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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程冰凌 童碧亚）“‘家门口’的
卫生院可以就近吸氧，太方便了，
以后不用专程到大医院去了。”昨
天，家住附近的居民蒋师傅来到古
林镇卫生院新开辟的氧疗服务专区
接受吸氧治疗后，频频点赞。

冬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时期，
部分老年人及患有慢性阻塞性肺气
肿等疾病的患者需要氧疗促进康
复，而氧疗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措
施，对新冠感染症状的恢复也有一
定帮助。对此，海曙开设首批氧
疗服务专区，为周边居民提供氧
疗服务。

“我们在输液室提供氧疗服务
的基础上，增设了氧疗服务专区，
对符合指征的感染者提供氧疗服
务 ， 更 好 地 满 足 居 民 的 氧 疗 需
求。”古林镇卫生院副院长黄科成
介绍，医生在接诊时会先评估患者
的情况，判断是否需要吸氧，出现
呼吸不畅但病情不重，患者吸氧后

可在中心进行后续治疗。若情况较
为严重，则会安排病人先吸氧缓解
症状，再转诊上级医院治疗。这样
既减少了轻症患者的就医成本，又
缓解了上级医院的就诊压力。

除了古林镇卫生院总院外，各
村卫生室都增加了血氧仪、氧气瓶
等设备，方便符合就医条件的居民
就近获得治疗。

目前，海曙在海曙区第三医
院、月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古林
镇卫生院、高桥镇卫生院等区属医
疗机构开设了首批氧疗服务专区，
均有不少居民前去吸氧，直呼方便。

海曙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各个区属医疗机构已开设
基础氧疗服务，接下来陆续开展氧
疗服务专区，提供氧气袋租赁等服
务，有效为居民纠正缺氧情况，缓
解呼吸困难，保护重要脏器，让新
冠感染后的“阳康”病人可以就近
获得治疗。

海曙区开出首批氧疗服务专区

通讯员 杨文颖 记者 陈敏

“医生，我的背好疼，会不会
心梗了呀？”近日，一名 30 多岁的
女性患者蜷缩在轮椅上被家属推进
北仑区人民医院 （浙大一院北仑分
院） 急诊科诊室。患者濮女士自述
新冠抗原阳性 4 天，从前一天开始
左侧背部隐隐作痛，当天疼痛加
剧。在网上搜索了相关症状后，怀
疑自己心梗，吓得她赶紧来到急诊
就诊。

接诊的急诊科医生胡晨姣为濮
女士作了检查后，初步排除了心
梗。看到濮女士频频咳嗽，咳嗽时
疼痛剧烈，胡医生立即想到了一种
可能——肋骨断裂。后续肋骨 CT
平扫结果证实了胡晨姣的判断：左
侧肋骨骨折。

“不会吧！我最近没有撞到肋

骨。”确定不是心梗而是肋骨骨折
后，濮女士一下子恢复了精神，觉
得很不可思议。“考虑是咳嗽把肋
骨咳断了。”胡医生解释，“这种情
况在骨质疏松的老年人中比较常
见，你这个年纪又没有相关遗传疾
病，确实比较少见。”

据濮女士回忆，她“阳”的前
几天持续低烧，从前天开始感觉有
痰。她害怕痰没有咳出会引起肺
炎，就主动地用力咳嗽，哪怕没有
明显的痰意，也非要把痰咳出来。
没想到咳嗽能把肋骨咳断。后续，
濮女士将佩戴肋骨带静养休息。

胡医生提醒，不论是否“阳
了”，如持续剧烈地咳嗽，首先应
及时就诊排除肺炎等疾病。如出现
咳了一次后，越咳越想咳，咳个不
停的情况，可以人为控制减少咳嗽
的频率。配合止咳化痰药物、抗过
敏药物，有助于减少气道高反应诱
发的剧烈咳嗽。如果本身没有痰
意，出现要剧烈频繁咳嗽的感觉，
可以深吸一口气，捂住口鼻，等咳
嗽的感觉缓解后，再慢慢地呼气。

“阳了”咳咳咳
竟然把肋骨咳断了

孙维国

据《宁波日
报》报道，镇海

庄市街道集贸市场的一家千里香馄
饨店内，前来堂食和打包的客户渐
渐多了起来，老板娘黄女士忙得不
可开交，她欣喜地发现，以往那股
熟悉的“烟火气”正在慢慢回归。

“烟火气”的回归意味着人们
的生活正在恢复常态。“生活恢复
常态”原本是再平常、再普通不
过的事情，但由于疫情影响，三
年了，“生活恢复常态”总是被疫
情一次次打断，人们对“生活恢复
常态”的期盼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迫切。

