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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荣春 李祉萱）不少市
民遇到过小便异常，如小便出现很多
沫沫、排尿不畅、疼痛……但尿液中出
现粪便，实属罕见。市一院多学科专
家团队日前在全市首次开展腹腔镜联
合膀胱镜行直肠膀胱瘘手术，帮助尿
液中出现粪便的患者解除罕见病痛。

姚先生今年60岁。3个月前，他
总感觉小便时尿液浑浊，“当时并没有
在意，没想到随着时间进展，尿液越来
越‘脏’”。姚先生赶紧赶到市一院就
诊，辗转之下找到胃肠外科主任医师
王海涛。结合姚先生的症状和既往病
史，王海涛得出诊断：直肠膀胱瘘。

“尿液中的浑浊物是由粪便污染
所致。由于膀胱与直肠之间形成一条
开放的瘘管，导致尿中出现了粪便。”
王海涛解释道，“姚先生在3年前出现
不明原因的腹腔脓肿，并做过手术，此
次异常情况很可能是由此导致的。”

专家介绍，膀胱直肠瘘较为罕见，
通常是由于先天性发育异常或后天性
创伤、炎症、肿瘤侵犯等原因引起，男
性较多见，主要表现为尿里有粪、粪里
有尿，患者会因粪便进入膀胱引发排
尿困难、尿频、尿急等症状，或因尿液
入肠道引起大便异常、腹痛等情况，严
重影响生活质量。

姚先生一下子懵了：两个“独立”
工作的器官突然连通了，未来还可能
会出现更加严重的病情，这可怎么办？

由于此类疾病发病率极低且存在
很多不确定因素，手术需要切除瘘道，
甚至重建膀胱和肠道，遇到病情复杂

的还需要分期开展手术，对医生团队的
手术设计和操作是极大挑战。以往，常
州患者都会转诊至上海、北京等地开展
治疗。为更快速解除患者病痛，王海涛
决定联合多学科团队攻克“壁垒”，与泌
尿外科副主任庄乾锋等专家充分评估
疾病特征和患者病情后，结合患者和家
属意愿，决定开展腹腔镜联合膀胱镜手
术，“一站式”解除病痛。

姚先生在市一院住了下来，完善相
关住院检查。制定好手术方案和应急
预案后，王海涛团队、庄乾锋团队与麻
醉科、手术护理团队默契配合，科学精
细地开展手术。

“泌尿外科团队首先通过膀胱镜检
查确定膀胱‘瘘口’的位置、大小和形
态，胃肠外科团队再通过腹腔镜分离腹
盆腔内粘连，后侧分离出直肠和乙状结
肠，前侧分离出膀胱，保护好髂血管和
输尿管，随后沿着致密粘连从直肠前壁
逐步向膀胱移行分离，并前后侧会师，
最终确定膀胱与直肠间的异常组织。”
王海涛介绍。

仔细探查、精准分离……专家团队
有条不紊地推进手术，而完成上述精细
复杂的操作还仅是手术的第一步。随
后，专家团队再次联合腹腔镜和膀胱镜
确定瘘管位置，并开展瘘管切除+膀胱
瘘口修补+直肠瘘口修补手术，为确保
直肠瘘口能顺利愈合，团队还做了预防
性回肠造口手术，待患者恢复后择期再
行回肠造口回纳手术。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护下，姚先生
已于近日出院。

市一院多学科团队双镜联合微创“补漏”
尿液中竟然出现粪便？

本报讯（李青 七轩）杨师傅在我
市遥观某工厂上班，日前工作时突然
心脏骤停晕倒。幸而同事第一时间拨
打120急救，杨师傅被及时送往市七
院抢救。得益于院前院内急救的有效
衔接，医护人员们跑赢了“死神”，从

“鬼门关”抢回了一条生命。
市七院急救站点医生李卉回忆：

“接到指派任务后，我们立即前往出事
地点。在路上，我们通过与现场的通
话，了解到患者已无呼吸脉搏，便推测
患者发生了心跳骤停，于是一边赶路，
一边保持通话指导现场人员立即进行
胸外按压。救护车到达现场后，我们
迅速检查患者，印证了心跳骤停的推
测。于是，我们一边继续进行心肺复
苏，一边快速转运。”

4分钟后，救护车到达市七院急
诊科。急诊抢救室医护人员通过120
信息预报屏了解到杨师傅的情况，早
已做好急救准备等候在门口，迅速接
续抢救工作，予以胸外按压、快速开通
静脉通路、使用肾上腺素、气管插管呼
吸机辅助呼吸、除颤、补液、纠酸、导尿
……在历经了4次除颤、持续10分钟
的抢救后，杨师傅恢复了自主循环，被
送往ICU进一步治疗。目前，杨师傅
已转至普通病房，神经功能恢复良好。

