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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讯

急诊故事

本报讯（记者史 尧 通讯
员邢永田）ECMO（体外膜肺氧
合）能够同时代替人体心脏和肺
的功能，为医务人员救治危重患
者赢得时间，被视为生命的最后
一道防线。近日，河南省人民医
院、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多学
科专家联合，成功救治一名8个月
大的重度肺炎患儿。医务人员全
程使用ECMO技术，将患儿从南
阳成功转运至郑州，创下河南省
ECMO转运患者最低年龄纪录。

1月20日9时，一个电话打到
了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儿
童重病监护病房（PICU）主任史
长松的手机上：一名8个月大、体
重仅8公斤的宝宝患重症肺炎，出

现了严重的低氧血症，血压难以
维持，生命岌岌可危，需要紧急转
运至河南省人民医院救治。这么
小的年龄，这么轻的体重，还远在
距郑州300多公里外的南阳市，这
无疑给救治带来了巨大困难。

情况危急，孩子必须尽快转
往上级医院进一步救治。可孩子
病情危重，只有使用ECMO才有
可能进行转运。但面临的问题
是，全省还没有给这么小的患儿
实施 ECMO 支持下长途转运的
先例。

为了挽救这个稚嫩的生命，
史长松马上联系了阜外华中心血
管病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脏
中心。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副

院长、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
知名专家程兆云教授当即决定，
派出体外循环团队，提供ECMO
支持。史长松也同时选派精兵强
将参与救治。

仅用半个小时，专家团队集
结完毕。由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
院体外循环科副主任李建朝、孟
凡伟主治医师、儿童心脏中心张
岩伟主治医师、手术室孙静护士
长，河南省人民医院 PICU 程东
良主治医师、李倩护师等专家组
成的 ECMO 救治团队，奔赴南
阳。

13时，救护车抵达患儿所在
医院。看到患儿，专家们不由得
心头一紧：只见孩子嘴唇青紫，甚

至连手脚都开始发紫，呼吸机已
经发挥最大作用，可是血氧饱和
度仍然只有 70%，甚至一度骤降
到 20%。患儿心率、血压也极不
稳定。体外循环团队马上开始评
估情况，着手建立体外生命支
持。孩子太小，腿上的股动脉血
管很细，血管壁极薄，置管难度非
常大，专家们选择从颈动脉为孩
子插管上机。

ECMO顺利运转后，令人惊
喜的一幕发生了：患儿血压、心率
逐渐平稳，泛紫的嘴唇和小手开
始红润。转运团队里的所有人松
了一口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转运团队又进行4小时的严密观
察，在患儿各项生命体征都平稳

后，开始转运。
21时，孩子顺利抵达河南省

人民医院儿童重病监护室，开始接
受进一步治疗。在11个多小时的
生死营救中，医务人员争分夺秒，
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为孩子下一
步接受治疗赢得了宝贵时间。

经过精心救治，1 月 24 日下
午，小患者已经度过危险期，病
情稳定，血压、心率、血氧饱和度
等各项生命体征恢复正常，肝肾
功能和神经系统也逐步恢复。
此 次 使 用 ECMO 技 术 成 功 转
运、救治 8 个月大危重患儿，标
志着河南在低年龄、低体重婴幼
儿急危重症救治方面迈上了新
台阶。

为8个月大的患儿安装“人工心肺”
刷新河南ECMO转运患者最低年龄纪录

“喂，老人家，我们已经到您小区门口了！”“喂，
可以听到吗？”“喂！喂！……”“嘟……嘟……”

1月24日，郑州人民医院急诊科上演了一场
紧急营救，医务人员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30分
钟后终于找到意识部分丧失的独居老人。

当日22时30分，郑州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
周志胜正在值班，接到家住卫生路的一位老人
的求助电话。确定老人的位置后，周志胜及其
同事不到10分钟就来到老人所住小区。可是由
于天黑，加上小区内没有明确的楼牌和路标，在
确定老人的具体位置上，医务人员犯了难。医
务人员询问保安及小区居民也弄不清楚老人所
在楼，拨打老人电话也无人接听。无奈之下，医
务人员只能通过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听响声
等方式搜寻患者。

