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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本报讯（记者常 娟）10月
26日，河南省医养康复中心揭
牌仪式在河南省职工医院举
行，从此，河南有了省级医养康
复机构。

河南省医养康复中心依托
河南省职工医院成立，是在原
河南省职工医院医养康复中心
基础上，经省总工会、省卫生健
康委批准成立的省级医养结合
服务机构。该中心目前拥有床
位 400 张、职工 600 人，今后将
进一步充分发挥医疗保障优
势，打造老年医学、康复医学、
神经康复、心肺康复、骨科康
复、中医康复、疼痛康复、肿瘤
康复、老年护理与照护、安宁疗

护等重点学科，致力于开展智
慧康养、长期照护、日间照料、

“互联网＋”预约上门服务、旅
居康养等服务项目和服务模
式，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老龄
化美好生活的向往。

揭牌仪式后，河南省职工
医院举办了敬老爱老大型义
诊活动，来自内科、外科、皮肤
科、中医科等科室的近50名医
生、护士以及志愿者，在活动
现场为市民提供义诊、检查、
咨询服务，免费为他们测血
压、血糖，赠送药品，派发健康
教育宣传资料，共接诊近 2000
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1500 余
份。

本报讯（记者史 尧 通讯
员邢永田）从腋下入路，实现切
口“隐形”，并使用聚乳酸可吸收
封堵器，使体内不保留金属异
物，既能矫正先心病，还能把手
术的创伤降到最低。10月22~23
日，华中阜外医院科研与学科建
设部主任、河南省儿童心脏中心
主任范太兵教授等专家团队，从
腋下入路运用可降解封堵器，先
后为两名患儿成功实施了心脏
室缺封堵术。

第一个幸运的女孩叫可可，
来自永城市，仅 1 岁零 4 个月
大。1年前，可可到社区打疫苗，
查体时发现心脏有杂音。家人
带她去医院做了彩超等检查后，
发现孩子患有室间隔缺损。第
二个幸运的孩子叫默默，来自郑
州市高新区，1岁6个月大。孩子
出生后体检，医生发现其心脏有
杂音，在郑州某医院做心脏超
声检查，查出室间隔缺损。

随着孩子体重不断增加，孩

子心脏负荷也会越来越大。如
果室间隔缺损的问题长期得不
到纠正，孩子的心脏将会受损，
影响生长发育，甚至对生命安全
构成威胁。

经过多方了解，两个孩子的
家长不约而同地都选择来华中
阜外医院儿童心脏中心找范太
兵寻求治疗。

鉴于孩子年龄太小，而且
还都是女孩，经过反复论证，范
太兵团队决定从腋下入路，运

用可降解封堵器，为她们实施
心脏室缺封堵术。术后超声检
查结果显示，室间隔无残余分
流，手术成功。术后第二天，两
个孩子均转到普通病房。目前，
她们各项生命体征正常，几天后
即可康复出院。

“既能治疗先天性心脏病，
还能避免手术刀在胸口留下伤
疤，真正实现了鱼和熊掌可以兼
得。”作为可吸收房间隔、室间隔
缺损封堵系统，治疗房缺、室缺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临床试验的
主要研究者，范太兵说，可降解
封堵器的材质是聚乳酸，几个月
后开始缓慢降解，分解成为乳
酸，被人体消化吸收，生成水和
二氧化碳排出体外。

“与此同时，心脏内膜组织
会沿着封堵器慢慢生长，在封堵
器完全降解之前，人体自身心脏
内膜组织会自动将房缺完全补
好，没有任何异物残留。”范太兵
说。

华中阜外医院运用“可吸收封堵器+隐形切口”

为两名患儿实施心脏室缺封堵术

对于尿毒症患者来说，动静
脉内瘘是其赖以生存的“生命
线”，长期的血液透析，反复穿刺，
很容易造成动静脉内瘘处瘢痕增
生或内瘘狭窄，导致血栓形成，内
瘘失去功能，会对尿毒症患者的
治疗带来极大不便，并且影响透
析的效果，甚至还会影响到患者
的生命健康。如何建立一个功能
良好的血管通路，妥善处理并发
症是目前肾内科医生面临的主要
挑战之一。

