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红军、老八路等革命功臣是党、国

家和军队的宝贵财富，为我国的革命、建

设、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身上凝

聚着我党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优良传

统。60 多年来，解放军总医院党委把倾

心倾情倾力服务革命功臣作为政治任

务，构建了以第二医学中心为主体，其他

七个医学中心和海南医院为支撑的保健

学科体系。他们用心用情、精准服务，把

各级党组织对老红军、老八路等革命功

臣的关心关怀落到实处。

倾心服务

午后的暖阳照射着静谧的病房，一

名 108 岁的老红军安静地躺在病床上，

护士赵丹正在为老人鼻饲营养液。

2014 年 5 月，老人住进解放军总医

院第二医学中心。由于长期卧床，入院

时，老人身上有 8 处压疮，部分皮肤破溃

坏死，创面随时可能有感染风险，甚至会

危及生命。

创面的处理过程艰难而漫长。清

除坏死肌肉、创面负压引流、喷涂药物

修复……每天，医护人员都在重复着细

致而又紧张的工作。每次换药结束后，

他们都会用尺子测量和评估伤口的恢

复情况。经过长期坚持，奇迹发生了，

压疮愈合了。

奇迹的创造离不开两个词：用心、奉

献。这两个词深深扎根于该医学中心的

每位医务工作者心中。

“做好老红军、老八路的医疗保障

工作，既是党、国家和军队对历史功臣

的赤诚回报，也是解放军总医院担当职

责使命的生动体现，必须精心周到尽力

地做好医疗服务。”解放军总医院一位

院领导说。

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住院

的病人，平均年龄 88.9 岁，病情复杂；不

少危重病人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

这就需要医护人员更加用心和细心。

文学作品里把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

老人形象地称为“满脑子童话的人”。受

疾病影响，这类患者会出现认知和记忆

力障碍。在该中心神经内科，住着一位

“满脑子童话”的老爷爷。他刚入院时不

爱说话，吃药打针都不配合，但每次见到

护士康丰娟，就会逐渐安静下来。

“我只是用心寻找与老人的沟通密

码而已。”康丰娟说，获取患者的信任是

让其积极配合治疗的前提。她在照顾老

人的过程中发现，老人对很久以前的事

情印象深刻，一提到当年上战场、拼刺

刀、打鬼子的故事，眼睛立马有神了，手

里还不停地比画。

“爷爷，看您的三点钟方向。”发现

这一情况后，康丰娟就尝试用指挥作战

时用的坐标方位，勾起老人的记忆，和他

交流。

听到康丰娟发出的作战用语，老人

缓缓将头转向了三点钟方向。

“看见什么了？”

“看见一盆红花。”

一句“三点钟方向”触动了老人的记

忆“闸门”，也打开了老人内心深处的“开

关”。从那以后，康丰娟经常用这种特殊

的“作战语言”与老人交流。慢慢地，老

人爱说话了，吃药打针也配合了。

细 节 之 处 见 用 心 ，无 微 不 至 显 大

爱。在该医学中心，还有不少悉心耐心

精心呵护革命功臣的故事。

“爷爷，该醒醒啦，昨晚休息得怎么

样？看气色应该睡得不错……”“爷爷，

该锻炼了，先肢体按摩 30 分钟，再踏车

15 分钟，不舒服就示意我们。”伴随着温

柔地呼唤，护士长杜辉眼前的患者表情

平静，双眼紧闭，鼻翼微微翕动，仿佛在

无声回应。

这位患者是一名老八路，由于脑出

血严重，经多方救治，仍处于植物人状

态。据统计，大面积脑出血造成植物人

状态的意识恢复率不到万分之一。

“只要病人需要、病情需要，就必须

竭尽所能。”除了常规的药物、电生理、

康复理疗、听觉刺激等治疗方法外，该中

心的医护人员还通过语言沟通来“链接”