半小时后，医务人员终于锁定老人所在位
置。当时，周志胜及其同事隔着门听到了手机铃
声，反复拨打了几次，最终确认就是老人家里。
可敲门无人回应，周志胜就抠掉了门上的“猫眼
儿”往屋里看，正好老人的卧室对着门，遂发现老
人躺在床上。

于是，周志胜及其同事打电话求助了110和
119。消防人员赶到，打开了老人家的门。周志
胜及其同事赶紧来到老人身边，发现她意识已经
有点儿模糊，说不出话了。医务人员立即给予面
罩吸氧、呼吸机辅助呼吸、心电监护并建立静脉
通路。同时，他们电话联系老人家属，并立即把
老人转往医院。

据了解，老人之前有高血压病、冠心病等，肺
功能一直很差。接受抢救后，老人被转入郑州人
民医院ICU（重症监护室）继续接受治疗。目前，
老人已康复出院。从接到求救电话到找到患者，
医务人员仅仅用了30分钟。医务人员靠着沉着、
果断、不放弃，最终取得了胜利。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讯
员陈思妤）1月24日，大雪再降驻
马店，给市民们工作和生活带来
了极大的困难。驻马店市中心医

院积极行动，全力保障医疗工作
正常进行和患者就诊出行。

1月25日早晨8时，该院组织
行政、后勤及安保人员开展了院内

病区道路的铲雪活动（如图）。在
院领导的带动下，大家迅速行动，
积极清扫医院各主干道积雪，为患
者及家属清理出干净的路面。

为了方便患者就诊和医院急
救车及时安全出诊，该院及时启动
了大雪冰冻天气医疗急救应急预
案，在医院急救车辆上专门加装了

防滑链，确保院前急救行动迅速、
行车安全、救治及时。医院相关部
门及时送物资到临床，有效保障了
临床工作能够正常运行。

开封市抗癌康复俱乐部举办
“生命的奥运——我运动，我健
康，相约2022年北京冬奥会”活
动 1月12日，由开封市抗癌康复
俱乐部主办的“生命的奥运——
我运动，我健康，相约2022年北京
冬奥会”活动举行。这项活动由
上海、北京等地的癌症康复组织
发起，全国24个城市的癌症康复
组织共同参与，开封市抗癌康复

俱乐部是组委会成员。
活动当天，室外温度是零下

6 摄氏度，但俱乐部的会员们不
畏严寒，热情似火，彼此鼓励，相
互约定“2022年，一个不许少，将
生命的奥运进行到底！”据悉，报
名参加活动的会员，将从当天开
始每人每天存下 5 元钱，为开启

“奥运征程”打下经济基础，同时
完成每周 5 天、每天行走 5000 步

的锻炼任务，为参与活动储备体
能。在这些会员当中，在生命受
到威胁时，他们没有向命运屈服，
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
生命的热爱。 （李 季）

焦作市中心血站开展“精准
扶贫温暖冬天”主题活动 近
日，焦作市中心血站“青年文明
号”志愿者来到焦作市中站区东

张庄村进行送温暖、送爱心活
动。志愿者们首先来到龙翔学
校，为贫困学生送去了书包、保
温杯、毛巾等。孩子们高兴地接
过物品，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
们保证不辜负志愿者们的期望，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随后，志
愿者们来到一户独居老人家，家
里只有两个年迈并且行动不便
的老人。志愿者们为他们送上

了床单、被套等生活用品，老人
高兴地连声道谢。

此次寒冬送温暖、送爱心活
动，只是焦作市中心血站开展精
准扶贫活动的一个缩影。大家表
示，要继续充分发挥能吃苦、能奉
献的精神，展现青年人蓬勃向上、
积极主动的风采，继续帮助贫困
群众。