面对临床上各种困难条件下
的血管通途，是做远端（腕部）血
管吻合还是高位（肘窝）血管吻
合？是用外科方法修补改道还是
介入法球囊扩张……个体化的血
管差异需要不同的方式去处理。
开通内瘘闭塞患者“生命线”

开通闭塞的内瘘是较紧急的
手术，患者透析后、失水后、血压
低、手臂受压、血管狭窄等都会导

致内瘘闭塞，是采用外科方法修
补改道还是用介入法球囊扩张，
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当日或第二日
进行开通，否则将越堵越长。

近日，60岁的尿毒症患者李
老先生因内瘘闭塞被紧急收入肾
内科接受治疗。经过问诊，李老
先生患有尿毒症，连续接受维持
性血液透析治疗 6 年，前一天上
机时发现内瘘震颤消失，透析穿
刺针不能引出血流，严重影响了
透析及生活质量。随后，李老先
生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驻马店
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寻求帮
助。

经过检查，李老先生内瘘震
颤已经消失，瘘口有硬结，早已闭
塞。彩超检查结果显示，李老先
生内瘘吻合口有一约4厘米长的
血栓，穿刺点处血管狭窄仅 1 毫
米并闭塞。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
院肾内科主任邱明生团队经过反

复研究，并与患者及家属充分沟
通后，为患者实施了介入法内瘘
球囊扩张术。患者术后即开始血
液透析治疗，血流良好。
球囊或支架扩张对患者更有利

邱明生提醒，内瘘血管狭窄
是常见的透析血管通路并发症，
若不及时处理，会出现严重并发
症，如血栓形成及内瘘闭塞，导致
透析无法进行。传统的治疗方案
常采用二次手术，重新造瘘，这样
会耗费患者有限的血管资源，最
终导致血管耗竭。另外，内瘘重
建后需要 1~3 个月的成熟期，这
样就必须给患者放置临时的中心
静脉导管，费用高且并发症多，给
患者带来较大的痛苦。而采用球
囊或支架扩张则对患者更加有
利，球囊扩张术后内瘘可马上使
用，且创伤小、痛苦小，能反复进
行，对血管破坏小，最大限度保留
自身血管长度。

介入法球囊扩张术
成功救治一血液透析患者

本报记者 丁宏伟 通讯员 李明华 邢小宝

河南省医养康复
中心成立

10月27日，舞钢市“悦动全球”第四届国际环湖马拉松
比赛开跑。舞钢市卫生健康系统调动力量投入现场急救、
转运转诊等医疗保障工作，用辛勤和付出助力比赛圆满成
功。图为医务人员正在救助参赛人员。

段泓涛 陈会召/摄

近日，安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抽调80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健康
体检队，来到安阳职业中等技术学校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大型体检
工作，圆满完成对该校 4000 余名学生的体检任务。图为体检现
场。

李 敏 张治平/摄

本报讯 （记者侯少飞 通
讯员郭永伟）10月25日，周口市
中心医院联络河南电视台、《大
河报》《东方今报》《医药卫生报》

《周口日报》、周口市电视台等13
家省、市主流媒体记者召开主题
为“抗击卒中，我们在行动”的

“世界卒中日”媒体座谈会。
本次活动旨在借力媒体传

播平台，进一步提高全市人民对
卒中早期预防、自我判断、救治
配合的知晓率，从而有效降低卒
中患者伤残率。

据了解，卒中就是人们常说

的“脑中风”，是一种急性脑血管
疾病，包括：脑出血、脑梗死两种
病症，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
高死亡率、高复发率和高经济负
担等特点。

自2015年以来，周口市中心
医院在卒中防治方面取得了长
足进展，在卒中溶栓治疗、介入
治疗、卒中筛查等方面达到全国
先进水平。其中，该院牵头创立
的市、县、乡三级卒中救治网络
模式，被业界同行称为“周口模
式”，享誉全国。截至9月底，全
市今年前3个季度共计开展卒中

