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7月30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陈晨 编辑：马莎莎 美编：许茗蕾 校对：刘小宁 11 14

　　7月19日，潍坊市中医院脑病重症急救科成功抢救
一例进食过程中，假牙不慎脱落误吸的患者。
　　7月19日早上，潍坊市中医院脑病重症急救科护士
姜萌萌在巡房过程中，突然发现患者李先生呼吸、心跳
停止。危急时分，姜萌萌凭借家属的描述和多年的护理
工作经验，她首先考虑是异物堵塞气道引起的窒息，于
是，马上为患者开放气道、行心肺复苏术。同时，告知
护士王绍祥通知医生。王绍祥赶到后，迅速为李先生行
海姆立克急救法，尝试几次后，异物没有吐出。随后，
医生常朋飞、张锐立即对李先生的咽部进行检查，发现
一枚假牙正卡在李先生的咽喉部，“真凶”找到了。正
是这枚小小的假牙导致李先生呼吸困难，发生窒息。两
位医生立即在喉镜下为患者取出假牙。医护分工明确、
配合默契，经过5分钟的紧急抢救和1个多小时的观察，
李先生意识恢复清醒，生命体征逐渐平稳。
  潍坊市中医院脑病重症急救科主任刘涛介绍，咽喉
部异物是临床中常见的一种急症。患者的症状可因异物

掉落的位置、大小和性质而异。异物阻塞呼吸道，可引
起异物感、咽痛、咽部脓肿等不适；或因反射性喉、气
管、支气管痉挛出现通气障碍而窒息。若对异物处理不
及时或处理方式不当，异物下移，则可能引起消化道穿
孔、感染、甚至大出血等严重并发症。
　　刘涛表示，不少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对此类问题的处
理存在误区。民间所流传的诸如大口喝水、大口进食、
手指抠挖等都是错误的处理方法。正确的处理办法是及
时就医，尽快取出异物，恢复气道通畅。当患者误吸异
物出现呼吸困难时，可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利用突然
冲击腹部的压力，迫使膈肌突然上升，增加胸腔压力，
从而排出气管中的异物。若不成功，须立即就医。
　　刘涛提醒，戴假牙的人士吃饭时要细嚼慢咽，睡觉
时要摘下假牙；患有脑血管疾病、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精神病患者等，使用活动假牙一定要慎重；安装假牙后
要定期去口腔医院检查假牙的固位力、吸附力，如果假
牙松动或损坏，要及时修复。

　　今年58岁的孙女士是一名超市销售，
平时工作走路较多，她的右脚脖子后面反
复疼了两年多，吃药、扎针、热敷等各种
保守治疗都试了一遍，效果仍不理想。直
到后来严重影响日常走路了，这才来到潍
坊市中医院东院区关节骨科门诊就诊。入
院后，潍坊市中医院东院区关节骨科足踝
外科专业组组长韩冰带领团队为孙女士做
了全面的检查，确诊为后踝撞击综合征。
随后，团队为孙女士实施微创关节镜下右
踝关节三角骨切除术。术后，孙女士行走
疼痛明显缓解。
　　韩冰表示，后踝撞击综合征指的是踝
关节跖屈时胫骨后部和跟骨之间的解剖区
域受压（胡桃夹效应）导致的疼痛，属于
踝关节撞击综合征的一种。与足跖屈动
作密切相关，最常见于芭蕾舞者，其他
还可见于一些长期从事相关运动的人
群。主要表现为后跟部疼痛，尤以踝关
节跖屈（踮脚尖）时疼痛明显，常伴有
踝关节活动受限，不能跖屈。查体时后
踝部触痛，偶尔可触到软组织肥厚。最
初休息后症状缓解，常于恢复活动后症
状再次出现。
　　韩冰表示，后踝撞击综合征的发生机
制尚未完全阐明，可大致分为骨性撞击和
软组织撞击。骨性撞击常见于分离的距骨
后三角骨综合征、距骨后突过长及距骨后
缘骨质增生，引起踝关节跖屈过程中胫骨
后唇与跟骨相互撞击，使位于二者之间的
三角骨、过长的距骨后突或骨刺受到挤压
或触及其后方的关节囊而产生炎症，出现
后跟部局限性疼痛、不适等症状；软组织
撞击主要由拇长屈肌肌腱炎、后胫腓韧带
下部分、横韧带、后踝间韧带的撕裂或肥
厚增生而导致。临床中，骨性撞击常见，
约占80%。软组织撞击较少见，但骨性撞
击伴发软组织病变不少见，约占30%。影
像学检查中，X线检查是首选，可显示距
后三角骨形态。磁共振是诊断的有效手
段，可发现伴发的滑膜炎、关节积液及骨
髓水肿等。
　　韩冰提醒，早期首选非手术方法治
疗，目的是减轻后脚踝疼痛等症状，改善
患者的生活质量。常用的非手术疗法有：
制动休息、物理疗法、非甾体类消炎药、
局部封闭治疗、踝关节活动度训练、踝关
节肌肉力量训练、踝关节的本体感觉及平
衡能力训练等。当保守治疗效果不佳，并
且症状严重影响正常的日常生活时，需要
考虑手术。

