

么做？郭伟文建议，遵循

以下步骤：脱离、认蛇、冷

静、结扎、清洗、尽快就

医。
1、脱离。立即远离

被蛇咬的地方，以免二次

被咬。
2、认蛇。尽量记住

蛇的基本特征，包括蛇

形、蛇头、蛇体、颜色、花

纹、大小等。
3、冷静。尽量保持

冷静，切忌慌张奔跑，以

免加速毒素吸收。被咬

伤部位应限制活动，并保

持相对低位（保持在心脏

水平以下）。
4、结扎。用绳子、布

条、毛巾或绷带在伤肢近

心端方向，距离伤口 5—

10 厘米处或在伤指（趾）

根 部 予 以 绑 扎 。 每 隔

15—20 分钟松绑 1—2 分

钟，以防肢体淤血及组织

坏死。
5、清洗。在干净的

流动水下反复冲洗伤口，

去除黏附在伤口处的毒

液。当毒液喷射至眼部

时，及时用干净的水进行

眼部冲洗。最好不要用

嘴吸出蛇毒，因为口腔黏

膜通透性较大，很可能会

使施救者也中毒。

6、尽快就医。拨打

120 急救电话，尽快到有

条件治疗毒蛇咬伤的医

院就诊。

延伸阅读

全世界已知毒蛇有600余种，我
国有68种，江门常见的毒蛇有8种，
分别是青竹蛇、蝰蛇、烙铁头蛇、银环
蛇、金环蛇、眼镜蛇、眼镜王蛇、蝮
蛇。它们头部多呈三角形、尾部较短
粗、色斑鲜艳。

郭伟文介绍：“在江门，最常见的
就是青竹蛇。多年来接诊的蛇伤患
者中，被青竹蛇咬伤的占比可达
70%，然后是眼镜蛇、蝰蛇、银环蛇。”
青竹蛇毒液属于血循毒素，毒性虽然
不是最强的，但给人造成的症状却非

常明显，如肿胀、剧烈疼痛等。眼镜
蛇和眼镜王蛇的毒液属于混合毒素，
被咬后容易出现肢体组织坏死。

在江门农村的山间田野、山边的
房屋、茂密的草丛水沟等地毒蛇易出
没，甚至市区公园、道路旁的绿化带
都可能有蛇出没。据此前报道，市民
曾在开平市区的人民公园、梁金山公
园，以及蓬江杜阮兰石公园等多地看
到毒蛇出没，甚至有的直接跑进居民
家中。

采访当日，记者就见到了两名

在农田劳作时被毒蛇咬伤的患者。
49岁来自开平的韦先生说：“我在
喷洒农药时，不小心踩到了毒蛇，被
咬后伤口像针扎一样，慢慢就失去
了痛觉。”

郭伟文告诉记者，临床中，多数
患者是在农田劳作时被咬，其次就是
去公园散步，或进行钓鱼等户外活动
时被咬。“公园里常见的毒蛇种类比
较少，主要是青竹蛇和银环蛇。青竹
蛇主要在太阳出来后活动，一般躲在
竹子和树上乘凉。”郭伟文说。

根据蛇的生活习性，以上8种毒
蛇在我市分布情况不一，其中，青竹
蛇、银环蛇、蝮蛇多分布在新会沙田
水网地带。蝰蛇、烙铁头蛇生活在山
里，多分布在鹤山、恩平、台山以及新
会司前镇、大泽镇等地山区丘陵地
带。金环蛇多分布在鹤山、恩平、新
会、台山等丘陵地带。眼镜蛇主要分
布在新会、台山等地丘陵及沙田水网
地带。眼镜王蛇多分布在鹤山、恩
平、台山、新会等地山区。

每年春天开始，毒蛇结束冬眠，
外出觅食。唤醒毒蛇的真正原因是
气温的攀升。郭伟文介绍：“我们医
院每年收治蛇伤患者约300例，其中
7月和8月是蛇伤高发期。”

