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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第二督察组来豫督察

合理用药 为群众健康加把“锁”

为了研究疾病
他们故意感染了寄生虫

本报记者 尚慧彬

郑大一附院

率先开展软性支气管镜下室间隔
封堵器治疗支气管胸膜瘘术

2019 年 4 月，程富川迎来了
他80 岁的生日，他的一些老朋友
聚在一起为他祝寿。此前几天，
国家卫生健康委消除疟疾省级
技术评估专家组应河南之邀，对
河南进行了技术评估，认为河南
从技术上达到了消除疟疾的标
准。程富川的老朋友尚乐园将
一幅书法长卷送给他。长卷的
最后写着：“我与富川兄因共同
从事河南疟疾防治工作结缘。
兄80 寿诞，正值河南省宣布消除
疟疾之际，可喜可贺。”

老兄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
起，热泪盈眶。泪眼中，他们仿
佛看到自己为实现这一目标而
走过的长长来路，看到了同路上
许许多多一起为此奋斗的同伴
们。

两位老人退休前曾是河南
疾控机构的疟疾防治工作者，聚
在一起的也都是他们多年来一
起工作的伙伴们。他们因志同
而道合，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
始终关注着奋斗一生的事业，见
证着河南消除疟疾的历程。

忽报人间曾缚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2019 年 7 月 23 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消除疟疾省级技术评估
专家组在对各项工作评估后，认
为河南符合开展消除疟疾终审
评估条件；9 月 21 日，国家消除
疟疾终审评估组宣布“河南省消
除疟疾工作已经达到国家消除
疟疾目标各项要求，通过国家消
除疟疾终审评估”。

“河南消除疟疾啦！”消息传
来，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防疫
人，还是风华正茂的寄生虫病防
治工作者，无论是防治政策的制
定者、引导者，还是曾被这种疾
病折磨过的患者，无不欢欣感
慨，“这个肆虐了千年的病，就这
样在中原大地上被消除啦！”

不了解这个病的人，不知道
它曾给人类带来多大伤害，一定
不会理解“消除疟疾”的意义。
如果它是一朵花，那么它一定是
一朵沉甸甸的花，饱含着患者的

痛苦，饱含着一代代防疫工作者
的血汗、青春甚至生命，这是用
科技、辛劳、责任日夜不辍地浇
灌出的花。

疟疾在河南流行的历史久
远。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中即有

“疟”字，表明 4000 年前疟疾在河
南已有流行。《平原卫生》记载，
1948 年沁阳、博爱等地发生疟疾
6.4 万例，在有些村，居民发病率
高达 90%以上；1949 年辉县焦泉
营 村 1800 人 中 ，95% 的 人 患 疟
疾。据程富川回忆，20 世纪 70
年代，民权县某公社卫生院医生
给他讲过，一天下午生产队队长
敲钟招集社员下田收玉米，但不
见有人出来，就挨家去喊，发现
社员们都发了疟疾，只好套上马
车拉病人到卫生院就诊。

疟疾伴随着中原文明一路
走来，严重危害着河南人民的身
体健康，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
常见病、多发病。

如今已经几乎见不到疟疾
病人了，但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
代，几乎家家都有人患过疟疾。
患了疟疾，先是打寒战、抽搐，接
着就是持续高烧，高烧退后，算
是暂时好转，但接着就是另一轮
发作，要反复发作多次才能治
愈；同时，还会造成脾肿大，严重
贫血，恶性疟疾还可能夺去人的
生命。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
即把疟疾作为重点控制的疾病，
开展全面防治。经过 70 年的不
懈防治，河南省年发病人数从最
多年份的超过千万例不断减少，
且于 2012 年后未再发现本省感
染病例，终于在 2019 年经国家考
评，确认达到了消除疟疾的标准，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献上了一份厚礼，也为一代代疟
疾防治工作者书写的篇章画上了
一个完美的句号。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疟疾防治工作的艰苦今天
已很难想象。当年，没有电脑，
没有数据处理工具，没有通信工

