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思思 成为照亮黑暗的一道光

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用担当彰显白衣本色

化解心理危机 呵护“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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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温暖呵护心灵，用生命影响生命。作为江门唯一的地市级精神专科医院，近年来，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建立健全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精神卫生预防、治疗、救助、康复服务体系。

在2023年度广东省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推进会议中，我市荣获“2023年度广东省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先进市”，这是我市连续9年获得省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优秀

市、先进市，各项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精神卫生工作获奖数量再创佳绩。

荣获“2023年度广东省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先进市”、获评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工作先进单位、入选为广东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通过一系列有效举措，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正在

打造江门完善的“精神家园”。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梁爽 何雯意 通讯员 朱嘉茵

“可以加个号吗？”“没问题。”
这是发生在该院心理科主治医师
杨思思诊室前的对话。面对来诊
者加号请求，杨思思不假思索地
答应。

在杨思思的诊室中，既有心
理困惑的正常人，也有罹患情绪
障碍和精神障碍的患者；既有懵
懂迷茫的少年，也有耄耋之年的
老人家。为了满足来访者的不同
需求，杨思思做到专业素养和人
文关怀兼备。

此前，一位临近高考的考生，
在家长的陪同下来诊。他总是莫
名流泪，什么也不想做，也无法上
学。家长也表现得焦虑不已，在
拉扯过程中，亲子矛盾进一步恶
化。

原来，考生担心辜负家人期
望，干脆选择逃避。经过细致了
解情况后，杨思思对他进行心理
治疗和亲子情绪疏导，同时开具
改善情绪及睡眠的药物作辅助。
最后，该考生顺利参加高考。

“对于儿童青少年的治疗，家
庭层面也需要做大量工作。这是
一个多方共同努力的过程。”杨思

思表示，心理医生拥有两大“法
宝”，那就是语言和药物。

问诊时，心理医生需要调动
所有感官，通过来访者描述层层
剥离寻找真相。最专注的时候，
医生会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

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病人的
信任，洞悉内心深处的秘密，这并
非易事。为此，杨思思会特别注意
细节，集中精神聆听，给予适当回
应，全面了解症状，准确诊断及精
准治疗。“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够
帮助到来访者。”杨思思说。

通过十多年来在儿童青少年
心理健康、睡眠健康等领域深耕，
该院心理科挂牌成立了江门市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江门市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基地，并承担
全市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获评为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工作先进
单位”、“广东省心理卫生工作先进
集体”，工作成效广获肯定。

此外，增设公众号预约服务、
全年无休的便民门诊服务，开展
未成年人心理治疗工作，为群众
就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提高了
患者满意度。

在该院精神一科，患者大多受幻觉、
妄想症状或情绪波动的影响，会不同程度
地对公共或自身安全造成危害。这一群
体病情变化时，情感淡漠或者情绪激动，
难以沟通，甚至对周围人产生敌意。

“除了药物治疗外，还需耐心沟通、倾
听需求、获得认同，才能更好地开展诊
治。”该院精神一科副主任医师曹健伟表
示，他在提高专业精神医学知识的同时，
还重视提升沟通技巧。

一天，曹健伟正准备吃晚饭时，来了
一名急症患者。他赶紧放下手中的碗筷，
忙前忙后处理患者，忙完已是晚上11时。

当时，患者意识不清，入院前数天未
吃喝，有精神疾病史多年，子女都在国
外。患者发热、腹胀、呕吐、打砸物品，精
神症状及躯体症状明显，当地综合医院及
精神专科都束手无策，简单处理后建议到
上级医院治疗。

看着年迈的家属无助的眼神，考虑患
者再拖延可能有生命危险，曹健伟立即向
有关部门汇报情况。在医院领导的支持
下，医院开放了绿色通道，马上组织多学
科会诊，诊断其为精神分裂症合并肠梗
阻、肺炎、电解质紊乱。

当时，患者嘴唇十分干燥，舌头下还
藏着一小团风干且发霉了的饭粒。护理

人员用湿润的棉签，为患者一点点清理干
净。经过系统的治疗和护理，目前患者康
复得非常好，患者的女儿还特意从加拿大
寄回一面锦旗表达谢意。

近年来，抑郁症人群比例逐年递增，
呈年轻化趋势。重度抑郁发作病患，往往
合并自杀自伤行为。对于危急患者，单纯
服药治疗效果不太理想。该院积极开展
MECT（改良性电痉挛治疗），对重性抑郁
发作、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等疾病均有良好
效果，可以快速控制病情，减少自杀自伤
风险。

此前，一名重度抑郁发作的年轻患
者，有明显的自杀自伤行为，抗拒服药。
考虑患者病情较急，曹健伟为其进行
MECT治疗。1个多月后，患者好转出
院。

为更好地提供优质诊疗服务，该院精
神一科还积极选派医护人员到上级医疗
单位进修学习，参加省内外学术会议和专
题培训，组织院内和科室疑难病例讨论，
进一步提高专科发展水平。

作为江门市的精神专科医院，该院精
神一科长期派出精神科专家团队与各镇
街卫生机构进行对接，提供点对点、上门
送医送药、协助住院等个体化便民服务，
切实方便当地群众的诊疗和用药。