2022 年 每 个 人 都 过 的 不 容
易，尤其是疫情防控措施调整后，

病毒传播速度之快让人始料未及。
尽管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进行预防，
但许多人相继感染新冠病毒。每个
人都在与病毒进行较量，每个人都
是与病毒战斗的英雄！

新 的 一 年 已 经 到 来 。 希 望
2023 年我们欢笑更多一些，泪水
更少一些。愿我们 2023 年平安健
康，希望我们都能苦尽甘来，待到
春暖花开时，一切恢复常态，一切
重回美好。

虽然新冠病毒短期内不会消
失，我们与病毒的斗争还将继续，
但没有任何困难不可逾越，没有一
个冬天不会过去，疫情终将会离我
们而去，病毒的阴霾也终会散去，
我们的生活也将会真正回归日常。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新华社记者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工作重心
从“防感染”转向“保健康、防重
症”。在中成药的使用中，很多药
的适应症都有风寒和风热的区别，
该如何判断自己的症状是寒证还是
热证？怎么选中药治疗更有效？如
何避免用药误区？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组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
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作出专业解答。

问：很多中成药的适应症都有
风寒和风热的区别，该如何判断自
己的症状是寒证还是热证？怎么用
药才能更对症、更有效？

答：新冠病毒感染从中医来看
属于“疫”病范畴，通俗地说，是
传染性很强的外感病。对于外感
病，不管其诱因是风寒还是风热，
出现临床症状大部分都表现出发
烧 、 怕 冷 、 乏 力 、 咽 喉 疼 痛 等 。
无论是风寒还是风热引起的临床
不适，运用具有解表功能、治疗
感冒的药物治疗都是有效的。如果
有专业医生运用中医理论进一步区
分风寒、风热进行治疗，可能效果
会更好。

临床表现为发烧、很怕冷、肌
肉酸痛、咽干咽痛、乏力、鼻塞流
涕等症状的，多属于风寒导致，宜
服用疏风解表的中成药，如在北方

地区常用的感冒清热颗粒、荆防颗
粒等。

临床表现为发热、咽喉疼痛明
显，怕冷不明显，肌肉酸痛、乏
力、咳嗽等症状的，多属于风热导
致，宜服用疏风清热或者化湿解
表、清热解毒的中成药，如宣肺败
毒颗粒、清肺排毒颗粒、蓝芩口服
液等。

问：《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中
医药干预指引》以及各地出台的指
南指引推荐了很多中成药，个人参
照这些方案，该怎样选中药？如何
避免用药误区？

答：个人选药时，应注意以下
几方面：

一是经早期治疗，新冠病毒感
染者一般 2 至 3 天体温就可以恢复
正常，之后一些患者会出现咽喉疼
痛、咳嗽、声音嘶哑等症状，此时
宜服用具有宣肺止咳功效的中成
药，如急支糖浆、通宣理肺丸等；
咽喉疼痛明显者加用几天利咽解毒
止痛的中成药，如六神胶囊、清咽
滴丸等。

二是部分人会出现乏力、呕
吐、腹泻，从中医来看是湿邪明
显，宜服用化湿解表类的药，如藿
香正气水、藿香正气胶囊等。但此
时不宜服用清热解毒的药物，以免
导致腹泻或消化道症状加重。

三是儿童出现发热、咽干咽
痛、咳嗽等症状，可以用疏风解
毒、清热宣肺的药物，如儿童清肺
口服液等；如发热、食少腹胀、口
臭、大便干结，可以用消积导滞、
清热宣肺的中药，如小儿柴桂退热
颗粒等。对于一些特殊体质的孩
子，如过敏性体质，用药前一定要
向儿科医生咨询。对于婴幼儿，除
了吃药还可以采用非药物治疗手段
来缓解症状，如推拿、捏脊或者中
医刮痧。

风寒风热如何区分？服中药如何更对症？
——权威专家回应防疫热点问题

记 者 陈 敏
通讯员 程冰凌 童碧亚

“她是我们的健康守门人！”
在听闻毛泽燕被评为 2022

年 度 “ 中 国 家 庭 健 康 守 门 人 ”
时，昔日签约毛泽燕为家庭医生
的老人喜不自禁。毛泽燕是海曙
区江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
师，“她获得这一荣誉，实至名
归。”中信白云社区的徐老太对
记者说。

“毛医生到哪，我就
跟到哪”

“唐阿姨，我来看您了，今
天感觉还好吗？”“毛医生，一看
到你，我就全好了！”昨天早上
8 时，毛泽燕依约来到海曙区欢
乐家园的唐阿婆家，卧病在床的
唐阿婆拉着毛泽燕的手开心得不
得了。