神经通路。无论是院领导查房还是专家

会诊查体，无论是值班医生床旁交班还

是护士护理操作，每次走到这位老八路

病床前，大家都会和他说说话。

由于该医学中心的医护对象都是耄

耋老人，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导致严重后

果。因此，所有原本琐碎的小事都是不

可忽视的大事：床头的高度、喂饭的速

度、药品的剂量、体温的测量……一切都

要精心，精心，再精心。几位住院患者联

名写信说：“几年来，我们从未遇到过一

句埋怨、一点差错、一件不顺心的事儿。

常人做不到的你们做到了，儿女做不到

的你们也做到了，使我们切身感受到了

医者仁心、无私大爱。”

倾情守护

走进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

一幅温馨感人的画面映入眼帘：美丽的

白衣天使推着轮椅，让一位双腿不能行

走的老人沐浴阳光。透过老人脸上的微

笑和护士关爱的眼神，记者看到了可贵

的“情”字。

“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在该医学

中心医务工作者心中，每一位患者都是

他们的亲人。他们像照顾亲人一样照顾

这些革命功臣，用真情守护他们的生命。

一位老院士在住院治疗期间，十分

希望在生命后期叶落归根，再回到出生

的地方看一看。但是他刚做完手术，心

肺功能还不稳定，长途转运的风险很大。

为了满足老人心中的美好愿望，医

护人员着手制订了周密的转运计划和详

细的应急预案，大到突发情况处置、应急

抢救物品的准备，小到转运床怎么搬运

和固定……每一流程都进行了多次检

验，确保万无一失。

出发前一晚，老人没有睡好，每隔一

会儿，就去窗边看看天亮了没有，还不停

问身边的工作人员“现在几点了？我真

的可以回去了吗？”“现在天还没亮，等到

天亮了，您就可以回家了。”每次，工作人

员都耐心安抚。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转运路上，负

责转运的医疗团队时刻盯着监护仪，生

怕错过一丁点儿细微的波动。飞机到达

老人家乡上空后，他深情地望着脚下的

故土，对医疗组成员、心血管内科主任盛

莉说：“感谢你们，我终于回家了！”