评估8125例、静脉溶栓2331例、
急诊管内治疗 197 例、桥接 119
例。

周口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
二病区主任夏磊说：“现实中，
人们对卒中知识了解甚少。一
项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受访者
认为，卒中发病前没有任何症
状，甚至一部分受访者认为简
单地依靠活血、化瘀等针剂就
能预防卒中。由此可见，目前
大众对卒中还有很大的认知误
区，卒中防治科普教育任重而
道远。”

面对社会大众对卒中严峻
形势认识不足、中风防治意识差
强人意等现状，周口市中心医院
副院长张晓阳说：“抗击卒中是
一项需要发动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长期项目。只有不断提高大
众的疾病防治意识，缩短送医救
治时间，才能挽救更多患者的生
命。”

在座谈会上，周口市中心医
院还特意安排参会记者实地参
观了医院卒中中心绿色通道、卒
中重症 ICU（重症加强护理病
房）病房，让大家亲身体会拥有

“健康生命方为美好”的同时，深
感传播疾控知识的重要性。

卒中科普小常识：日常生活
中，人们应该怎么样识别卒中
呢？专家介绍说，其实很简单，
只需3个步骤即可：一是观察脸，
即是否出现不对称、口角歪斜；
二是检查两只胳膊，看是否能够
平行举起；三是聆听语言，辨别
是否言语不清、表达困难。以上
3 个症状，出现任意一种就要引
起重视，前往有中风救治能力的
医院救治，不要贻误最佳治疗时
机。

周口市中心医院

致力提高卒中知晓率 降低卒中患者伤残率

10月22日，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科主任医师娄季
鹤为郑州新区污水处理厂员工开展《再见吧，生产烧伤！》健
康科普讲座，围绕“逃、冲、脱、包、送”五字法，向员工们普及
日常急救知识，提高大家对烧伤、烫伤的紧急处理能力，受
到好评。 王占锋/摄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讯员郝玉焱）日
前，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普外科在急诊科、重
症科、心内科、妇产科、麻醉科等相关科室的全
力配合下，成功为一名患者实施了腹部肿瘤切
除术，将患者腹腔内重约20千克的罕见巨大肿
瘤顺利切除。目前，该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平
稳，正在康复中。

这名女性患者57岁，体重约140千克，属
于重度肥胖人群，因阵发性腹部疼痛伴频繁呕
吐两天半，于10月8日来到安阳市第六人民医
院急诊科就诊。来院时，患者表情痛苦，呼吸
急促，经过检查有心功能不全、肺部感染、肾功
能不全等症状；经腹、盆腔CT（电子计算机断
层扫描）检查，结果显示患者腹部较大占位病
变，考虑患者内科疾病症状较为严重，随即转
入重症科。重症科医师针对患者内环境紊乱
等情况积极对症治疗、精心调理，在较短的时
间内，患者各项指标明显改善，为下一步治疗
奠定了良好基础。

同时，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医务科组织普
外科、妇产科、心内科、麻醉科、重症科等科室
专家进行会诊，确定将患者转入普外科进行腹
腔镜探查术，以确定腹部肿瘤具体情况。

手术于10月9日下午进行。由于患者重
度肥胖、不能平躺、只能半坐卧位以保持正常
呼吸，加之患者有严重心衰、肺部感染等因素，
增加了术前麻醉、术中麻醉管理的难度。在实
施全麻时，脖子粗短、颈椎活动受限的患者是
气管插管的“困难户”，麻醉师还需要穿过厚厚
的脂肪层找到血管完成深静脉穿刺置管和动
脉密穿刺置管，用于术中麻醉管理。该院麻醉
科主任韩文冬、麻醉师王瑞娟经过努力，顺利
完成以上操作，成功对患者实施了麻醉。术前
准备就绪后，该院普外科主任舒新成、医师夏
韬开始进行腹腔镜探查术，经术中探查，可见
患者腹部有31厘米×24厘米×34厘米的巨大
肿瘤物，部分位于腹腔内，部分位于腹膜后，瘤
内有出血、坏死并感染，与腹腔内脏器广泛粘
连，腹腔内有大量暗红色浑浊积液量约800毫
升。