2022版《中国心脏骤停与心肺复
苏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七大地理
区域院外心脏骤停患者的存活出院率
仅为1.2%，神经功能预后良好率为
0.8%。杨师傅无疑是幸运的。他的

幸运得益于现场第一目击者及时、有效
的心肺复苏，也得益于院前急救与院内
的一体化救治中每个环节的有效衔接，
真正体现了“时间就是生命”。

市七院是经开区范围内唯一一家
三级医院，为最大程度提升区域内危急
重症患者急救时间，提高急救成功率，
近年来，医院加强构建“大急救”体系，
整合多学科优势，形成资源高度整合、
学科联动协作的一体化综合救治体
系。2022年 11月经市卫健委统筹规
划，市急救中心大力支持成立了常州市
医疗急救网络东部分中心，科学设置经
开区院前医疗急救站点布局，目前已设
置常州七院、横山桥、横林三个急救站
点，实现经开区全区域急救网络全覆
盖，为经开区危急重症患者救治提供了
有力保障。

患者目前神经功能预后良好，这种“幸运
儿”全国仅占0.8%

成功构建院前院内一体化急救系统

工人心脏骤停，市七院抢回一命

链接
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55万人，

因心脏骤停而猝死，平均每分钟约有
1 人死于心脏骤停，其中 90%的心脏
骤 停 发 生 在 医 院 外 。 心 肺 复 苏
（CPR）是抢救心脏骤停最有效方
法。而黄金救援时间只有 4 分钟。
心脏骤停发生后的1分钟内，立即实
施心肺复苏（CPR）和运用自动体外
除颤器（AED）开展急救，抢救成功率
可达90%。每延误1分钟成功率下降
10%，如果超过 10 分钟才开始抢救，
患者的生存机会渺茫。

春夏交替之际春夏交替之际，，怎样吃出健康怎样吃出健康？？
□本报记者 李青 陈荣春 赵霅煜

“最爱江南小满天，樱桃烂熟海鱼鲜。”小满节气后，夏日的氛围越来越浓烈。气
温攀升，雨水愈丰。值此春夏交替之际，怎样吃才健康？

出场专家：新北区三井人民医院主
任中医师杜康

到了小满，就进入夏季第二个节气，
天气逐渐炎热，雨水也多了起来。中医
上来说，这个时节不宜大补，适合吃一些
偏凉性具有一定清热解毒功效的食物。
但随着阳气逐渐到体表来，内脏阳气相
对不足，清热解毒的食物也要适量，过于
寒凉的食物还是要适当。

中医强调药食同源，食补往往事半
功倍。夏季对应的脏器是心脏和小肠，
对身体健康的老人而言，适合吃莲子、苦
瓜、赤小豆、冬瓜、丝瓜等清火食物，肉类
优先鱼、虾、黄鳝这些性味平和富有营养
又容易消化的食物。

不同类型的老人，滋补的方式略有
不同。对于“三高”和脾胃虚弱的老人，
喝五谷杂粮粥是夏季极好的食疗方式。
很多人觉得，糖尿病老人不能喝粥，要避
免血糖升高。但由玉米、薏米、莲子、小
米、赤小豆、绿豆等五谷杂粮煮成的粥，

并不会造成血糖剧烈的波动。和“三高”
人群相比，脾胃虚弱的老人则可在五谷
杂粮里加入适量的精米，更便于消化。

对于阴虚火旺的老人，进补在于补
阴，要遵循滋阴清热的养生原则，不可盲
目滋补，味甘、性平寒凉的鸭肉是很好的
选择。《本草纲目》中记载：鸭肉主大补虚
劳，最消热毒，利小便，除水肿，消胀满，
利脏腑，退疮肿，定惊痫。鸭肉对阴虚火
旺的老人是餐桌上的上乘佳肴。

北方有到了夏季吃羊肉的习俗。中
医认为，夏天吃羊肉能够祛寒解毒、补中
益气，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提高身体
的整体素质、增加高温天气的抗病能
力。对于阳气不足，特别是有慢阻肺、关
节疾病的老人，夏季可以适量吃些羊肉，
起到冬病夏治的功效。

今年，新北区商务局、区卫健局联合
区餐饮协会在多家饭店推出“药食同源
——孟河医派养生宴”，将把孟河医派中
的食补理念更好地推向大众生活。

出场医生：市二院临床营养科营养
师景茜

春夏交替的时节，饮食上除了要以
清淡为主，避免辛辣、油腻之物外，还可
以通过吃应季食材来强身健体。在江浙
地带，此时最有名的当属“尝三鲜”。

“三鲜”分为地三鲜（蚕豆/苋菜/黄
瓜）、树三鲜（樱桃/枇杷/杏子）和水三
鲜（黄鱼/河虾/鲥鱼）。这9样都是当
季食材。

此时的地三鲜口感鲜嫩，蚕豆沙中
带糯，可以带皮食用，能很好地补充膳食
纤维。但要注意的是，蚕豆淀粉含量不
低，若是吃得多，需要相应减少主食摄入
量。初夏的红苋菜味道最佳，且富含花
青素和维生素C，凉拌、煮汤皆宜，可以
帮助抗氧化。黄瓜是不少人初夏开胃的
首选，它含有较多的果酸、果胶和丰富的
纤维素，可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甘油三
酯的含量，含有的丙醇二酸能抑制脂肪
的吸收，是瘦身人士的首选。