真情源于大爱，大爱源于对使命的

忠诚。关于真情守护，这里每名医护人

员都有属于自己的“版本”。

很多老年患者用药较多，有的一次

用药十几种。老年医学研究所所长贾建

军每次碰到患者，都会细心叮嘱他们用

药的注意事项。

总护士长刘志英在护理一位老红军

时，为了让老人起床后喝到刚煎好的中

药，每天早晨早早起床煎药，直至 6 个月

后患者康复。

每天晚上 8 点，医院和中心领导会

准时出现在病房开始查房。他们说，这

是一种责任，总觉得要来病房看看，转一

圈，见到病人的实际情况，这样做了，心

里就踏实了。

在护理部，有一摞特殊的“护理档

案”。这些“护理档案”上记录了每名患者

的脾气秉性和兴趣爱好。喜欢什么口味的

食物、穿多大码的衣服、喜欢看什么电视、

读什么书、晚上几点睡觉……而更多的内

容被医护人员记在了心里。有位老红军喜

欢傍晚坐在不开灯的房间看夕阳，每当夕

阳西下时，大家就会互相提醒着不要开灯、

低声说话，为老人守护这份独有的浪漫；有

位老红军睡觉特别轻，为了让他睡得踏实，

不论是谁深夜查房，进病房前都会踮着脚

尖，尽量避免发出声响……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

安慰。”患者在住院期间有的时候会出现

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每当此时，医护

人员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支撑就像一剂良

药。在护理站，有一张贴满不同表情贴

纸的“患者情绪晴雨表”，记录着住院患

者的每日情绪和沟通策略。

“孩子们，你们今天和患者交流了

吗？”这是主任护师侯惠茹经常问护士们

的问题。慢慢地，所有护士都形成了坐

下来和患者聊聊天的习惯。大家说，我

们觉得就应该这样做，因为对这些革命

功臣有感情，所以就会不求回报、竭尽全

力地去服务。

“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

学。”医护人员传递的温暖，也换来了老

一辈革命功臣的信任。

护士长朱海兰吃过最甜的一颗苹

果，是一名 86 岁的老红军奶奶给她的。

老奶奶刚入院时，朱海兰注意到老奶奶

的头发有些乱，就帮她梳好头发，还用带

有小樱桃装饰的发绳给她扎了个辫子。

第二天，老奶奶特意拿着红苹果，来护士

站找送她发绳的护士。

一位老红军病情较重，只能卧床休

养，但见到医护人员时，还是会颤颤巍巍

地举起右手，向大家敬军礼表达感谢。

还有的患者在生命弥留之际，签下

捐献角膜、遗体的自愿书。“你们为我做

了这么多，我无以为报，把我的遗体拿去

做研究吧，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老兵，对

党、对军队最后的贡献！”