此种情况，手术切除是唯一救治办法，但
瘤体占据了患者腹腔大部分位置，手术空间非
常小而手术视野范围也小；瘤体与多脏器粘
连，术中很容易伤及邻近重要器官；瘤体部分

位于腹膜后，与周围的大血管关系密切，病程长，与大血管粘连紧
密，所以术中极易引起大出血，手术难度非常大。在多学科专家的
护航下，舒新成团队经过两个小时的手术，成功将患者腹部巨大肿
瘤取出，经测量，取出的肿瘤重约20千克，甚是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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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
牛 然）10月27日，在河南科技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举行的“2019 豫西地区急
诊高峰论坛暨洛阳市急诊医学年会”
上，中国急诊专科医联体“急先锋”项
目洛阳站宣告启动。

“急先锋”项目是由中国急诊专科
医联体发起的全国性项目，今年7月在
北京启动，旨在实施以“上下联动”为
中心的医疗技术帮扶服务、教育互联
网服务、科研信息化服务、管理标准化
服务等，优化急诊流程，规范急危重症
诊治，围绕急诊急救大平台建设工作
重点，从胸痛中心、卒中中心等方面切
入，推动建成快速、高效的急危重症医
疗救治体系，完善急性心肌梗死协同
救治网络。

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会
长、中国急诊专科医联体主席、北京协
和医院于学忠教授强调了急诊急救大
平台建设的重要意义：急诊学科的发
展要把守护生命的第一道关口前移到
患者身边去，进行理念创新、体制创新
和运行模式创新。该项目未来除了进
行医师培训等工作外，还要进行心肺
复苏技术等宣传，让全民健康普及成
为可能，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掌握急
救知识，实现“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
紧急救治目标。

在豫西地区急诊高峰论坛暨洛
阳市急诊医学年会上，于学忠、朱继
红、秦历杰、王龙安、张国秀等急诊医
学专家还分别以《中国急诊的现状与
发展未来》《无冠脉阻塞心肌梗死的
治疗》《院前溶栓和院前急救的必要
性》《急诊抗感染优化选择》《雾化吸
入疗法急诊临床应用专家共识》《主
动脉夹层急诊管理策略》《休克（急性
循环衰竭）的早期识别与治疗》《多发
伤救治策略》《疑难重症中毒诊疗思
维》《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时代急救智慧信息化系统建
设》等为题，为来自豫西地区的急诊专业人员进行了精彩的学
术讲座。

据悉，在该年会举行的同时，在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还举行了“促膝中原行洛阳站”活动；此前一日，还举行了“2019
年洛阳市消化专业学术年会暨第二届豫西地区脂肪肝高峰论
坛”。两天内3场医学盛会，代表们对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新大楼启用后翻天覆地的变化称赞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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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妇幼保健院安排第
四季度妇幼保健工作 日前，漯
河市妇幼保健院（漯河市第三人
民医院）召开第三季度妇幼保健
工作例会，总结前三季度工作，
布置第四季度工作任务。各县
（区）妇幼保健院保健科长、民
生实事项目负责人、妇幼卫生监
测及年报人员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要求，各县（区）妇幼保健
院要在本月底前完成各项妇幼
信息质控工作并做好质控记录，
11 月初将对各县（区）进行妇幼
信息质控检查，以确保年底各项
报表保质保量完成；同时，要求
今年新增项目 0~6 岁儿童眼保
健工作要达到90%的覆盖率，年
底前要对各县（区）各项工作进

行质控检查和总结，市妇幼保健
院也将对各项妇幼保健工作进
行督导检查。

（王明杰 李金萍）

大型医疗纪录片《生命进
行时》聚焦“洛阳正骨” 10 月
22 日上午，世界传统医药日当
天，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河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医疗
专题纪录片《生命进行时》（洛
阳篇）在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河南省骨科医院）东花坛院区
开机。据介绍，《生命进行时》
共 13 集，每集 52 分钟，将镜头
聚焦河南省 13 家知名医院，使
其成为河南卫生健康行业的品
牌节目。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作为骨病专科医院，将在镜头
下从弘扬中医文化、关注中医
药发展、反映现实生活、展现人
文情怀等角度，讲述洛阳正骨
故事，全面展示医院的中医特
色、技术创新、优质服务、精神
风貌，把“洛阳正骨”的品牌擦
得更亮。

（刘永胜 张随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