具，连交通都只是原始的牲口
车，或者步行，实验器材只有最
简单的显微镜……现在看来很
简单的事，在当年都是需要意志
和责任心支撑才能越过的高山。

程富川与尚乐园的友谊开
始于那个艰苦的防疟时代。20
世纪80年代初，为了探索河南省
流行的间日疟的潜伏期及复发
规律，长期从事疟疾防治、科研
工作的原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张
绍武及原商丘地区防疫站程富
川自愿接受携带有间日疟原虫
的蚊子叮咬，在国内率先开启了
通过自愿人工感染研究间日疟
的潜伏期及复发规律等实验。

“我至今记得程伯伯住在我
家好多天，一会儿热得满头大
汗，一会儿捂了好多被子还打哆
嗦。”尚乐园的女儿尚洁说。

由于程富川的家在商丘，感
染疟原虫后，为了便于观察，就
住在尚乐园家由他照顾，同时观
察记录数据。待程富川被治愈
后，尚乐园“接力”。

“我去过爸爸的实验室，棚
子里面放着好多盆子，养的全是
蚊 子 ，密 密 麻 麻 的 ，看 着 都 吓
人。”尚洁说。

当年，尚洁的父亲就是主动
将胳膊伸进这个棚子里，被成百
上千只饥饿的蚊子吸血，然后发
病，高烧不退，打寒战、抽搐，一
年之内，反复多次。

在那 5 年间，疟防专业人员
及家属等 60 余人自愿参加了此
项研究。他们首先由带有传染
性的媒蚊叮咬，然后按时血检疟
原虫，观察初发时间，确定潜伏
期的时间和类型，初发后并不及
时治疗，而是在连续发作三四
场，血中出现能感染媒蚊的配子
体时，再赤臂伸入有成百上千只
饥饿待吸血蚊的笼内任其吸血，
以供继续感染新的观察对象；感
染蚊子后仅给予能杀灭血中虫
体的抗疟药控制临床发作，而对
肝细胞内的虫体不予治疗，以观
察复发情况；复发后，仅进行控
制临床症状治疗，继续观察复发
情况，直到自愈。这样，每个自
愿感染人员在一年时间内要经
历 3 次~6 次疟疾发作，每次发作
要经 10 天左右的隔日发冷、发
热 、头 痛 、全 身 酸 疼 等 痛 苦 折
磨。参加自愿感染人员都以高
度的献身精神和科学、敬业态
度，忍受了疾病的痛苦，保证了
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在世界上
首次以人工感染志愿者方法，证
实了温带地区间日疟的潜伏期
及复发是由于间日疟原虫肝内
期多态的学说，为疟疾学理论和
温带地区间日疟防控策略措施

的抉择做出了贡献。
在艰苦的岁月里，全省的疟

防人员乘着马车下乡，肩挑行
李、手提显微镜、跋山涉水步行
深入边远的农村、山寨，住农家、
宿庙宇，白天筛查、治疗病人，夜
晚调查媒介按蚊。

1951 年~1954 年，原河南医
学院教授苏寿泜等两次对省级
寄生虫病防治专业人员进行了
疟疾防治技术培训。培训结束
后，苏寿泜又带领主要技术骨
干 在 重 点 地 区 开 展 了 疟 疾 调
查。

1960 年年初，豫东平原地区
疟疾暴发；1960 年~1962 年，原河
南省地方病防治所的疟防专业
人员深入夏邑县调查研究。当
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们
吃不饱饭，晚上观察蚊子吸血习
性时就啃胡萝卜充饥。1956 年
毕业于同济医学院的潘琪，身怀
六甲仍坚持工作在现场，最终因
营养不良和急性肝炎在夏邑县
病逝。

1964 年河南提出了消灭疟
疾、伤寒两个全国第一的口号。
当年 7 月、8 月、9 月，时任河南省
卫生厅厅长马任平和高长喜、曾
平、王先发 3 个副厅长，以及 8 个
处长带领省地方病防治所、省预
防医疗大队、省卫生防疫站及省
直医疗卫生单位的 200 余人，深
入疫区指导防治工作。马任平经
常深入生产队“私访”，发现典型
即召开现场会，推广成功经验，解
决存在的问题。