“在这些医务工作者身上，我感受到

了党组织对我们老红军的关怀。”一位老

红军在出院时说的话，被医护人员记在

了心里，也激励着他们继续怀着满腔热

情和赤诚之心，坚守在这个平凡的岗位

上，并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

的业绩。

倾力作为

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的一

个办公室，放着厚厚的一摞感谢信。纸

短情长。一封封信、一张张短短长长的

纸条，不仅有浓浓的感激之情，还有曙光

和希望。

“我们不会忘记专家们多次组织联

合会诊，全力以赴进行抢救，使母亲的生

命不断得以延续……”这是该医学中心

一封感谢信中写到的。

感谢信里的母亲是一位 103 岁的老

红军奶奶。当时，老奶奶因急性心肌梗

死，被紧急送往该医学中心治疗。由于

老奶奶高龄，且存在多种脏器疾病，临床

救治难度很大。

刻 不 容 缓 ，该 医 学 中 心 马 上 进 行

多学科联合会诊。

呼吸科的专家来了，血液科的专家

来了，消化科的专家来了，康复科的专家

也来了……9 个科室、近 20 位专家对老

奶奶的病情进行分析论证、制订救治方

案。经过 22 天的连续治疗，老奶奶可以

下地行走了。

在这里，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不

抛弃”的信念深深烙印在每一名医护人

员的心头。无论白天黑夜、雨雪风霜，一

有重病号和抢救，专家们套上白大褂就

往医院赶，想尽一切方法进行治疗。

竭尽全力的救治，离不开对先进医

学技术的不懈追求。组建 60 多年来，该

医学中心始终瞄准老年医学发展的前

沿，追求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无论是

牟善初、王士雯等老年医学的奠基人和

开拓者，还是如今挑起大梁的年轻一代，

都在业务上不断创新，追赶着世界医学

发展的脚步。

上个世纪 80 年代，70 岁高龄的牟善

初教授为了解决患者腹主动脉瘤的技术

难题，带队到国外学习。每天上班提一

兜书，下班提一兜书，是牟老留给同事们

的深刻印象。

一生致力于老年心脏病和老年急救

医学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王士雯院士，

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严重危害老年人健康和

生命的临床综合征——老年多器官衰竭，

并提出著名的“肺启动机制学说”。在身体

抱恙时，她仍坚持坐着轮椅去查房。

攀登医学科研高峰，接续奋斗的脚

步从未停歇。

“别人能做的手术，我们也能做，不

叫本事。别人不能做的手术，我们还能

做，这才是本事。不然，人民军医的担当

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

师刘宏斌一直用这样的理念带领团队。

去年，心血管内科收治了一名老红

军，诊断为“主动脉瓣重度关闭不全及前

降支重度狭窄”，心脏扩大至原来的两

倍，随时可能发生急性心梗、急性心衰等

致命风险。如果采用传统的手术方式，

创伤大、恢复时间长。如果先进行冠脉

介入治疗，再实施手术，风险很大。专家

们面对这个两难选择，一时难以决断。

经过审慎细致的术前讨论，刘宏斌带领

医护团队，在充分准备和精准评估的条

件下，为患者成功实施了一站式微创心

脏杂交手术，为高龄心脏病患者的救治

打开了一条新通路。

“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为患

者服务”，是血液科主任卢学春的信条。

高龄患者基础疾病多，病情复杂，往往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针对老年患者

的特点进行精准治疗？卢学春带领团队

开发利用了一系列潜在揭示疾病发生发

展规律的生物大数据，同时建立了药物

功能基因组数据库，辅助医疗诊治。

前不久，血液科收治了一名 98 岁的

老八路。老人因消化道、膀胱反复出血，

需要依靠输血来缓解。出血、输血、再出

血、再输血……“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打

破这个恶性循环”，卢学春带领团队反复

查文献、做实验，寻找病因。最后，他们通

过自主建立的功能基因组数据库，筛选到

潜在的治疗药物。经过个体化治疗，患者

终于摆脱了消化道反复出血的困境。

每一次成功的救治都离不开医务工

作者对医疗技术的精益求精、对生命的

执着追求和对患者的真挚情感。付出坚

守，收获希望。在医务工作者的努力下，

许多医疗奇迹在这里发生。

“使英雄们享受到精心周到的医疗

保障，是我们医疗保健工作者对历史功

臣的最好回报，也是新时代人民军医的

职责与光荣。”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王

海军的肺腑之言，道出了该医学中心所

有医务工作者的心声。

图①：刘 宏 斌 团 队 为 患 者 做 介 入

手术。

图②：医护人员为住院患者送上生

日祝福。

图③：医护人员查看“患者情绪晴

雨表”。

（图片由王家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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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由多种病因引发的慢性

