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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曾昊然

通讯员陈雯李欣

1973年，当《埃尔加大提琴

协奏曲》最后一次在伦敦音乐厅

奏响，每个音符仿佛凝结的泪珠，

滴落在观众心弦，犹如天鹅的绝

唱……28岁，才华横溢的花季，

英国天才大提琴家杜普蕾的手指

敏感度却因疾病逐渐丧失。在生

命的最后12年里，她在轮椅上聊

度余生，而困扰她并最终夺去她

生命的病魔正是“多发性硬化”。

杜普蕾的生平被改编成电影

《她比烟花寂寞》，并斩获1999年

奥斯卡奖。在荧幕上，杜普蕾是

不幸的；但在现实中，罹患多发性

硬化的患者们却又是幸运的——

厦大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一

院”）神经内科主任林青与时间竞

速，让鲜活的生命，不会变得像胶

片中的杜普蕾那般“苍白”。

踏上从医之路
守护生命中枢

林青出生在福州福清，是家

族里走出的第一个白衣使者。“当

医生好，能救死扶伤。”少时的林

青，就被朴素的父母种下了一颗

医学的种子。1989年，她以优异

的成绩考上了福建医学院（现福

建医科大学），进入医学“象牙

塔”，这颗医学的种子从此生根发

芽。1994年大学毕业后，林青来

到当时的厦门市第一医院，从此

在医学这片天地里耕耘，一干就

是30年。

回望青葱岁月，林青庆幸当

年选择了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医

生是守护生命中枢的使者，常会

遇到疑难罕见病，甚至要挑战生

命禁区，但我愿意接下这份挑

战。”而这份人生的挑战书，她一

接就是一辈子。

多年来，林青养成了一个习

惯——“争做最早到科室的人”，

八点准时进行神经内科医护交接

班早会，每一项工作她都参与其

中。到了查房时间，林青会敲响

每间病房的房门，掌握患者治疗、

康复情况。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

有尝试过“为生命而奋斗”。林青

在青春赛道上奔跑，和病魔“较

劲”，给生命中枢“维稳”。从医

30年，她留给家人的总是行色匆

匆的背影，留给患者的却是和蔼

可亲的一面。

举起生命火把
点亮患者人生

脑出血、渐冻症、脑梗死、重

症肌无力……几乎每天，神经内

科医生都要面对“死神”。但林青

不信“长夜将至”，她努力举起生

命火把，照亮患者人生。

多发性硬化是严重的中枢神

经系统疾病，好发于青壮年。作

为罕见病，多发性硬化鲜为人知，

根据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多发性硬化患者生存报告

（2018）》数据显示，近一半患者

不能及时确诊。为提高多发性硬

化患者早诊率，避免患者失明、瘫

痪、卧床等严重后果，林青牵头开

设了闽西南地区第一个多发性硬

化专病门诊，全方位地为患友提

供精准诊疗，尽可能将疾病影响

降到最低。

2016年，超强台风“莫兰蒂”

正面登陆厦门。当晚9时许，一

名家住鼓浪屿的80岁的老太太

突发中风偏瘫，当时轮渡没通航，

心急如焚的家属冒着风雨摆渡小

渔船到对岸。正值夜班的林青接

到急救电话，马上开启绿色通道，

第一时间为患者启动溶栓治疗。

在重症监护室看着溶栓药一滴一

滴流入患者血液，患者心率、血

压、呼吸平稳，瘫痪肢体逐渐恢复

肌力，林青的心才放了下来。一

小时后，老太太下垂的眼睑睁开

了，偏瘫的肢体也恢复正常。“我

既为家属的勇敢和智慧点赞，也

为抢救成功的胜利感到欣慰。”林

青说。

业精于勤
建闽西南首屈一指专科

2019年，林青开始主持神经

内科工作。经过数任神经内科前

辈的披荆斩棘，在林青的继承发

扬下，近年来，神经内科驶上了发

展快车道，已成为闽西南首屈一

指的神经内科专科。

脑血管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

主要杀手。为了给中风患者争取

抢救时间、提高救治效率，林青

和团队依托市卫健委、一院的平

台，联合市医疗急救中心和全市

10余家医疗单位，构建厦门市脑

卒中救治网络体系，发布了全国

第6张、福建第1张卒中急救地

图（溶栓地图）。2019 年，国家

“高级卒中中心”成功落户一院，

实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区域一

体化卒中救治网络，成功打造厦

门市“区域黄金时间救治圈”，为

卒中患者院前急救择院提供精准

导航。

神经免疫性疾病是神经系统

疾病中的“疑难杂症”，其诊疗水

平体现了一所医院神经内科学科

的发展水平。在她的努力下，全

省首家罕见病“神经免疫门诊”

