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记者马丽

周长玉是厦门莲花医院莲河

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从医35

年来，她是同事眼中对患者高度

负责的好医生，是患者心里“承载

希望的魔术师”，她为妇产科事业

付出了青春年华，为许多女性和家

庭带去了健康和幸福。不过，在她

看来，这个“魔术师”可不是好当

的，不时要面对羊水栓塞、脐带脱

垂等高危抢救，在带来幸福的同时

也承担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

立志一生从医
护航母婴健康

“上一秒还沉浸在新生命诞

生的喜悦中，下一秒就可能投入

到惊心动魄的抢救工作中。”周长

玉形容妇产科的工作像天气似的

反复无常。比如，羊水栓塞在产科

危急重症中排名前三，有“产妇杀

手”之称。因其起病急，病情凶险，

通常无法提前预防，有时在数分

钟内就会夺去产妇生命。有过敏

体质、高龄、肥胖、二次剖宫产、合

并重要脏器疾病的产妇，都是羊

水栓塞高危人群。

“女子黄体破裂，失血2000

毫升险丧命”“高龄产妇突发羊水

栓塞，多学科联手‘生死营救’”等

类似棘手的抢救，周长玉已记不

清有多少次了。有时，她刚入睡就

被电话铃声叫醒，“蹚”起鞋子就

从家里飞奔去医院。最多的时候，

一晚上能在医院和家里来回三

趟。她也记不清有多少个春节是

在医院“战斗”，又有多少顿年夜

饭是一桶泡面。为了方便诊治，做

到随叫随到，她的住家距离医院

步行仅需3分钟。

“历经24年积淀，厦门莲花

医院妇产科总分娩量近14万。来

就诊的孕妇都是出于对我们的信

任，我们必须全心全意，拿真正实

力和爱心去服务她们。”周长玉

说。

因为对职业的热爱，从1988

年穿上“白衣战袍”的第一天起，

周长玉便立志将自己的工作当一

生的事业来做，35年如一日。也

因为热爱和多年的坚持，她从名

不见经传的新手医生，成长为如

今有口皆碑的好医生；从彼时遇

到难题打电话求助老师的懵懂学

生，晋级为现在随时解决处理各

种突发难题的老师。她和团队“见

招拆招”，时刻准备顶着压力冲上

前，护航产妇和宝宝健康。

推崇导乐分娩
真诚陪伴产妇

对于一名妇产科医生来说，

相比顺产，一台常规的剖宫产手

术要省事得多，但剖宫产手术对

母婴影响大。周长玉和她的团队

坚持倡导自然分娩。“临床发现，

很多产妇是因为害怕疼而选择剖

宫产，要降低剖宫产率，我们就要

从这一点下手。”