代谢性疾病，主要表现为血糖水平升

高。不少战友认为糖尿病是“老年病”，

跟青年官兵无关。其实，糖尿病并不是

只有老年人才得。近年来，我国糖尿病

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不少三四十岁的人

也容易发生血糖升高。

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为“三多一少”，

即多饮、多尿、多食、不明原因的体重下

降。如果出现上述典型症状，且随机静

脉血浆葡萄糖大于等于 11.1mmol/L，

或 者 空 腹 静 脉 血 浆 葡 萄 糖 大 于 等 于

7.0mmol/L、葡萄糖负荷后 2 小时静脉

血浆葡萄糖大于等于 11.1mmol/L、糖

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 6.5%，可诊断为

糖尿病。

糖尿病前期往往没有症状或症状

非常轻微，容易被忽略。若能早期识别

并进行针对性预防，可以大大降低糖尿

病的发病率，防止并发症发生。因此，

建议糖尿病高危人群及时进行早期筛

查。糖尿病高危人群包括：有糖尿病前

期 史 ；年 龄 大 于 等 于 40 岁 ；体 重 指 数

（BMI）大 于 等 于 24kg/m2 或 中 心 型 肥

胖（男性腰围大于等于 90cm，女性腰围

大 于 等 于 85cm）；一 级 亲 属 有 糖 尿 病

史；缺乏体力活动者；有巨大儿分娩史

或有妊娠期糖尿病史的女性；有多囊卵

巢综合征病史的女性；有黑棘皮病者；

有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性

心血管疾病史者；有类固醇类药物使用

史者；长期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或抗抑郁

症药物治疗等。

适当的生活方式干预可以延迟或

预防糖尿病发生。糖尿病的具体生活

方式干预如下：①控制体重。建议超

重/肥胖患者 3~6 个月减轻体重的 5%~

10%。消瘦者可通过合理的营养计划

达到并维持理想体重。②合理膳食。

注意营养均衡，减少精制碳水化合物

（如白米饭、面食、饼干等）和含糖饮料

的摄入，建议以全谷物或杂豆类代替

1/3 精白米、面等主食。③适量运动。

成人 2 型糖尿病患者每周至少进行 150

分钟中等强度（50%~70%最大心率，运

动时有点用力，心跳和呼吸加快但不急

促）有氧运动（如快走、骑车、打太极拳

等）；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避免久坐；建

议每周进行 2~3 次抗阻练习（两次锻炼

间隔大于等于 48 小时）。如果伴有急

性并发症或严重慢性并发症时，不建议

采取运动治疗。④戒烟戒酒。⑤限盐，

建 议 每 天 的 食 盐 摄 入 量 控 制 在 5g 以

内。⑥心理平衡。规律作息，减轻精神

压力，保持心情愉悦。

生活方式干预是 2 型糖尿病的基

础治疗措施，应贯穿于糖尿病治疗的始

终。如果单纯的生活方式干预不能使

血糖控制达标，应及时在医生指导下应

用降糖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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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

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病，在老年人中

较为常见。但高血压不是老年人独有

的疾病，年轻人患高血压的也不少见。

通常情况下，收缩压超过 140mmHg 或

舒张压超过 90mmHg，可以被诊断为高

血压。

高血压的患病与以下几个因素相

关：遗传因素。若父母患有高血压，子

女患高血压概率约达 45%。年龄及性

别。血压随年龄增长而升高，男性比

女性更容易患高血压。肥胖因素。肥

胖者高血压的患病率是非肥胖者的 2~

6 倍。体重每下降 10 公斤，血压通常

会 下 降 5mmHg 左 右 。 生 活 习 惯 因

素。过度进食丰富的动物脂肪、饮食

过咸、大量饮酒、吸烟等，均可促进血

压升高。此外，精神紧张、环境噪音等

也可能促进血压上升。

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

危险因素，可以引起心、脑、肾、大动脉、

视网膜等器官的损害，还会导致冠心

病、高血压心脏病、心功能减退、心律失

常、猝死等。因此，如果自测血压达到

高血压诊断标准，要及时前往专业的医

疗机构进行诊治。

高血压的治疗包括养成健康的生

活习惯和药物治疗两个方面。养成健

康的生活习惯包括健康饮食、规律运

动、保持理想体重、戒烟限酒、调节情

绪、注意劳逸结合、避免久坐等。药物

治疗要遵循平稳降压、持续降压的原

则。目前，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共有七

大类，医生会根据不同人群和工作性

质以及疾病伴随状态，选用不同的药

物种类组合。建议尽量选择疗效长、

用药次数少的药物种类。血液中的药

物浓度需要逐渐累积才能达到有效药

物浓度。因此，高血压患者开始药物

治疗后，要坚持服用降压药物并持续

监测 1~2 周，以确定药物的治疗效果。

若治疗后，血压一直平稳达标，且没有

出现药物不良反应，也要坚持服用降

压 药 ，不 要 擅 自 停 药 ，防 止 高 血 压 反

弹。治疗期间要经常自测血压，养成

早、中、晚监测血压的良好习惯，出现

异常及时向医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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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①①

②②

长期以来，糖尿病、高血压、脑卒中等慢性病被认为是“老年病”，患
病群体以老年患者居多。近年来，不少慢性病呈现年轻化趋势。健康不
分年龄，年轻人也要预防慢性病。本期，我们邀请解放军总医院的有关
专家，为官兵科普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防治知识，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

——编 者

何耀，解放军总医院

老年医学研究所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老年医学

学 会 专 家 委 员 会 主 任 。

在慢性病、老年病的流行

病 学 研 究 和 疾 病 预 防 与

控 制 领 域 取 得 多 项 成

果。获得第九届“吴阶平

医学奖”。

朱平，解放军总医院

主 任 医 师 ，教 授 ，博 士 生

导 师 。 长 期 从 事 心 血 管

内 科 医 疗 、科 研 、教 学 等

工 作 。 在 老 年 心 血 管 疾

病的诊治，特别是介入治

疗 及 高 龄 老 年 心 血 管 危

重 症 的 抢 救 方 面 有 丰 富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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