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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名3岁小女孩在家里爬梯子时，不慎摔下来，并出现嗜睡、呕吐等症状，紧急转诊到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福州儿童医院后，该院神经外科张帆主任医师团队诊断为骨折后颅窝硬膜外血肿，且出血量较大，随时有
生命危险。随后，团队为小女孩进行了微创血肿清除手术，仅在颅骨上开了一个1厘米左右的小洞，就将大约
10ml的血肿全部清除。术后，小女孩嗜睡的症状随即消除，第二天就能起来玩了。

专家表示，三四岁的孩子活泼好动、又表达不清，万一跌倒，特别是后枕部受伤后，出现精神萎靡、嗜睡、呕
吐等，要引起重视，应及时到医院进行专业检查和治疗，以免延误病情。

孩子摔伤后“爱睡”要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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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主任医师介绍，由于小儿颅脑外伤后与成人的
表现迥异，且不能清晰准确表达，所以请家长注意观察：
小孩是否有不明原因烦躁、哭闹、不安、嗜睡。

只要是孩子活动情况和平时不一样，就应该引起重
视，切记不要打骂或者忽视。如果出现呕吐、抽搐、鼻耳
渗液(清水或者血水样)，甚至意识障碍，呼喊不应，可能代
表损伤较重，应立即送医。另外，幼儿囟门未闭合者，家
长平时可轻轻触摸，感受囟门的正常张力，伤后如果感觉
囟门张力增高，甚至前囟鼓起，要立即送医院。

此外，家长还要尽量记住宝宝受伤的姿势，后续给医生
描述真实受伤的经过，会对宝宝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帮助。

最后，家长们要有预防意识，防止孩子摔伤、磕伤，可
在家中一些“危险地带”加装防护，如桌子角等。

“我们接诊时，是孩子摔
倒后 24 小时左右。”福建医
大附属福州儿童医院神经外
科张帆主任医师团队的医生
介绍，CT显示，小静的颅内
血肿仍在增大，出血量已达
10 毫升左右。“这已达到手
术指征，如果不及时采取有
效措施，孩子随时可能出现
脑疝等危险情况。”

经过评估，在麻醉医师、
手术护士的配合下，团队为
小静实施左枕部硬脑膜外血
肿清除术。手术由张帆主任

医师主刀，采取微创小切口
的术式，颅骨上只打了一个
1 厘米左右的小洞，将血肿
一点一点清除出来。手术进
行了半小时。手术当天，小
孩子就不再有嗜睡的表现，
第二天就能下床玩耍了。目
前，孩子已顺利出院。

张帆主任医师介绍，小儿
神经外科开展需要有完善的
儿童治疗团队。目前该院小
儿神经外科可以进行小儿颅
脑损伤、颅内肿瘤、先天性畸
形和脑功能性疾病等治疗。

据介绍，小静（化名）家住
福清，那天从梯子上摔下时，
后脑勺先后磕到了桌角和凳
子，最后跌落在地板上。当时
她哭闹了一阵后就安静下来，
傍晚7点多，已吃过晚饭，不
久她就去睡觉了。晚上睡得
还算踏实，家长以为无大碍。
然而第二天一早起来，小静就
开始呕吐，吐完又想睡，精神
不太好。家长这才赶紧带她

到医院就诊。
当地医院经颅脑CT检

查，发现小静后枕部有血
肿，医生考虑为硬膜外血
肿。但当时出血量不大，就
进行保守治疗。治疗了一
天，小静的情况不见好转，
仍嗜睡、精神不佳，再次CT
检查发现血肿较前增大。
医生建议家长赶紧转诊到
福州的医院。

海都讯（记者 林宝珍
葛卓然） 我国每年髋关
节置换手术在百万台以
上。过去，关节置换手术
多靠医生的经验，今后这
样的状况有望改变。8
日，我省自主研发并且是
首创的医疗手术机器人
亮相福州大学国家科技
园，其中全髋置换微创手
术机器人创新设计了平
卧位的微创前路全髋置
换术，视觉和空间更加优
越，符合医疗手术微创化、
精细化、日间化的医改趋
势。当天，还举行了“福州
大学未名医疗机器人研
究院”项目签约揭牌仪式。

据介绍，未名集团与
福州大学、福建省立医
院、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等机构合作的医疗机器
人项目，聚焦于手术机器
人、VR/AR 手术导航、
智能传感技术应用及医
疗机器人整机设计与制
造四个重点，首批三个项
目（全髋置换微创手术机
器人、经鼻气管插管手术

机器人、心血管钙化组织
旋磨手术机器人）均为全
省首创，填补了我省在这
一领域的空白。其中全
髋置换微创手术机器人
已于今年 8 月完成首例
科研临床，整机同步到
位，现正着手申请绿色通
道以取得国家三类医疗
器械证书。