“用心倾听，真诚陪伴，让产

妇借助导乐球、助行车、镇痛仪等

工具，由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在分

娩过程中一直陪伴产妇，并提供有

效的方法帮助顺利产下胎儿，减轻

产妇的疼痛，且完全不用药物。”周

长玉表示，除了导乐分娩，该院妇

产科目前开展的还有麻醉镇痛分

娩、自由体位分娩，“无痛分娩”的

观念渐渐深入人心。

据悉，周长玉领衔的妇产科

医护团队还会自发地利用空暇时

间深入社区，开展入户家庭访视

工作，给母婴家庭提供产后健康

检查、心理保健指导、母乳喂养情

况、新生儿正确护理及全面体格

检查等母婴健康状况的咨询，受

到了不少家庭的一致称赞。

为了更好地应对紧急险情，

记者了解到，周长玉每月都会组

织科室医护人员开展急救演练，

包括产后出血、羊水栓塞、脐带脱

垂、新生儿复苏等，以确保在急症

来临时，医护人员能站位明确、有

条不紊地进行抢救治疗。她们的

手机号码更是毫无保留地告知每

一个患者，以便孕产妇在有需要

时24小时咨询。

夯实临床技术
引领科室发展

门诊、查房、手术……35年

来，周长玉在月经不调、子宫肌

瘤、卵巢肿瘤、高危妊娠等妇产科

疑难疾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

验，成为不少孕妈妈二孩甚至三

孩的稳健“医”靠。

为了磨好手中的“金刚钻”，

周长玉从未停止学习，除了到厦

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市妇

幼保健院跟诊名家，她特别前往

福州、湘雅等地著名医院妇产科

进修最新诊疗技术，还不定期参

加国内各地举办的妇产科相关学

术论坛等研讨会。她把学习到的

新技术广泛应用于临床，带领科

室积极开展不孕不育、遗传与优

生优育等疑难疾症的研究。

为给不孕不育患者带来“好

孕”，周长玉所在的科室自2021

年5月以来，通过邀请专家定期坐

诊、远程医疗会诊、双向转诊、检查

结果互认、建立绿色通道、业务培

训等方式，全方位多举措提高医院

妇产科不孕不育与遗传优生接诊

能力和医疗技术水平，让有需求者

就近享受到优质的生殖健康医疗

保健服务，目前已指导众多患者备

孕成功。其中，指导自然受孕的几

例多囊卵巢患者，已先后在莲花医

院剖宫产分娩，母婴平安。

每当看到患者解除疾症后的

笑脸，或者婴儿出生后圆嘟嘟的

小脸蛋，周长玉的眼睛就笑得弯

弯的。“当了这么多年医生，按理

说早就应该习惯了，可看到每一

次付出后给别人带来的欢乐，还

是特别高兴。”周长玉笑眯眯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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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曾昊然 通讯

员 高莹）今年3月，2岁多的小

晴突然出现呕吐的情况，父母赶

忙带他来到厦门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儿科门诊就诊。

作为儿童内分泌专科的王

新玲医生发现小晴比同龄的孩

子都瘦小，便询问了孩子平时的

饮食情况，家长告知说孩子从6

个月开始就不太爱喝奶，非常爱

喝水，每天大概要喝掉2200ml

水，且总尿量可达3000ml。王

医生听后，随即就告知家长孩子

的症状和尿崩症非常相似，经过

检查，孩子最终确诊为肾性尿崩

症。在对小晴做了针对性治疗

后，小晴的症状明显改善。

王新玲介绍，尿崩症是一种

神经内分泌性或肾脏功能异常

导致的疾病，患者主要表现为大

量排尿、极度口渴、烦躁等。

医生提醒家长，孩子患有尿

崩症如果不进行积极的正规治

疗，不仅会引起生长发育迟缓、

营养不良、智力发育迟缓、电解

质紊乱等问题，还可能会对孩子

的身体产生明显的危害，严重的

情况下甚至危及孩子的生命。

晨报讯（记者 马丽 通讯员

彭钦平）两个小朋友玩“分豆豆”

小游戏，玩着玩着就少了一个豆

豆，俩小朋友还为此争吵起来，

直到晚上其中一个小朋友耳朵

疼起来，才清楚了失踪豆豆的去

向——原来是进了孩子的耳朵

里。对此，医生提醒，家长千万

别让小朋友玩有潜在危险的玩

具，以防发生不测。

近日，中午时分，陈女士4岁

的女儿彤彤（化名）和邻居家同

龄小朋友在她家客厅里玩“分豆

豆”游戏，把几粒绿豆大小的褐

色颗粒玩得饶有趣味。但没一

会，发现少了一粒豆豆的彤彤就

责怪小伙伴藏起了豆豆，“友谊

的小船说翻就翻”。见小朋友吵

起架来，家长忙上前“解围”，两

个小朋友才重新握手言和。当

天晚上六点多，彤彤忽然告诉妈

妈说自己“左耳朵疼”。陈女士

忙用手机灯光对着彤彤耳朵眼

一照，隐约看见里面有东西。随

后，她急忙带着孩子到前埔医院

急诊外科求助。经医生悉心操

作，彤彤耳朵里的异物被掏出来

了，原来就是那粒在孩子们游戏

时失踪的颗粒物。

“很多小朋友都有把物体往

嘴巴和耳朵眼里塞的不良习惯，

所以家长要关注小孩玩耍时接

触的物体，一些小的、圆粒状的，

以及带有易致伤锐角的玩具等，

都要妥善收藏，不要给小孩玩。”

厦门前埔医院急诊外科主治医

师熊凯提醒道，药物也要放在小

孩拿不到的位置，以免小孩误食

后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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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耳朵进异物？原来是玩具 爱喝水也有错？还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