脚脖子总是疼

小心后踝撞击综合征

　　在医院急
诊，会见识各种
“意料之外的病
例”，之所以称
之为“意料之外
的病例”，是因
为这些病并不
是患者自己以
为的那些病，而
是另有“隐情”。
对此，记者联系
到了潍坊市人
民医院急诊部
的护士王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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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牙卡喉 这些急救方法要学会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路欣 通讯员 王娜

你以为的牙疼，其实是发生了心梗

　　为什么心梗时会引起牙疼、咽喉不适？其实，一场心
脏的“隐形战争”正悄然上演。
  当心肌遭遇急性心梗的突袭，它可不是坐以待毙的。
心肌细胞在缺氧的困境中，会释放出一种“求救信
号”——— 代谢产物，这些可是刺激心脏交感神经的“高
手”。这些代谢产物通过神经的高速公路——— 颈胸交感
神经节，一路狂奔，直达大脑这个指挥中心，并大声呼喊
“警报！警报！”让大脑知道心脏正在经历一场危机。但
它们可不按常理出牌，它们不仅在心脏周围制造混乱，还
会四处乱窜，甚至跑到牙齿、喉咙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
的地方，制造出牙疼、咽喉不适等“假象”。
　　所以，当人们遇到牙疼、咽喉不适，尤其是上了年纪
的老年人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你以为的酒精中毒，其实是脑出血

　　酒精中毒还是脑出血？当人们在酒桌上豪饮，酒精这
个“隐形刺客”正悄悄潜入神经系统深处，准备发动突袭。
  想象一下，酒精分子们在大脑的“大街小巷”里穿梭，
四处捣乱。它们抑制了大脑皮质的功能，让大脑变得迟
钝，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变得语无伦次，甚至开始“跳
舞”——— 共济失调。这些坏家伙还特别善于制造混乱，它
们让情绪变得激动，血压飙升，就像是在大脑中展开了一
场热血沸腾的“战争”。而当血压持续增高，它们更是趁
机制造更大的混乱——— 脑组织出血。
　　酒精还喜欢让脑血管持续扩张，就像是吹气球一样，
让血管变得脆弱。血液酒精浓度高时，它们更是肆无忌
惮地破坏小动脉，导致出血。但酒精中毒者的症状，如呕
吐、昏睡、神志不清，却常常与脑出血的症状相似，就像是
一对“双胞胎”，让人难以分辨。
  所以，当酒精的“战争”在大脑中上演时，更不能掉以
轻心，避免被酒精的“伪装”所蒙蔽。

你以为的脑梗，其实是低血糖反应

　　别紧张，有可能是低血糖了！在老年糖尿病患者的
世界里，低血糖和脑卒中是一对“不速之客”，它们总是悄
无声息地闯入。
  想象一下，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大脑，就像是一片布满
了狭窄小径的森林，每一条小径都通向大脑的不同部位。
当低血糖这位“不速之客”到来时，它就像是一阵狂风，吹
得这些小径上的血液供应变得不均衡，让一些地方的血
液供应变得稀少。缺血较重的地区就像是遭遇了干旱的
森林，树木开始枯萎，功能开始受损。这时候，偏瘫、失语
等脑神经受损的症状便发出了求救的信号。但这些信
号，却容易被误认为是其它脑血管疾病。它们就像是一
群狡猾的模仿者，让人难以分辨。
　　所以，当低血糖和脑卒中这对“不速之客”闯入老年
糖尿病患者的世界时，可不能被它们的“伪装”所迷惑，一
定要注意分辨。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路欣 通讯员 蔺健春 吴伟伟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