树三鲜则是酸甜口味的补水消暑
“利器”，因为含糖量不是很高，糖尿病

患者和减肥人士可以安全选用。其中，
杏子不仅富含维生素B17，还可降低人
体血液中胆固醇的比例，对糖尿病患者
非常有益。樱桃则是水果中的“含钾高
手”，对于稳定血压很有帮助，其所含的
视黄醇也很丰富，对于保护视力、提高
免疫力也有帮助。枇杷则长久以来被
应用于润肺止咳、止渴平喘，现代药理
研究发现枇杷果实提取物可减少由高
糖饮食引起的整体炎症，降低肝脏中内
毒素的水平。

此时正当鱼虾产卵期，因此水三鲜
仔满肥美，营养价值极佳。河虾含有丰
富的蛋白质、钙、磷、铁等多种矿物质，可
以很好地保护血管系统，防止动脉硬
化。鲥鱼被誉为“长江三鲜”之一，富含
的不饱和脂肪酸居鱼类之首，具有降低
胆固醇的作用，可以防止血管硬化、高血
压和冠心病等。黄鱼含有丰富的蛋白
质、维生素及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可以
帮助抗氧化、延缓衰老，对贫血、失眠、头
晕、食欲不振及妇女产后体虚有良好的
疗效。但肾炎患者不要食用黄鱼。

出场医生：市一院临床营养科主治
医师付瑜

临床研究发现，很多成年代谢性疾
病的发生都与从小不良的生活习惯有
关，因此青少年的饮食健康十分重要。
当前正值春夏之际，青少年应该如何健
康饮食呢？

春夏之际，应少吃油炸食品，少吃富
含动物甲状腺激素的动物脖子，少吃反
季节水果，多吃时令蔬菜水果。推荐
11—13岁学龄儿童每天吃400—450克
绿叶蔬菜、200—300克水果；推荐14—
17岁学龄儿童每天吃450—500克绿叶
蔬菜、300—350克水果。

春夏之际也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好时
节，要注意儿童维生素D和钙的补充，建
议每周至少吃2次富含维生素D及多种
微量元素的深海鱼虾等水产品。加强青
少年的钙补充，奶制品是简单方便高效
的选择，推荐每天摄入300—500毫升
奶及奶制品，除牛奶外，还可以选择羊

奶、马奶、驼奶等奶制品，鼓励每天1杯
牛奶+一杯酸奶+2—3片奶酪多元化补
充优质蛋白和钙等营养素。对于乳糖不
耐受青少年，可选择无乳糖、低乳糖奶或
酸奶、奶酪等发酵乳制品。

大豆及其制品是膳食结构中的重要
内容，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我国2/3以上
的居民对大豆或大豆制品未达到推荐摄
入量，应适当增加，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传
播主题就是“奶豆添营养，少油更健康”。
推荐11—13岁学龄儿童每天摄入15克
大豆或其当量的豆制品，14—17岁学龄
儿童每天摄入15—25克大豆或其当量的
豆制品。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存在早发育
的儿童要适量控制豆制品的摄入。

在选择零食时，青少年要学会科学
选择健康零食，多选“可经常食用”零食，
如新鲜蔬菜水果、乳制品如奶酪、坚果
等，避免选择“限制食用”零食，如膨化食
品、腌渍食品、油炸食品、巧克力派等高
糖高盐高脂肪类零食。

推荐食谱——双皮奶：用鲜牛奶加热至微开状态，撇去泡沫后倒
入碗中，再将牛奶和蛋清打散并过滤，倒入碗中，盖上保鲜膜，蒸18分
钟后即可食用，可搭配红豆和水果享用。

推荐食谱——盐水河虾：将河虾洗净，葱姜切片，锅里放入两碗
水和切好的葱姜，待水开放入洗好的河虾，待河虾变红后水滚两分钟
左右，撒点盐即可盛出。

推荐食谱——莲子糕：莲子、粳米各炒200克、茯苓100克，然后
磨成粉，用砂糖调和。每次吃5、6勺，用温开水服用，对病后胃弱不
能饮食者有益。

青少年 多吃蔬果奶制品，生长发育好

中年人 应季尝“三鲜”，健康一整年

老年人 夏季不宜大补，不同体质滋补各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