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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8版

������据健康报消息 （记者王倩 特
约记者 周厚亮） 近日， 一项由中
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危重医学专委
会主任委员、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综合重症监护室主任孙同文
牵头， 全国各地重症医学专家共
同参与制定的 《重型和危重型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断和治疗专家
共识》 在线发表于 《中华危重病
急救医学》 杂志。 《共识》 在对
疫情较重地区重型和危重型患者
的诊断及治疗措施分析总结的基
础上， 明确了重型和危重型新冠
肺炎诊断标准， 从药物治疗、 脏
器功能支持治疗、 心理治疗等方
面制订了详细的治疗方案， 供临
床参考。

《共识》 指出， 针对重型和
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的一般治疗

原则是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 积
极防治并发症， 治疗基础疾病，
预防继发感染， 及时进行器官功
能支持 。 抗病毒治疗可联合应
用， 但不应该超过 3 种。 瑞德西
韦是目前治疗新冠肺炎具有潜力
的药物之一， 但其疗效和安全性
仍待临床试验证实。 不建议常规
给予全身性糖皮质激素治疗， 但
对于重症患者， 应考虑使用糖皮
质激素以减轻或阻止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进展。

《共识》 认为， 对重型或危
重型新冠肺炎患者应立即开始氧
疗。 对严重的急性低氧性呼吸
衰竭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需尽早行进一步呼吸支持治
疗。 对严重急性低氧性呼吸衰
竭和轻中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患者 ， 首选高流量鼻导管吸
氧， 次选无创通气治疗， 由具备
熟练气管插管技能的医护人员密
切监测病情变化。

《共识》 建议， 应对重型或危
重型新冠肺炎患者尽早启动肠内
营养， 尽早给予肠道微生态治疗，
维持肠道系统正常功能， 减少继
发细菌感染。 将含有新型冠状病
毒抗体的人恢复期血浆用于病情
进展较快、 重型和危重型患者，
可以作为特异性治疗的一种选择。
鼓励患者适度释放情绪， 必要时
可通过药物干预。

新冠肺炎
重症诊治

������健康中国战略， 为新时代卫
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 全国
各地各部门为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 不断开辟新路径、 推出新举
措 ， 百姓的健康获得感稳步提
升。 从今日起， 本报联合湘潭市
妇幼保健院举办 “健康中国我行
动” 头条新闻竞赛活动， 旨在展
示各地在践行健康中国行动中的
责任与担当， 发掘各地深化医改
新亮点， 共享科技创新成果， 彰

显医护人员新风采， 尤其是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新作为、 新担
当， 以期进一步凝聚起建设健康
中国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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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新闻竞赛时间：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底。 本报将组织
专家评奖委员会， 对刊发的参赛
作品遴选评奖。 本次头条新闻大
赛设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2 名，
三等奖 6 名， 并向获奖者颁发奖
金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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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 在
湖北黄冈大别山区
域医疗中心六病
区， 湖南省第二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 邵东市人民医
院消化肾内科及胃
镜室护士长封敏
（右） 与同事在进
行院感督查工作，
查看防护与消毒物
资。 由于院感工作
到位， 为六病区医
护人员筑起坚固的
院感防火墙。

通讯员 李湘兵
何烈人 摄影报道

筑好院感防火墙

彰显担当
□汤江峰

自 我 隔 离有了专家共识

“健康中国我行动”头条新闻竞赛启事

防疫期间， 如何应对孩子的心理问题？

头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协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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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 日， 记者听到一个湘潭
返乡村民自我隔离的故事， 深有感
触。

外出打工的司机赵彪， 1 月 22
日从武汉回到老家湘潭县杨嘉桥镇
荆洲乡金洪村， 从踏上回家之路的
那时起， 他用酒精给行李箱消毒，
出门就戴口罩和手套。 一路上乘车
转车， 也没有摘下口罩、 手套， 不
和任何人交谈。 回到村上， 他又主
动向村干部报告， 自觉跟父母亲保
持“距离”， 独自一人， 吃住在家中
二楼， 18 天后， 安然无恙。 他仍不
放心， 让村干部喊来镇卫生院医生
采血取样， 做各种检测， 确定没有
感染新冠病毒肺炎， 他才走下楼来。

金洪村村长罗虎兵说， 类似赵
彪这种情况的， 村上就有好几个，
他们很自觉。 村民的警惕性也蛮高，
一旦发现从外地回家过年的人， 都
在第一时间主动报告。 从这些普通
村民的行为不难看出， 他们防范意
识强， 防护措施又得当， 在他们的
身上， 彰显了健康中国所倡导的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 的担当。 这种责任意识， 不仅
是一种健康理念， 一种科学素养，
更是一种高度社会责任感。 他们不
愿连累社会和他人， 不愿给疫情防
控添堵添麻烦。 这份担当， 既是对
自己生命负责， 更是对他人健康负
责， 无疑是疫情非常时期所迫切需
要的。

在疫情袭来的危机和挑战面前，
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 没有“局
外人” 和“旁观者”。 每位公民都是
科学防控链条上至为关键的一环，
再详尽的防控方案， 也难以囊括工
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就需要每
一位公民检视自己的生活方式， 检
视自己的行为习惯， 检视自己对待
社会和他人的态度， 从而自觉远离
愚昧无知， 远离妄自尊大， 远离种
种陋习， 学会用科学与理智去思考，
用规矩与良知去导行， 拥抱积极健
康的生活方式。 如果每个人都能像
回乡司机赵彪一样自觉尽职尽责、
尽心尽力落实各项疫情防控具体举
措， 就一定能打赢这场健康保卫战，
迎来姹紫嫣红的生命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