在该院老年科，患者年纪大，通常
多病共存、多重用药。他们脏器功能
逐渐下降，身体状况差，疾病变化快，
有的甚至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老年
患者存在多方面的需求，包括药物治
疗、康复治疗、营养治疗、综合护理、心
理支持等。

为此，该院老年科副主任医师吕
伟垣除了开展老年病的预防和治疗
外，还最大限度维持老年人的躯体功
能状态，提供人文关怀以及临终关怀，
尽可能提高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

5月，该院急诊收治了一名疑难危
重的老年男性患者。其患有“脑梗死、
扩张型心肌病、心房颤动、心功能不
全、高血压病、多发脑血管狭窄、肝肾
功能不全”等多种疾病，存在明显精神
症状。

老年科团队迅速进行老年综合评
估，全面评估患者病情，组织多学科团
队诊疗，制定个性化药物、康复、心理
治疗以及综合护理措施。最终，患者
基础疾病和精神症状控制平稳，肢体
活动能力改善，能自主行走出院，得到
家属的好评。这也是老年科的三大核
心技术“老年综合征、老年综合评估和
多学科团队诊疗”的生动体现。

作为一名医生，不舍昼夜、加班加
点地工作，成为吕伟垣的工作日常，但
他始终无怨无悔，努力解决每位病人
的疾苦。

曾经，一个脑梗死转化脑出血昏
迷的患者，家属表示患者清醒前的愿
望是顺其自然，不做过多的治疗和检
查，去世后进行人体器官捐献。在整
个团队的努力下，病人得以如愿以
偿。在家属一次次的鞠躬致谢中，吕
伟垣也感受到生命传递出的温暖与希
望。

“医学不是万能的，人的生存期是
有限的，必须学会理解和尊重老年患
者的意愿和选择，帮助末期患者和家
人减轻痛苦，让患者安详走完人生最
后一程。”吕伟垣说。

近年来，该院老年科围绕老年医
学三大核心技术，大力推广老年综合
评估，组建多学科诊疗团队，建设亚专
科，引进新技术。全面开展个性化的
药物治疗、康复治疗、营养治疗等，加
强对患者人文关怀照顾，提供优质的
护理服务，提高医疗服务水平。2023
年，该院入选广东省老年友善医疗机
构，老年科入选江门市临床重点专科
建设项目。

江门市职业病防治所医师用专业知识和不懈努力

全方位守护劳动者职业健康
职业健康关乎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与工作能力，良好的工作环境可以保障劳动者的健康安全，保障

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江门市职业病防治所的医师们长期奋战在职业健康防护的第一线，用专业知识
和不懈努力，全方位守护广大劳动者的职业健康。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张泽彬 梁爽 通讯员 陈雪欣

黄春莹 恪尽职守当好“职防人”
黄春莹是江门市职业

病防治所监护检查科的一
名检查医生，在纯音听阈
测试检查岗位工作。进行
该项检查的劳动者大多是
接触了噪声这一职业病危
害因素。在与劳动者接触
的过程中，她深切感受到
她自身肩负着保护劳动者
职业健康的重任。

32岁的张先生是一名

长期接触噪声的劳动者，近
日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
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听力
受到了严重损害，已经不适
合从事噪声作业岗位。“如
果张先生能对噪声危害有
充分认识，在工作中采取有
效的防护措施，这些都是可
以避免的。这让我意识到
对劳动者进行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健康教育的重要

性。”黄春莹说。
她表示，自己将通过阅

读书籍、参加专业培训和继
续教育，获取最新的职业健
康知识和技能；参加各种职
业病的诊断，拓宽自己的专
业视野；在实际工作中不断
积累经验，不断总结和反
思，提高综合能力。

江门市结核病防治所医师默默奉献、无悔付出

筑起抗击呼吸道疾病的防线
在江门市结核病防治所，一群医师默默奉献、无悔付出，筑起一道抗击呼吸道疾病的

防线，每一项细致的检查、每一个治疗方案的制定、每一次耐心的沟通，都凝聚了医师们
的智慧和汗水，体现了医师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张泽彬 梁爽 通讯员 侯雪静

刘海斌 不断学习应对挑战
刘海斌是江门市职业

病防治所监测评价科的一
名医生，主要参与完成国家
放射卫生以及职业卫生专
项监测。依据监测数据，刘
海斌可以分析工作场所及
其工作人员接触到有害性
因素的危险度高低，并对职
业性危害因素可能造成的
危害进行宣传，加强劳动者
的自我保护意识。

对于刘海斌来说，工作
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在工作中，怎么将学校教授
的知识和现实工作实践结
合是一个需要磨合的过程，
加上工作涉及到的监测标
准比较复杂、仪器设备也比
较多，需要花费较多时间来
熟悉相关标准以及仪器设
备的操作。通过跟随有经
验的同事进行现场学习，再
对比标准文件，刘海斌工作
起来越发得心应手。

