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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人”撑起健康“保护伞”
我市白衣天使全力奋战一线 保障门急诊患儿就医需求

我市大学生化学竞赛综合技能团队赛

两高校代表队获一等奖

■ 本报记者 徐杨

虽然连轴转，但只要患儿在，医生就一直在。
“十一”假期之后，我市儿科诊疗量呈波动上升趋

势。面对严峻的诊疗压力，白衣天使把患儿的生命健康
放在首位，凝心聚力、坚守一线，全力保障门急诊患儿的
就医需求。
近几天，虽然就诊患儿数量有所下降，但他们仍然坚

守岗位、连续作战，始终以炽热的初心呵护生命温度，用
实际行动践行医者的使命担当。
“医生，能不能先给我儿子开点药？”“孩子高烧反复，

现在体温又上来了，要不要输液？”诊室里，医生虽然一直
在忙碌，但对每一名患儿都是悉心诊治、对家长的疑问耐
心解答。护士穿梭在人群中，柔声细语地安抚哭闹患儿，
每天都要走2万多步。
近段时间以来，这是医大二院儿科门急诊医护人员

的工作常态。
全力护“童”，他们一直都在！保障患儿就诊需求，减

少排队等候时间，他们多措并举——儿科导诊处增设一
名医生，根据就诊患儿病情提前开具化验单；指定诊室为
复诊患儿开具输液用药，免去重复排队的困扰；动态调控
急诊成人指血采集时间，优先为患儿采集指血……
医大二院儿科副主任王雪艳说：“加班加点、连轴作

战已成为常态，无论什么时候，儿科医护人员都会迎难而
上，用一腔热忱守护患儿的健康。”
一声声仔细询问、一次次贴心叮嘱、一句句耐心说

明……中医二附院门诊、病房、急诊处，随处可见儿科医
护人员的忙碌身影。
赵明宗医生昼夜在岗，看完白天门诊的就诊患儿后，

又无缝衔接到儿科急诊，看完最后一名患儿已是深夜。
急诊护士常艳侠每天面对众多的患儿及家长，喉炎犯了
依然坚持在岗，用嘶哑的声音和手写的文字一遍遍地解
释沟通、安抚引导。
中医二附院儿科主任陈慧说：“我们会按照不同颜色

腕带区分患儿的发热程度，强化危急患儿快速处置机制，

必要时启动全院多学科会诊。儿科门急诊仍处于高位运转
中，每位‘儿科人’都舍小家顾大家，他们既是各自岗位上的
‘战士’，也是随时互相补台的‘战友’，身体力行地保障诊疗
服务平稳运行。”
白天就诊患儿多，夜间急诊患儿更以急危重症为主。

为保证患儿就诊安全，四中心医院儿科医护人员白天满负
荷运转，夜间急诊仍会安排高年资、经验丰富的医生出诊。

这些坚守在一线的医生平均年龄已接近50岁。
儿科被称为“哑科”，患儿通常表达不到位，医生在诊

疗中常常要像个“侦探”，层层深入、逐一排除，才能“揪
出”疾病的“元凶”。
前几天的一个夜间，一名患儿发热4天，之前被诊断

为化脓性扁桃体炎，到急诊寻求进一步治疗。路鑫畅主
治医师仔细查看患儿的相关检查结果，感觉并不是单纯
的化脓性扁桃体炎，很可能是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病毒抗体化验结果证实了路医生的推断，随后，她积极为
患儿登记寻找床位，使患儿顺利住院接受治疗。
四中心医院急诊医生路砚秋说：“虽然现在患儿多、

候诊时间长，但是大家都非常理解，家长的第一句话往往
都是‘医生您辛苦了’，听到这样的问候，心里暖暖的。孩
子的健康是家长的期盼，也是儿科医生的期望。”
每到深夜，海河医院急诊室里，护士们总是三步并作

两步走，穿梭在每一个区域。急诊科与其他科室不同，患
者求医心切，特别是孩子的父母。护士们用细致的服务、
耐心的沟通，妥善安抚每名患儿家属的情绪。
儿科急诊就诊量增加后，海河医院迅速调整、优化急

诊诊疗流程，将儿科急诊与成人急诊分区域处置，后续开
启了第一候诊区、第二候诊区模式，扩大等候区，使每名
患儿及家属可以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候诊。
海河医院急诊科主任马龙艳说：“儿科团队的医生都

在全力以赴，大家从没掉过链子。他们有的刚上完白班，
夜里被叫回来支援；有的除了出诊，还要兼顾科室的教学
工作；有的声音嘶哑多日，但仍坚持出诊……”
“主任，我们又来了，您快给看看。”早上刚开诊，泰达

医院儿科主任耿荣娟的诊室外就已经排了好几个“小病
号”，还有不少患儿在大厅等待叫号。询问了孩子的症
状，耿荣娟麻利地拿起听诊器，耐心引导孩子配合听诊。
前一名患儿刚离开，后面的已经坐在椅子上。耿荣