疟防需要在现场设立试点开
展研究，专业人员每年有半年以
上时间在试点工作，难以照顾家
庭，有的人在爱人生孩子时都未
返回。为了观察媒介按蚊的越冬
场所，专业人员就在寒冬深入牛
棚、地洞，甚至腰系绳索下水井捕
蚊。

借问瘟神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河南省消除了疟疾，一是
得益于党和政府对人民健康的
高度重视并制定科学的防治措
施；二是得益于疟疾防治人员的
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大家不计得
失，忘我工作。这是我这么多年
从事这项工作的体会。”尚乐园

说。
调查研究证明，河南疟疾流

行有10 年左右一个周期的规律，
也就是说如果不采取有效、持续
的干预措施，或者有重大的社
会、自然因素变动，每个流行周
期之间的年平均发病率会波动
在相近的水平。如此计算，如果
1971 年后全省未实施持续有效
的防控措施，到 2010 年的 40 年
间 全 省 理 论 发 病 人 数 约 为 1.4
亿；由于实施了持续有效的防控
措施，疫情报告的发病人数为
2782.32 万，较理论发病人数减少
了 11617.68 万。40 年间，全省共
保护了近 1.2 亿人次免受疟疾的
折磨，且到 2012 年后未再发现本
省感染的疟疾病例，使严重危害
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和影响社会
经济发展数千年的疟疾不再成
为全省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成
效巨大。

传染病防治的根本目的是
不仅要及时治愈病人，解除疾病
的痛苦，而且更重要的目标是通
过不断降低流行程度进而达到
阻断传播，使其不再成为影响社
会、经济发展的公共卫生问题。
这就需要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实
施持续有效的防控措施才能实
现。几千年来，我国疟疾延绵不
断流行的事实表明，国家社会经
济及科技的发展水平还未达到
实现这一目标的要求。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
家社会经济发展为消除疟疾提
供了保证。各级党委和政府把
疟疾列为重点防治疾病，纳入社
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加强领导，
建立机构，保证经费，免费治疗
病人及开展服药、灭蚊，依靠基
层卫生组织和动员广大群众自
觉参与落实防控措施。而社会
经济的发展，居住环境的改善、
防蚊灭蚊意识提高，减少了疟疾
的传播。

“总归一句话，国家的繁荣
昌盛，才让这个流行几千年的疾
病消除了。我们从心底感谢党
和政府。”尚乐园说，“我们这些
人是幸运的，有机会看到我们奋
斗一生的事业取得胜利。我们
的很多同伴为疟疾防治工作鞠
躬尽瘁，却没有看到这一天。我
很怀念他们。”

本报讯 （记者杨冬冬）12 月 10
日，国家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第
二督察组进驻河南开展督察，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
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工作的
重要决策部署。在进驻见面会上，
第二督察组组长、国家医疗保障局
副局长李滔介绍了督察的目的、工
作安排和要求。河南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戴柏华做表态发言。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汇报了河南省
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工作的主要
做法和成效、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
下一步工作重点。

李滔说，本次督察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卫生与

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
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建立的
重要举措，是实现卫生健康领域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
容，是督察组和各地政府要共同完
成的政治责任。督察组将采取听取
汇报、查阅资料、个别访谈、走访问
询、明察暗访、下沉督察等方式，重
点督察各地贯彻落实国家医疗卫生
行业综合监管相关政策情况，制定
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实施方案、
明确责任分工、强化保障措施情况
以及强化全过程监管、创新监管机
制等落实情况，对群众反映强烈和
投诉举报集中问题的处理情况。

戴柏华在表态发言中强调，河

南省将以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
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 四 个 自 信 ”，坚 决 做 到“ 两 个 维
护”，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
视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工作，坚
决按照督察组的工作要求，全力配
合，接受督察；对督察中发现的问
题，坚决做到立行立改，确保党中
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在河南得
到落实。

第二督察组进驻时间为 12 月 10
日~12 月 14 日，设立了专门电话：
（0371）65951308（8时~20时）。电子邮
箱 ：ylwshydcjb@163.com；wjwzhjdj@
163.com；hnszhjg2019@163.com，受理
来电来信举报。