说起来，88 岁的唐阿婆已
不属于毛泽燕的服务对象。去年
2 月，毛泽燕因工作需要从白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到江厦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听闻毛泽燕
医 生 要 调 走 ， 唐 阿 婆 却 不 依
了：“毛医生给我当了 7 年的家
庭医生，我只认她一个，毛医
生到哪，我就跟到哪！”在老人
的坚持下，毛泽燕答应老人，以
后仍然一年一次为她上门体检，
平时老人有什么需要，仍然可以
找她。

就这样，毛泽燕虽然已不再是
唐阿婆的家庭医生，却依然行使
着老人家庭医生的职责。就在几天
前，卧病在床的唐阿婆感染了新冠
病毒，血氧饱和度一度跌至84%，
可老人说什么也不愿意上医院。无
奈之下，家人向毛泽燕求助。毛
泽燕一次次通过微信指导老人用
药，考虑到自己马上要参加市两
会，一开就是几天，放心不下的
她便决定上门为唐阿婆做个检
查，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其实，毛泽燕还拥有很多像
唐阿婆这样的“铁粉”。自毛泽
燕调到江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后，白云街道 10 多位老人
平时看病配药，总是舍近求远
前来寻找毛泽燕，有对 80 多岁
的夫妇，每次来江厦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都要转两趟公交车，
下车还需要步行 10 多分钟。因

为不放心老人途中的安全，毛泽
燕多次劝说老人就近就医，可老
人总是笑呵呵地说：“其实，我
们只是想借看病的机会来看看毛
医生。”

她就是我们的“众家囡”

从医 17 年，担任了 11 年的
家庭医生，5 年签约居民 3000 余
人次。今年 44 岁的毛泽燕一直
是白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人
数最多、最受居民信任的社区契
约式家庭签约医生。每次毛泽燕
进社区，大伯大妈便会亲切地拉
着她。89 岁的朱大爷说：“毛医
生就是我们居民的‘众家囡’，我
们像相信自己女儿一样信任她。”

信任的背后，是毛泽燕多年
来的“以爱心换信任，把患者当
亲人”。

白云社区有位老人，患有高
血 压 、 帕 金 森 病 和 阿 尔茨海默
病，常年卧床。2016 年 6 月的一
天，老人的儿子前来向毛泽燕求
助。当时，老人刚刚出院，医生给
他装了留置导尿管，并嘱咐每个月
要更换一次。毛泽燕应约上门，
为老人更换导尿管。此后，毛泽
燕每月一次上门为老人门诊，一
直坚持了 4 年多，不曾间断。

自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
整以来，很多市民先后感染了新
冠病毒，家住白云社区 89 岁的
朱阿婆也感染了。可是，朱阿婆
唯一的儿子恰巧生病住院，独自

居住的朱阿婆翻遍了家，也没能找
到感冒药、退热药。那天晚上，发
着高烧的朱阿婆拨打了毛泽燕的手
机：“毛医生，我发热了，家里没
药⋯⋯”听着老人的哽咽声，毛泽
燕立马放下手头的家务活，一边柔
声安慰老人，一边翻找自家的药
箱，让人将一板感冒药、2 颗退热
药送到老人手里。细心的毛泽燕还
专门拍了一个视频，耐心地告诉老
人怎么用药。

“有困难，找毛医生。”像朱阿
婆一样，很多居民碰到困难，第一个
想到的就是求助毛泽燕。在毛泽燕
心中，每一个居民都是她的亲人。

做一个合格的“健康
守门人”

基层医生招不进留不住。这是
很多基层医疗机构面临的一个难题。

毛泽燕不曾因为自己是一名基
层医生而感到遗憾。她认为，不管
是在大医院，还是在基层医疗机
构，医生的职责和使命不会发生变
化。她说：“医生从来就是‘救死
扶伤、治病救人’的人，是把患者
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人，在基层
一样能实现医生的价值。”

这些年，毛泽燕带领团队不断
完善就诊模式，根据患者的病情、
性格和家庭情况提供更个性化和细
致的诊疗方案和服务，为促进宁波
市契约式家庭医生制服务及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分级诊疗的就医模
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毛泽燕还是守护患者生命健康
的“钻研者”。生活中，很多老年
人病急乱用药，除了医生配的药，
还偷偷买很多道听途说的“特效
药”。为此，毛泽燕专门研究起了
药物。辖区内84岁的王老伯是一个

“药罐子”，每次吃药一大把仍时常
感觉不舒服。经过全面检查比对，
毛泽燕发现老伯在服药时至少有 4
种并非必须用药。在她的建议指导
下，老人的药物从原来的 17种减少
到 10种。吃的药少了，钱省了，老
人的身体状况还逐渐好转了。