娟转过身，开始新一轮看诊。一上午，她没离开诊室半
步，只有椅子不停地随着她的身体左右转动。
一双双妙手，撑起健康“保护伞”；一颗颗初心，不负

身上圣洁白衣。全力护“童”，他们携手并肩，义无反顾！

本报讯（记者 姜凝）11月25日，第八届天津市大学生化学
竞赛综合技能团队赛在天津工业大学举办。来自全市17所高
校的参赛队伍进行了激烈角逐，通过知识问答、课题成果展示
等形式展示对化学知识的综合运用与创新。最终，南开大学、
天津理工大学代表队获大赛一等奖。
本届竞赛分为理论知识个人赛和综合技能团队赛。其

中，理论知识个人赛已举办，从专业学习和应用实践两方面对
大学生的知识积累、创新思维培养等进行考察；综合技能团队
赛则着重考察大学生的团队合作、共同解决问题能力。
天津市大学生化学竞赛是由市教委主办的省部级学科竞

赛，是目前京津冀地区唯一的化学学科基础知识竞赛。大赛
举办以来，参赛范围覆盖全市21所高校，最高参赛人数达8000
人次，获奖人数达3000人次，参与教师300余人次。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日，由市教委主办、南开大学承办
的2023年第十二届天津市大学生人工智能电脑鼠竞赛在南
开大学鸣锣开赛，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
17所高校的300多支参赛队同场角逐。
据了解，本届大赛分为古典现实和虚拟仿真两个赛道，

旨在推动赛事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合作。竞赛面向新一代信
息技术和智能制造等多个产业发展需求，以智能控制应用
为主题，以“智能鼠+灵动思维=穿越迷宫”的设计理念，全力
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虚拟仿真与现实场景互动的竞赛模
式。竞赛重点考察大学生嵌入式技术、智能传感技术、智能
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知识的综合实际应用。
大赛精准对接“人工智能+”“机器人+”新经济产业体系建

设需求，引导和激励广大青年学生以学科竞赛为切入点，积极
参与机器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实践，提高团队协作水平，培
育创新创业精神，已成为培养大学生能动手、敢创新、善协作
复合型人才的优秀载体。

我市大学生人工智能电脑鼠竞赛开赛

大赛分为两个赛道 300多支参赛队同场角逐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血液中心获悉，天津站前
广场献血方舱启用，为无偿献血者提供便利、舒适、安全的
献血环境。据介绍，这是我市首个坐落在市区的献血方舱，
也是我市除宝坻区、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外的第三个献血
方舱。
天津站前广场献血方舱能够实现4人同时采血。方舱门

口是登记检测区，为献血者在献血前进行血压、血液快筛等检
测，采血区设置了可调节座椅。
据介绍，天津站前广场献血车是我市首辆坐落在街头

的献血车，至今已有25年，每天采集近百单位的献血量，是
我市临床供血的最主要来源之一。献血车升级为献血方舱
后，空间扩大了很多，工作面积40平方米，内部还设置了两
台空调，可保证一年四季工作区温度在 20℃至 28℃的舒适
范围。

市区首个献血方舱启用

天津站前广场献血车升级为献血方舱

本报讯（记者 高立红）天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是用于垫付天津市行政区域内发
生的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急救等相应费用的社会
专项基金。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市救助基金
累计发放垫付款4000余万元，救助300余人次，有效帮助受
害群众及家庭渡过难关。
3月25日下午，市民潘先生遭遇“开门杀”，事故就发生

在滨海新区新北路中铁十八局附近。潘先生被医院诊断为
颅脑严重损伤、肋骨多发骨折、双肺挫伤等，生命垂危。突
如其来的事故，让本不富裕的潘先生一家陷入困境。抢救

期间，潘先生家属得知可以申请救助基金垫付抢救费用后，
立即在事故民警协助下提交申请材料，解决了抢救费用20
余万元的垫付问题。“多亏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老潘等于又活了一回。”潘先生的家人对我市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制度由衷感谢。
2019年，长深高速天津段，外省市驾驶人郝某（化名）

驾驶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车内2岁的孙女受伤。随后，郝
某的孙女被送往天津市儿童医院救治。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协调医政部门开通绿色通道，相关费用由救助基金垫付，伤
者得到及时救治。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制度涉及多个部门，由市财政
局牵头，财政、公安交管、卫生健康、民政、银保监局等部门
按职责分工。今年起，垫付抢救费用时限由72小时延长至
7日，特殊情况由医疗机构出具书面说明后，可垫付超过7
日的抢救费，确保受伤群众不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
延救治。
据了解，我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救助的对

象包括：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肇事机动车未参
加交强险、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
的受害人。今年起，机动车单方事故也被纳入救助范
围。只要在涉及机动车的道路交通事故中符合上述情
形，救助基金就会按照法定程序垫付道路交通事故中受
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垫
付抢救费用一般不超过50万元、丧葬费用一般不超过5
万元。垫付的费用最终由事故各方当事人、保险公司按
事故责任认定过错比例返还。