（王正勋 高新科 李俊光）

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是神
圣的。尽管有些生命初到人世
就饱受疾病的痛苦，但他们仍坚
强地走向未来，开启人生的征
途。近日，濮阳县人民医院多学
科联手，成功抢救双胞胎输血综
合征患儿。

孕妇韦某，40岁，在濮阳县
人民医院做产检时发现是双
胎。因孕妇高龄且双胎（单绒
双羊），所以发生妊娠期双胎输
血综合征、妊娠高血压疾病、妊
娠期糖尿病等母婴并发症的风
险会相应增加。医生建议韦某
孕期增加产检次数，定期观察
孕妇及胎儿情况，韦某很配合。
孕 26 周时行糖耐量检查，医生
发现韦某血糖高，给予合理饮食
指导、饮食控制、运动疗法，定期
检测血糖，同时严密检测母婴情
况。孕 35 周时住院，韦某高龄
并发妊娠期糖尿病、妊娠高血压
疾病、低蛋白血症，连续胎心监
测发现胎儿反应不佳。韦某入
院后，医生给予解痉降压、控制
血糖、纠正低蛋白血症、吸氧、促
胎肺成熟等处理后，考虑韦某目
前的 情 况 ，需 要 立 即 终 止 妊
娠。与家属充分沟通病情、做
好各项术前准备后，医生于1月
6日对韦某实施了剖宫产手术。

术中，大宝（姐姐）出生时
全身皮肤发红呈醉酒貌，并发
紫；不到一分钟的间隔，小宝
（妹妹）也来到人世间，但是情
况同样不容乐观，全身皮肤黏
膜苍白，重度水肿如蜡像。经
验丰富的医务人员意识到孩子
处境危险，情况十分危急，遂邀
请儿科专家顾瑞霞、翟粉竹等综
合会诊，制定治疗方案，并立即
通知 NICU（儿科重症监护室）
预热暖箱，做好抢救准备。与家
属充分沟通后，助产士以最快的
速度将患儿抱入 NICU。护士
马静娜、陆丽、靳玉姣立即采
血、送检，测血糖，测血气，建立
静脉通道，纠酸补液等，各项抢
救工作有条不紊。检验结果显

示，小宝重度贫血，血色素只有
42 克/升，有生命危险，需尽快
输血。医务人员立即联系输血
科，做好供血工作。输血科主
任郑正彪组织人员进行采血交
叉配血，满足输血需求。大家
分 工 明 确 ，积 极 投 入 抢 救 工
作。大宝在母体内患有红细胞
增多症、低血糖、代谢性酸中
毒，需要换血、纠正低血糖、纠
酸治疗等。

经过近4小时的努力抢救，
两姐妹的呼吸、心率等生命体征
逐渐趋于稳定。随后，宝宝们被
送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进行治
疗，大家才舒了一口气。虽然错
过午饭时间，但是看到宝宝们转
危为安，大家内心充满欣慰。

在半个月的治疗时间里，小
宝共输了 3 次血，大宝置换了 4
次血。大家多次讨论宝宝们的
治疗方案，最终使得宝宝们的血
红蛋白及红细胞等各项指标逐
渐正常。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
治疗、悉心护理，各科室的鼎力
相助，最终，宝宝们克服了重重
困难，战胜了病魔，已于近日康
复出院。

医务人员提醒，双胎输血
综合征是双胎妊娠中的一种严
重并发症，围产儿死亡率极高，
未经治疗的死亡率为 70%～
100%，在临床上极为罕见。一
次次围产期的保健和干预，一幕
幕倾心的付出和奉献，是此次抢
救成功的关键。这次紧急救治
的成功，不仅体现了濮阳县人民
医院各科室之间默契的配合，更
是体现了医务人员无私的奉献
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医务人员面
对突发事件的高效应变能力及
急诊抢救能力。作为全县危重
孕产妇救治中心、危重新生儿
救治中心，濮阳县人民医院在
今后的工作中定将不负重托，
把责任扛在肩上，不断提升自
身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强自身
建设，为孕产妇和新生儿身体
健康保驾护航。