本报讯（记者杨冬冬 通讯员苏桂显）经过
近一年的精心筹备，12 月 16 日，参与援赞比亚、
厄立特里亚“光明行”的 18 名援外医疗专家将启
程执行任务……12月11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召开援赞比亚、厄立特里亚“光明行”专家组座
谈会，欢送即将出国执行任务的两支援外医疗工
作队，并对开展好“光明行”活动、推进援外医疗
工作创新发展进行再强调再要求。省卫生健康
委主任阚全程参加会议并讲话。

开展“光明行”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是推进援
外医疗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是打造河南
援外医疗新亮点的重要方法。派遣短期高水平
专家组，开展“光明行”等专项诊疗活动，能够以
较少的投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符合援外医
疗工作的发展趋势，契合国家的发展战略。

两支援外医疗队将在受援国利用 3 周左右的
时间，分别为当地 300 余名居民免费开展白内障
手术。在此次“光明行”活动中，开展白内障手术
所需的药品、医疗器械都由援外医疗队携带，总
价值400多万元。“光明行”活动结束后，援外医疗
队所带的医疗设备将捐献给当地。

下一步，河南将不断推进援外医疗工作创
新，加大短期专家组派遣力度，持续做好“光明
行”活动，筹备好2020年唇腭裂“微笑行”活动；持
续推进对口支援项目建设，同时积极开展人员带
教、科研技术、健康教育等工作，由单一的诊疗机
构向综合基地转型升级；大力开展公共卫生交流
合作，积极参与中非新发、再发传染病、血吸虫病
和艾滋病等公共卫生合作项目，根据受援国需求
派遣公共卫生专家，提升受援国公共卫生服务能
力；积极推广中医中药，发挥河南中医药资源大
省优势，进一步提升援埃塞俄比亚中国中医中心
服务能力，建成援厄立特里亚中国中医中心。

阚全程说，两支工作队要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团结拼搏
精神，展示河南医务工作者良好的精神风貌；要
强化组织保障，各工作组要履职尽责，确保按照
工作方案明确的时间节点完成任务；要强化纪律
规矩意识，严格政治纪律、外事纪律、廉洁纪律；要强化安全
意识。希望即将出发的两支“光明行”工作队积极践行援外
医疗精神，圆满完成国家托付的光荣使命，为深化中非传统
友谊做出新贡献。

本报讯（记者史 尧 通
讯员周厚亮）日前，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郑大
一附院）胸外科副主任杨洋教
授联合呼吸内科倪然教授、心
内科张力教授，在全省率先成
功完成一例软性支气管镜下
室间隔封堵器治疗支气管胸
膜瘘手术。患者术后即可下
床活动，一周后复查胸部 CT
显示无明显气胸，支气管镜下
复检封堵器位置良好，手术获
得圆满成功。

支气管胸膜瘘（BPF）是
胸外科手术治疗后的严重并
发症，是在支气管残端和胸
膜腔之间出现异常通道，气
道内的气体及炎性分泌物外
漏，或胸腔内的感染性液体
进入气道或肺部，进而出现
气胸、纵隔气肿、肺部感染、
呼吸衰竭等症状，病死率较
高 ，手 术 是 首 选 的 治 疗 方
式。但手术创伤大，花费大，
部 分 患 者 无 法 耐 受 再 次 手
术。因此，采取创新性思维才
能使患者在保证治疗效果的
前提下，降低治疗带来的身体
创伤。

今年 10 月，一名 75 岁的
男性患者因恶性肿瘤实施右
下肺切除术，术后一个月出现
咳嗽、胸闷等症状，气喘越来
越重，遂前往郑大一附院就
诊。胸部 CT 提示，患者右侧

大量气胸，右侧胸膜增厚、粘
连、膨胀不全，右侧胸壁皮下
少量气体。医生随即安排气
管镜检查，见患者右下肺叶术
后支气管残端出现一个 2 毫
米左右的瘘口。该患者瘘口
口径较小，位置特殊，位于手
术切口边缘，紧邻右中叶支气
管开口，且瘘口深度较小，不
超过1厘米。