另据了解，福州大学
未名医疗机器人研究院
是以“健康中国”国家战略
为总方针，以建设福建省
领先、国内一流、国际先进
的医疗机器人技术研发
和转化平台为目标，依托
省级工程研究平台——

“福建省智慧医工联合工
程研究中心”的智能感知
控制与医工融合领域专
家团队，重点围绕微创手
术、康复治疗等领域开展
医疗机器人关键技术应
用研究，针对性地解决我
省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医
疗设备与资源分布不均、
精准学科匮乏、专业人才
短缺等医疗短板问题。

我省自主研发首创
医疗手术机器人亮相

首批三个医疗机器人项目，填补了
我省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专家表示，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很多人养成了良
好的卫生习惯，比如出门戴
口罩，回家勤洗手。在新的
疫情防控形势下，在日常生
活中，依然要坚持正确佩戴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以上
防护级别口罩，特别在封闭
场所及人员密集的地方。外
出回来要洗手并做好手部消
毒，每天外出回家，可以用冰
盐水漱漱口、用棉签刷刷鼻

腔。同时在外面减少触摸公
共部位，如商场门帘、扶梯、
电梯开关等，不要用手触碰
口鼻眼。

生活秩序逐渐恢复后，
大家还是要尽量少聚集，在

人多的地方应保证社交距
离 1 米以上；咳嗽打喷嚏
时，应用纸巾遮住口鼻，然
后将纸巾包好后置于垃圾
桶内或采用肘臂遮挡，不应
随地吐痰。

疫情防控优化调整后，如何应对变化？疾控专家：

加强个人防护 科学就医很重要

从梯子上摔下后 孩子嗜睡精神不佳

小切口清除血肿 次日就能下地玩耍

除了日常防护外，最
有效的保护就是接种疫
苗。对于还未接种疫苗
的老年人，如果没有绝
对禁忌症，专家建议要
尽快主动接种疫苗。对
于儿童，特别是低龄儿
童，不仅要做好儿童本
人的个人防护，其家长、
监护人也要做好相应的
防护措施。3 岁以上孩
子要做到全程接种疫
苗，外出正确佩戴口罩，
做好卫生，保持社交距
离，避免去人群密集的
公共场所；家长、监护人
要做好平衡营养膳食，
安排好作息，提高儿童

免疫力，保持儿童房间
整洁，通过适时开门和开
窗保证足够新风量，关注
儿童心理健康等。

最后，专家表示，疫
情防控政策优化，民众自
我保护的意识应该增强，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除了做好
个人准备工作外，还要保
持平和的心态，不焦虑、不
恐惧，不要听信谣言。学
会自我调适，保证身心的
放松。如果的确无法排
解心理问题，甚至影响到
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须及时向专业心理医生
或精神科医生寻求治疗。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
和医药学部主任刘茂柏主
任药师说，市民可在家中
准备一些治疗感冒、咳嗽
和发烧等非处方类药物，
包括解热镇痛药、中成药，
常规感冒药和日常用药即
可。同时在用药前最好咨
询医师或药师，或服用自
己曾服过的药物，避免重

复用药或引起过敏等。慎
用网络上宣传而不常用的
药物。

福建省中医药学会呼
吸病分会主任委员、福建省
第二人民医院呼吸科陈志
斌主任医师介绍，中医学认
为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属中医学“疫病”范畴，病因
为疫毒之邪，由口鼻而入。

病程中可出现疫毒之邪夹
风、寒、暑、湿、热、燥、瘀等
病机变化。中医药治疗的
原则是早防、早诊、早治，具
体涉及新冠治疗用药一定
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

陈主任提醒，冬季本身
就是感冒高发的季节，市民
一旦发现自己有发热、咽
痛、咳嗽等症状，可及时及

早服用治疗感冒的中成药，
且多喝开水，多休息。暂时
自我隔离，尽量避免外出就
医奔波，减少感染或传播风
险。

如果出现持续高热伴
有频繁干咳、乏力、咽痛、嗅
（味）觉减退、腹泻等情况，
及时到正规医院发热门诊
或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随着“疫情防控新十条”的发布，全国各地调整了防控措施。但解封不等于解防，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在新形势下，家里如何备药？老人、孩子以及慢性疾病患者如何做好防护？万一有了症状
要如何处理？就广大市民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专家表示，个人依然要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心理上也应做好准备，家里可以适当备些治疗感
冒、咳嗽等常用药，万一出现症状，也不要太恐慌，及时用药，并寻求社区和专业医生的帮助。

老人、小孩重点防护
及时接种疫苗

坚持做好个人防护 回家后及时手部消毒

出现感冒发烧症状，早诊、早治

N健康福建
海都记者 林宝珍

□温馨提醒

孩子摔倒后 这些情况要及时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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