在毛泽燕看来，通过健康管理
来预防居民得大病、患重病，这是
一名基层医生的职责。在 90 岁陈
大爷的心里，毛泽燕就是他的救命
恩人。三年前的除夕前夜，毛泽燕
打电话向老人送新年祝福，感觉老
人说话有点含糊，就警惕地问了一
句，结果得知老人正头晕，早上起
床时还口吐白沫。“赶紧送医院！”
在毛泽燕的再三催促下，家人将老
人送医，确诊老人得了脑梗，幸亏
送医及时，捡回了一条命。

2016 年荣获浙江省“优秀基
层医师”称号，2017 年获得“宁
波 好 人 ” 称 号 ， 2019 年 被 评 为

“最美海曙卫生人”、宁波市“优秀
家庭医生”和宁波市“五星级家庭
医生”，2020 年获评“海曙区第四
轮优秀中级卫生技术人才”，2021
年获得宁波市“五一劳动奖章”，
她还成立了“毛泽燕工作室”。面
对荣誉，毛泽燕说，自己只想做一
个合格的“健康守门人”。

“在基层一样能实现医生的价值”
——记“中国家庭健康守门人”毛泽燕

通讯员 李 珂 刘春霞
记 者 陈 敏

“血压下降，血氧饱和度测不
出，立刻准备去甲肾上腺素微泵升
压，调节呼吸机参数！”患者病情
恶化，医护人员争分夺秒与死神展
开肉搏⋯⋯

自这波疫情以来，这一幕几乎
天天在各大医院 ICU 上演。

记者在镇海区中医医院 ICU
看到，门外，焦急的家属在走廊上
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急诊留观室里

的重症患者还在等待着床位；门
内，医护们日夜无休。在 ICU——
这场生死时速的赛跑中，前一秒风
平浪静，后一秒惊心动魄，医护人
员承受着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和巨
大压力，他们白衣执甲，守护着生
命的希望之光。

ICU 病房里的空气仿佛是凝固
的，病人在镇静剂作用下大多时候
处于沉睡状态，床位边放置、运行
着精密先进的生命维持仪器，病房
里只能听见医疗仪器不断响起的

“滴滴”声。“即使肺部 CT 显示病

变的面积没有那么大，但对于一个
80 多岁的老年人来说，这些可能
足以让他出现呼吸衰竭。”重症医
学科李鹏飞主任告诉记者，疫情放
开后不到一个月，ICU 重症监护室
里的病人明显增多，大多是老年
人，发烧三四天甚至一周以上，喘
得极快，有的老人血氧饱和度甚至
低于 50%，家人几乎无法唤醒。

“ 现 在 已 经 没 有 多 余 的 床 位
了，医生护士满负荷运转，吃住基
本都在医院，很久没回家了，也不
敢回家。”李鹏飞说，作为新冠医

疗救治战役的生力军，他和同事都
是非重伤不下火线，24 小时严防
死守，守住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对大多数人来说，感染新冠病
毒后最好的良药是休息，“阳了”
需要休息，转阴后更需要休息。然
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休息”已
成了他们的一种奢望。护士长陈燕
枫沙哑着嗓子说：“ICU 的工作量
与普通病房有着巨大的差别，穿上
厚厚的防护服，虽然多了一重保
护，同样也多了一层束缚，我们肩
上的责任如此之重，有护士发烧到
39℃依旧坚守岗位，大家都是带病
上岗，努力维持着医疗救治工作的
运转。同事之间不断加油打气，希
望熬过寒冬，便是春暖花开。”

ICU病房里的生死时速

毛
泽
燕
门
诊
中
。

（
程
冰
凌

童
碧
亚

摄
）

本报讯（记者张燕） 记者从宁
波轨道交通获悉，自 1 月 5 日起，
宁波地铁全线网列车行车间隔恢复
正常。

受疫情影响，自 2022 年 12 月
25 日起，宁波轨道交通对全线网
行车组织做了适当调整，包括取消
1 号线和 3 号线的小交路并改为单
一交路、调整行车间隔等。

昨天晚间，记者咨询宁波轨
道 交 通 热 线 83070000， 工 作 人 员

告知，1 月 5 日起，全线网恢复正
常，意味着 1 号线和 3 号线继续实
施大小交路，1 号线的小交路为望
春桥至东环南路，大交路为高桥
西至霞浦；3 号线小交路为南部商
务区至大通桥，大交路为大通桥
至 金 海 路 。 行 车 间 隔 也 恢 复 至
2022 年 12 月 25 日之前，不同线路
在工作日、休息日以及高峰、平
峰、低峰时间段的行车间隔并不
相同。

宁波地铁全线网列车
行车间隔今起恢复正常

一居民在氧疗服务专区接受吸氧治疗。 （程冰凌 童碧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