为了能够获得有效并且
更小创伤的治疗策略，杨洋教
授与倪然教授最终决定采用
支气管镜下介入治疗方案。
由于患者的瘘口位置特殊，支
气管支架无法与瘘口紧密黏
合，而黏合剂及生物胶等都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经张力教
授会诊后，遂决定实施支气管
镜下植入心脏室缺封堵器封
堵瘘口。

据悉，国内医院目前大多
采用硬质支气管镜下放置心
脏室缺封堵器，河南之前尚
没有医院和医师开展此项技
术。

“在此病例中，考虑硬式
气管镜创伤大、麻醉时间长，
患者年龄高，体质差，还有大
量气胸和纵隔气肿，因此在
软式气管镜进行室间隔缺损
支架植入。”杨洋教授说，通
过软式气管镜实施支气管胸
膜瘘封堵器放置，这在国内
也是一个创新做法。

本报讯 （记者徐琳琳 通
讯员吕伟华 张晓伟）“一些习
以为常的用药，可能会长期损
害健康，严重者将直接导致死
亡，您知道吗？”“过期药品属
于什么垃圾？怎么扔？我来
教教您。”12 月 7 日，一场精彩
的药学科普大赛为全省临床
药学人员送去了生动的用药
服务现场教学体验。

12 月 6 日~7 日，由河南省
医 学 会 主 办 的“2019 年 河 南
省 医 学 会 临 床 药 学 学 术 年
会 ”在 郑 州 召 开 。 来 自 全 省
医药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

疗机构等单位的千名临床药
学 代 表 参 加 了 会 议 ，在 线 观
看 会 议 照 片 直 播 者 达 2 万 多
人次。

在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
统计信息中心药物信息管理
处 陆 建 成 做《药 物 信 息 管 理
与实践》专题讲座；中华医学
会 临 床 药 学 分 会 主 任 委 员 、
河南省医学会临床药学专业
委 员 会 主 任 委 员 赵 杰 针 对

《云 化 电 子 处 方 审 核 系 统 的
构建与实践》做了精彩讲解；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 院 姜 玲 做 了《基 于 三 级 公

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的药事
管 理 思 考》等 报告，临床药学
的发展有利于医院整体医疗
质量提升，很多医疗纠纷、医
疗事故源于药物不合理、不规
范使用，临床药师的干预能够
促进临床用药的合理性、有效
性和安全性。

本 次 年 会 期 间 还 召 开 了
河南省医学会临床药学专业
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主
任张晓坚当选新一届河南省
医学会临床药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晓坚说，随着政府对百
姓 就 医 用 药 、医 疗 行 业 规 范
发 展 的 深 切 关 注 和 改 革 决
心 ，身 处 变 革 期 的 药 师 们 更
需 要 全 面 参 与 临 床 治 疗 实
践，在专业中找突破、在机遇
中找定位。

此 次 年 会 同 时 开 展 了 科
普大赛、专题讲座等，内容涵
盖药物研发、政策宣讲、药学
科普等，为在场的临床药学代
表带来精彩的学术盛宴。

对 于 临 床 药 学 发 展 遇 到
的 困 难 和 挑 战 ，赵 杰 在 会 上
呼 吁 ，广 大 药 师 要 抓 住 机

遇 、直面挑战，认清临床药学
迫 切 需 要 适 应 新 形 势 的 现
状，为患者用药安全、促进合
理 用 药 、维 护 人 民 群 众 健 康
加 把“ 锁 ”，为 促 进 我 国 临 床
药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共同努
力。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小小的寄生
虫，在科学技术落后的数千年里一直危害人间，在中原
大地上，因疟原虫感染而引发的疟疾自有文字记载以
来，就一直是纠缠在人民身上的噩梦，暴发流行时常常
出现“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在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下，建立了完善的防
治体系，研制出特效药物，经过一代代疟防人的不断努
力，这个一度是疟疾发病率第一的地方，终于在2019年
宣布：肆虐千年的疟疾在河南被消除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