1月19日上午，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驻马店市精神病医
院）组织医务人员，来到汝南县和孝镇，为该镇捐赠办公桌椅、电
脑，并组织人员完成安装工作。据了解，此次捐赠活动是该院扎
实推进基层办公场所建设、落实帮扶计划的又一重要举措，为该
镇更好地开展工作提供了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该镇干部和广大
群众的广泛赞誉与好评。 丁宏伟 陈家欣/摄

本报讯（通讯员白 鹏 闫
晓波）岁寒飘梅香，瑞雪迎新
春。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
卫生计生委新医改政策，提高基
层人员服务能力，推进巩义市医
共体建设，做好上下联动分级诊
疗工作，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
不出县”的有序医疗格局，1 月
24日下午，巩义市卫生计生委与
巩义市人民医院联合举办了“巩
义市人民医院高血压协会年会

医共体总结表彰大会暨2018年
特色项目特色技术推介会”。

巩义市副市长刘军杰、市政
府办公室副主任白庆伟、市卫生
计生委主任白利亚、市卫生计生
委副主任刘绪歌等领导，以及巩
义市人民医院班子成员、市第二
人民医院、站街卫生院等21家基
层医疗机构的骨干、各村卫生室
医师及市志愿者协会会员共500
多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巩义市人

民医院党总支书记李银宽主持。
会议首先进行国家“十三

五”重点项目——H型高血压病
精准医学落户巩义启动仪式，由
深圳长卿医学研究院项目专员
陈广明博士介绍 H 型高血压病
精准医学项目和流程。该项目
能够助力巩义市人民医院建立
高标准、统一质控、大样本数据
平台，提高该院临床、科研、教学
水平，促进H型高血压病的规范

诊疗，让患者获得高血压病规范
治疗药物（依那普利叶酸片）补
助，这对降低患者卒中的发生率
具有重大意义。

在共同观看巩义市人民医
院医共体发展专题片《共担风
雨 共享阳光》后，巩义市人民医
院医共体成员单位授牌仪式正
式开始。

巩义市人民医院院长乔来
军在致辞中简要回顾了2017年
全院在医共体建设、高血压病防
治工作方面取得的新进展新成
就，并对落户本院的H型高血压
病精准医学项目给予了高度评
价。乔来军希望全体医务人员
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提高
H 型高血压病诊疗能力，提高

“一切围着百姓转”的服务能力，
以及进一步提升远程会诊中心、
远程影像中心、心电网络远程会
诊中心等9个中心的服务能力，
让全市百姓获益。

白利亚在讲话中，对由巩义
市人民医院牵头成立的医共体
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白
利亚希望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加

快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
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
机制，努力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
优质医疗服务，为建设健康巩义
做出更大的贡献。

刘军杰在讲话中指出，医共
体授牌仪式的举行，是全市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
他希望巩义市人民医院继续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做好“帮、带”
工作，着力改善服务条件，不断
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开创
改革发展新局面，让更多的群众
享受到医改的惠民成果，为全市
医疗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做
出贡献。

会上，刘军杰、白利亚为21
家医共体成员单位授牌，这标志
着巩义市医共体成员单位自此
将同频共振、相得益彰，共同为
百姓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服
务。最后，白利亚、乔来军为巩
义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揭牌；刘
绪歌、乔来军、李银宽等领导分
别为巩义市人民医院医共体20
家先进成员单位、5个先进科室
和30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巩义市人民医院举行高血压协会年会医共体总结
表彰大会暨2018年特色项目特色技术推介会

濮阳成功抢救
双胎输血综合征患儿

本报记者 陈述明 通讯员 李亚辉

搜
寻
打
了
急
救
电
话
的
患
者

本
报
记
者

常

娟

通
讯
员

潘
黎
黎

巩义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启动授牌仪式 刘枫瑞 张晓龙/摄

积极应对大雪天气 全力保障医疗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