夏季的毒蛇咬人毒素强度比春季
要缓和一点。郭伟文解释，毒蛇伤人

时注入的毒量与它所处状态及体重有
关，饥饿的、冬眠初醒的毒蛇毒液质稠
量多、毒性强度剧烈；而夏天的毒蛇、
刚进食的毒蛇和养殖的毒蛇，毒液质
稀量少、毒性强度比较缓和。

“不同种类的毒蛇其排毒量相差悬
殊。”郭伟文表示，一般而言，个头越庞

大的毒蛇，平均一次排毒量就越大。所
排的毒液，以其干毒率来比较，如眼镜
王蛇平均排一次毒就达101.9毫克，而
银环蛇为4.6毫克。

据了解，在所有被毒蛇咬伤的病
例中，最需要大家引起警惕的是银环
蛇。银环蛇虽然毒量小，但毒性最

强，有“中国第一毒蛇”的绰号，是当
之无愧的“毒王”。银环蛇的毒是神
经毒素，伤者早期表现并不明显，只
是被咬伤部位有局部皮肤麻痹，容易
被人忽视。但是中毒1—2小时后，伤
者就会出现视力模糊、呼吸困难，甚
至心跳都受到抑制的情况。

在新会中医院蛇伤科住院区，记
者见到两名被毒蛇咬伤的患者，他们
的伤口均在脚踝处，有两个深深的牙
痕，周边组织肿胀得十分厉害。

判断咬人的是否为毒蛇，郭伟文
介绍了两种方法：一是从外形来看：
毒蛇体色较鲜艳，头部较大，多呈三
角形，尾部突然变细，短而钝。性情
多凶猛，行动较慢。而无毒蛇体色多
不鲜艳，头部较小，多呈椭圆形，尾部
逐渐变细，长而尖。不主动攻击人，
行动迅速；二是从牙痕来看：毒蛇牙
痕深、大，一般有2个，有一定间距，呈

八字形或倒八字形，对称排列。而无
毒蛇牙痕浅、小，个数较多，间距甚
密，呈弧形排列，如锯齿状。江门市
五邑中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郝玉千特别强调，在无法确定咬伤物
类型时，务必一律按照毒蛇咬伤处
理，不能掉以轻心。被咬后应立即就
医，时间越快越好。

“毒性激烈的毒蛇（例如银环蛇、
眼镜王蛇等）毒素可能在一到两个小
时内让人毙命。”郭伟文表示，被毒蛇
咬伤，最重要的是及时到有蛇伤救治
能力的医院，尽早使用抗蛇毒血清。

使用抗蛇毒血清的黄金时间是2—4
小时内，尤其在抢救危重型毒蛇咬伤
时，时间就是生命，必须及早使用抗
蛇毒血清。送医过程中，尽量乘车，
避免步行或奔跑。

郭伟文提醒，平时要搞好住宅周
围的环境卫生，消灭蛇的隐蔽场所。
外出时禁止手伸老鼠洞、树洞等，远
离毒蛇经常出没的地方，格外小心草
丛深密的地方。遇见毒蛇保持冷
静。蛇的视力较弱，但嗅觉和触觉非
常灵敏，攻击时依靠的主要也是嗅觉
和触觉。遇到一般毒蛇，要及时停下

来，慢慢往后退，把距离拉开，脱离现
场。如遇毒蛇追赶，可采用S形曲线
逃离。

对于喜欢户外运动的市民来说，
到野外郊游爬山时应戴帽子，穿上长
裤和棉质的长袜，尽量避免走入草丛
深处，最好随身带一根长棍用来“打
草惊蛇”。大多数蛇害怕硫黄和雄黄
的味道，最简便的方法是准备一支硫
碘软膏，涂抹在脚部和小腿上，或者
购置备用药，如季德胜蛇药、南通蛇
药等。

在江门青竹蛇最常见 多数患者在务农时被咬

夏季为蛇伤高发期 银环蛇是“毒王”

被咬后要乘车就医 越快越好

↑医生为毒蛇咬伤患者检查伤口情况。

A

→抗蛇毒血清是目前治疗蛇伤最有
效的药物之一。

李女士及家人为产科团队送上锦旗李女士及家人为产科团队送上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