职业卫生检测一进行
往往需要数个小时，刘海斌

不辞劳苦，一直坚守在岗位
上。

刘海斌表示，他将紧跟
技术发展，跟随前辈们一起
探索学习更多的监测技术
手段，以适应新时代职业健
康危害监测的不同挑战；更
多地下到基层企业进行职
业病防治宣传，打破知识壁
垒，让更多企业、工人做到
对职业危害心中有数，防护
有方。

陈雪欣 多措并举守护健康
陈雪欣是江门市职业病

防治所的一名医师，从事职
业卫生工作2年以来，她通
过质量控制管理、健康教育
工作“双管齐下”，从医疗机
构、用人单位、劳动者等多方
面充分保障劳动者健康。

在质量控制管理工作
中，陈雪欣通过定期和不定
期的质量监督，保障医疗服
务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例

如通过已建立的一系列质
量监督评估体系，规范医务
人员的专业技能操作，监督
医用设备的有效性，保障各
项工作均在国家规定的技
术规范、操作规程、标准检
验程序的控制下有序开展。

职业卫生工作是一个
相对独立和专业性强的工
作。以质量监督管理为例，
涉及的内容包括仪器设备

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和
内部质量管理体系等，怎样
读懂检查细则和做好管理，
对于陈雪欣来说都是新的
挑战。

陈雪欣表示，她将把握
好学习和教育机会，持续关
注职业健康的最新动态，主
动学习，做好工作，为职业
卫生事业贡献力量。

刘福茂 从“心”出发服务患者
刘福茂是江门市结核病防

治所康复治疗中心的一名康复
治疗师。在帮助患者进行康复
治疗的过程中，刘福茂不仅关
注患者的身体状况，还积极与
患者沟通，倾听反馈，帮助他们
更顺利地完成康复治疗。

“做了康复治疗的当晚，我

睡不着觉，这是什么原因？”近
期，50多岁的谢阿姨在进行康
复训练后，出现了入睡困难的
情况。在与谢阿姨交谈的过程
中，刘福茂了解到她是一名焦
虑症患者，推测入睡困难是焦
虑症惹的祸。他对康复训练中
身体会出现的正常现象进行解

释，帮助谢阿姨排除疑虑，卸下
“心理包袱”。经过6次训练
后，谢阿姨顺利康复。

刘福茂表示：“希望更多患
者可以了解康复治疗，通过康
复治疗缓解症状、缩短病程、预
防并发症，早日回归家庭、回归
社会。”

周春华 中西医治疗解患者之忧
周春华是江门市结核病防

治所住院部中西医结合主治医
师。从医14年，在综合医院积
累的工作经验让她治疗合并有
多学科多系统疾病的患者更加
得心应手；在住院部呼吸系统
疾病的诊治以及中西医结合门
诊中，周春华将工作经验与中
医知识相结合，帮助患者摆脱
病痛困扰。

今年年初，江门市结核病
防治所中西医结合诊室开始运
营，中西医结合诊疗的方式受
到不少就诊患者的欢迎。“来江
门市结核病防治所前，我已经
咳嗽4个月了，晚上咳得睡不
着觉，在多家医院就诊过都未
能见效。本来已经不抱希望
了，没想到在这里治好了！”近
期，经过周春华3次中西医结

合治疗，37岁的患者李女士成
功摆脱困扰了她4个月之久的
烦恼。像李女士一样通过中西
医结合治疗顺利康复的患者还
有很多。

周春华表示，她将针对就
诊患者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
更规范化学习，向中医经典、中
医名家学习，并将知识应用到
临床实践中。

陈家福 妙手仁心护航“畅快呼吸”
在江门市结核病防治所住

院部，住院医生陈家福通过支
气管镜检查、介入治疗，帮助患
者抗击气管、支气管结核，还患
者通畅呼吸。

60多岁的陈阿姨患有支
气管结核，左侧主气道狭窄，周

边有肉芽覆盖，平时呼吸很辛
苦。陈家福仔细研究和评估病
情，并通过支气管镜帮助陈阿
姨扩张开气管、清除肉芽、引流
痰液，效果立竿见影。

从医22年，陈家福曾遇到
过不少支气管狭窄没有得到及

时诊治导致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的病例，这让他深知气管镜检
查的重要性。他表示，将不断
学习，寻找更好、更便捷的治疗
方式，帮助患者保住现有肺资
源，解除病痛。

苏惠平 防“核”战线上的“多面手”
苏惠平是江门市结核病防

治所医务科主管医师，已有15
年工作经验。在岗位上，她凭
着一股“拼劲”，兼顾行政工作
和结核病控制预防工作，是防

“核”战线上的“多面手”。
2020年，苏惠平曾参与我

市“十三五”结核病防治规划终

期评估工作。作为现场调查
组的负责人和第一撰写人，她
认真组织开展调查，确保调查
有序进行；在前期大量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完成了《江门市

“十三五”结核病防治规划终
期评估报告》。最终，全市“十
三五”结核病防治规划终期评

估工作顺利通过省级验收。
苏惠平说，顺利而圆满完成这
一重大任务，让她很有成就
感。

苏惠平表示，她将不断提
高自身素养，实现专业知识与
管理能力“两手抓”。

曹健伟 换位思考解决患者难题 吕伟垣 让老年人更有“医”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