“重症肌无力专病门诊”“视神经

脊髓炎专病门诊”“脱髓鞘专病门

诊”“神经眼科”门诊等相继在一

院挂牌。未来，科室将加快神经

免疫领域罕见病医疗新技术的研

发和临床应用，提升神经病学诊

疗水平，造福闽西南患者。

晨报讯（记者 马丽 通讯员

梁尘）干冰常用于食品保鲜，冰

淇淋蛋糕、冰皮月饼等的外带包

装中很常见到，因为其施放效果

“仙气飘飘”，往往引起孩子的

注意和把玩。不过，医生提醒，

干冰看似美好，实则暗藏“杀

机”，大家应敬而远之。

近日，为了给孩子过生日，

蔡女士买了个冰淇淋蛋糕，不料

孩子将附带的干冰塞进刚喝完

饮料的瓶子里。随后，只听到

“砰”的一声，干冰爆炸导致男孩

左眼瞬间疼痛、流泪、视物不清，

家长赶紧带他去厦门眼科中心

就诊，由该院眼外伤及眼底病2

科副主任医师江国华接诊。

据悉，前往就医时，男孩左

眼充血，瞳孔已因外伤散大。医

生通过B超、X光及磁共振等项

目检查发现，男孩眼球、角膜和

视神经都有明显挫伤，前房积

血、睫状体脱离，男孩左眼还出

现畏光、流泪、视力骤降等情

况。江国华及时为孩子做了激

素冲击、营养神经、抗炎等治

疗。经过住院治疗，男孩视力逐

步恢复，至出院前视力恢复至

0.6，眼部出血状况也有所好转。

江国华介绍，一般情况下，

干冰发生爆炸的可能性不大，但

在密闭的环境中，再加上遇到

水，干冰会因挥发过程不断产生

二氧化碳气体，密闭空间内的压

力不断升高，最终发生物理性爆

炸。“蔡女士的儿子就是觉得‘仙

气飘飘’的干冰很好玩，便塞进

了瓶子里，并拧紧了瓶盖，最后

导致爆炸产生的冲击伤到了眼

睛。”江国华指出，临床上还有遇

到过直接把蛋糕和干冰一起放

进冰箱内，结果在打开冰箱时发

生爆炸导致人员受伤的情况。

江国华提醒广大市民，购买

含干冰的食品时，最好将不用的

干冰及时处理，不可将其放置于

封闭空间内，更不要让儿童直接

接触干冰，因为除了爆炸，干冰

也存在冻伤危险。如不幸发生

意外，要尽快就医，以免造成终

身伤害。

晨报讯（记者 曾昊然 通讯

员 夏华珍）9月1日开始，厦门

医学院附属海沧医院成人预防

接种门诊扩大服务范围。目前，

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服务外，

门诊还提供HPV疫苗二价、四

价（暂缺）、九价及乙肝疫苗、甲

肝疫苗、水痘疫苗、带状疱疹疫

苗等非免疫规划疫苗的预防接

种服务。服务对象仅限14周岁

及以上居民。服务时间为每周

一至周五下午2:30-5:00、周

六上午8:00-11:30。

需要注意的是，门诊实行

“严格预约制”，尤其是二价、四

价、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供

应紧张，主要面向本市市民提

供服务，请务必在预约成功后，

按预约时间前往接种；如未按

规定时间前来接种，则预约作

废。接种对象来院接种时，请携

带身份证和医保卡（可使用卡

上余额），未开卡的应前往收费

处先开卡，有既往疫苗接种史

者请带上预防接种证。具体预

约方式，市民朋友可关注“厦门

市海沧医院”微信公众号查询。

温馨提醒，少数接种对象

接种后会出现接种部位触痛、

红肿、硬结等情况，可自行缓

解。症状不缓解或较重者，请

及时就诊。

“仙气飘飘”的它暗藏“杀机” 厦门医学院附属海沧医院：

预防接种门诊服务扩容

厦大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林青：

与时间竞速 举起生命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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