天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确保伤者得到及时救治

今年已发放4000余万元 救助300余人次

■ 本报记者 黄萱

体检前玩命健身养生，体检过程中各种紧张不适，体检
后拿着报告单在网上不断搜索……这样的行为，在网络上
被称为“体检焦虑症”，不少人正被它困扰。
45岁的上班族李女士在一个月前的体检中查出了肺

结节，体检报告上写着“需要复诊，建议手术”。这几个字让
李女士的脑袋一阵眩晕，她拿着体检报告在网上不停搜索，
“癌性结节”几个字让她更加担心。网上的信息让李女士不
知所措，她开始辗转于各大医院。“我大概每天都会看天津
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的挂号信息。”李女士查出的肺结节大小为4毫米，跑
了几家医院之后终于有了结论。“3家医院的医生都说，8毫
米的肺结节才需要手术，我半年来医院查一次就行。”李女
士并没有放松，又挂了天津市肿瘤医院的专家号，“医生说
不需要做手术，如果长得快再说。”她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28岁的小刘也是害怕体检的人。“每到年末，公司都会

组织员工体检，一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焦虑，怕被查出什
么毛病来。”临近体检，小刘不再熬夜，也不点外卖吃了，每
天喝着温水，还会运动半个小时。“做这些就是为了体检的
各项指标都达标，这样能让我舒服一年。我还特别担心体
检时查出什么潜在病。”这种焦虑一直持续到体检当天，因
为紧张，小刘的血压（收缩压）直接飙到了140毫米汞柱。

医生让他先做其他项目，第二次测量时，血压值全部正常，
小刘这才放下心来。整个体检过程，小刘问医生最多的话
就是：“正常值是多少？我这个算是有什么毛病吗？”他把关
注点都放在了指标上，不停地跟医生核实体检数值。
体检时像李女士和小刘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记者随机

走访了20位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发现近一半的人都有“害
怕体检”的情绪，一些人甚至拒绝体检，他们认为，不体检没
事，一体检浑身都是病。
天津市安定医院心理门诊主任龙鲸介绍，体检前注意饮

食和睡眠，体检后在网上查找指标参照数值，都是对体检负
责的表现，但过度紧张就会变成焦虑，有的人称这种情况为
“体检焦虑症”。“体检焦虑症”临床表现为，体检前提到体检
就会心跳加速；体检时过度关注医务人员的非言语信息，比
如，医生做B超时多看了一会儿，听诊时皱了一下眉毛等；拿
到体检报告后，把对某些指标“灾难化”的想法认定成事实，
把“可能”当成“确定”，把建议当成确诊；还有一部分人会重
复体检，到不同的医院做相同的检查，然后比对数值。
“体检焦虑”实际上是一种情绪表达，稍加注意完全可

以克服。应正确认识体检的意义，早期发现问题，变被动为
主动，可以延缓疾病的进展或者及时治愈疾病。一旦发现
自己过于紧张，可以试着转移一下注意力，焦虑时不妨想想
开心的事情，也可以适当做些运动，促进体内多巴胺的分
泌，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紧张的情绪。

体检前玩命健身 体检时紧张不适 体检后上网搜索

“体检焦虑症”你被它困扰吗？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谎称要买心仪已久的金项链，店员拿出项链后，男子抓
起就跑。本来，他以为换装后不会被民警发现，没想到两个
半小时后就落入法网。
11月7日14时许，一名男子来到北辰区一家珠宝店，告

诉店员想买之前看好的两条金项链。因为前几天他确实多
次来看金项链，所以店员一点也没怀疑，从柜台内取出两条
金项链给他，没想到男子抓过金项链就跑。店员赶紧报警，
公安北辰分局民警迅速到场，向店员详细了解情况，并调取
了店内监控录像，基本掌握了男子的体貌特征。民警通过

技术手段，快速锁定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及逃跑方向，并进行
全面布控。抢走金项链后，该男子专门换了衣服，并辗转了
多个地方。就在他洋洋得意自己的作案手段干净利落时，
民警在男子暂住地将其抓获，当场从他身上找到从珠宝店
抢夺走的两条金项链。此时距案发仅过了两个半小时。
该男子名叫田某。经审讯田某供认，不久前，他从外省

市来津，随身所带的钱财很快花光。他一心想通过抢夺金
饰品实现“财富自由”，临街珠宝店成为目标。经过几天“实
地探店”，他盯上了一家珠宝店内两条金灿灿的项链，一番
策划后，便以买项链为名实施抢夺。目前，田某因涉嫌犯抢
夺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嫌疑人精心策划抢夺金项链 没想到两个半小时后就落网

以为天衣无缝 还是法网难逃

天津市儿童医院的医护人员为患儿及时鉴诊。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