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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鹏飞

近年来，在学科带头人杨永国、科

主任郭莲香的带领下， 市二医院呼吸

内科充分发挥团队协作精神， 在学科

建设上勇于开拓创新， 迅速成长为我

市优秀的医学重点学科。 他们不但在

我市率先开展了睡眠呼吸监测、 经支

气管镜诊断周围型肺疾病、 肺弥漫性

疾病、不明原因咳血等疾病的诊治，而

且在肺炎、 支气管哮喘、 慢性支气管

炎 、肺心病 、胸腔积液 、肺气肿 、肺栓

塞、肺间质疾病、大咯血、气胸、肺性脑

病、 肺癌的诊断和治疗方面拥有独到

的诊疗技术，尤其在肺癌、胸积水的介

入性诊疗方面处于全市领先水平，走

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跨越式发展之

路。

参与国家课题组的慢阻肺研究

慢阻肺是一种逐渐削弱患者呼吸

功能的破坏性肺部疾病。 据最新流行

病学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40

岁以

上人群中慢阻肺的患病率 已 高 达

8.2%

，它已成为继肿瘤、脑血管意外、

心脏病之后威胁人类健康的第四大

“杀手”，严重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 如何尽快

解除慢阻肺患者的病痛， 市二医院呼

吸内科率先在我市迈出了实质性的一

步。

2009

年，他们积极参与了“适宜社

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中医干预方案

研究”国家课题组，通过采用中西医结

合疗法，为我市

60

余例慢阻肺患者有

效地控制了病情， 受到了患者及家属

的广泛好评。

72

岁的靳老太家住我市武陟县，

她患慢性阻塞性肺炎已将近

20

年。自

从得了这个病以后， 她稍微一动就会

又喘又累，做起家务来也力不从心。想

帮着带带小孙子吧， 自己又不停地咳

嗽，恐怕传染给孩子。 这些年来，为了

治好病，她和家人四处求医问药，甚至

吃了不少“偏方”，但病情却始终不见

好转。前两年，靳老太的女儿听说市二

医院呼吸内科参与了国家慢阻肺研究

课题组， 并为入选的患者免费提供冬

病夏治三伏贴治疗，免费穴位贴敷及赠送药物的活动后，就积极动员靳

老太参与治疗。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靳老太通过三伏贴治疗和口服中药

汤剂后，长年咳嗽的毛病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即使到了秋冬季节也没

有复发。

为了让更多慢阻肺患者能接受规范化的治疗， 郭莲香还特别叮嘱

科室医务人员， 要将慢阻肺治疗的相关健康教育知识及时向患者及其

家属进行讲解，争取他们的支持及配合。 然后，通过持续低流量氧气吸

入、高选择性药物吸入、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戒烟）、加强呼吸功能锻炼

等多种方式有效治疗慢阻肺疾病。据科室统计，经过长期坚持规范化治

疗的慢阻肺患者，其肺功能指标上升

20%～30%

，症状明显减轻、并发症

延缓，生活质量也大大提高。

全省领先的肺栓塞诊疗水平

近年来，市二医院呼吸内科在肺栓塞治疗领域不断探索，攻克了一

个又一个难题，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目前，该科在肺栓塞的治疗技术上

已经达到全省领先水平。

在谈起肺栓塞疾病，大多数人对此病缺乏了解，常常会误认为“这

只是一种罕见病”、“只有长期卧床的老年人才会得此病”。然而，从医的

人却知道这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而且很隐匿、难以发现、死亡率极

高，一旦误诊，患者的生命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36

岁的赵先生因车祸导致肢体骨折在市二医院接受治疗，经过两

个月的卧床治疗和休养，他的身体很快就得到了康复。 但没想到，就在

他出院当天，赵先生刚一下床，忽然倒在地上陷入了昏迷。经过检查，原

来是因为他长期卧床不动，下肢静脉血流缓慢形成栓塞，并最终导致了

肺栓塞。参与会诊的郭莲香发现病因后，紧急安排医护人员为患者输入

了溶栓及抗凝药物，赵先生才慢慢清醒过来，挽回了垂危的生命。

郭莲香提醒市民，由于很多疾病都有像肺栓塞的表现，很容易被误

诊、漏诊。 有些肺栓塞患者被当做心绞痛发作或心肌梗死，有的则被诊

断为肺炎，因此发现疑似症状时，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尤其是在不明原

因或突发的呼吸困难时，一定要排除肺栓塞的可能性。肺栓塞一般多见

于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癌症、骨折、外科手术后的患者和长期卧床的

中老年人。另外，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工作、上网、打游戏以及长时间坐飞

机或开车的人，在生活中也要积极预防深静脉血栓的形成。

领跑全市的肺癌规范化治疗

呼吸疾病专家、 市二医院党委书记杨永国说：“肺癌作为一种全身

性疾病，在治疗上不能依靠单一学科、单一治疗方法，而是应该针对每

一个患者制订出个体化和规范化的治疗方案， 才能取得明显的治疗效

果。 ”

目前，虽然临床上治疗肺癌有

4

种方案：手术、放疗、化疗以及靶向

治疗，但是任何单一的不规范治疗都收效甚微。为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和延长生存期，市二医院呼吸内科依据每一位患者的病情，都会为其量

身订制一套最适合患者的规范化治疗方案，均取得了明显的治疗效果。

64

岁的苏女士患慢阻性肺病已有

10

年，一年前开始出现胸疼、咳痰及

呼吸困难等症状。 之后， 她在女儿的陪伴下到市二医院作了一次胸部

CT

检查，显示左肺出现了占位性病变，后通过病理活检明确诊断为左

肺鳞癌。由于苏女士肺功能较弱不能进行手术，郭莲香就根据苏女士的

年龄、体质及各种检查结果，精心为患者制订了规范化和个体化的治疗

方案。首先让她进行了

4

个周期的化疗，然后又针对性地作了靶向放射

治疗，同时给以增强免疫支持及中药治疗，在各种治疗手段的综合作用

下，苏女士的病情得到了明显减轻，精神也比往日好了许多。

近日，苏女士经过复查胸部

CT

及气管镜探查后发现，癌症病灶竟

然完全消失了。 在得知这一令人高兴的结果后，苏女士更加配合治疗，

现在全家人都对以后的治疗充满了信心。

无影灯下写人生

———记市人民医院麻醉手术室

本报记者 王鹏飞 实习生 申孟杰

在很多人眼中， 手术台上主宰一切的是主刀医生，其

实， 在手术中负责监控患者生命体征的麻醉师才是最高指

挥官。 他们“隐身”在医生的背后，用自己精湛的专业技术，

保证了每一台手术的顺利进行， 在无影灯下写出了自己的

精彩人生。

作为市人民医院成立最久的科室之一， 麻醉手术室虽

然仅有

11

名医护人员，但要承担着整个医院所有手术的麻

醉和术前准备工作，还要确保手术万无一失，这其中的紧张

与忙碌可想而知。

“再苦再累也要干好本职工作”

在麻醉手术室办公室，一台微波炉静静地放在角落里。

麻醉手术室为什么会有微波炉呢？张占军苦笑着对记者说：

“说了不怕你笑话，微波炉是用来热饭菜用的。 我们科室工

作太忙，有时候中午忙的都顾不上吃饭，即使叫了外卖盒饭

也没时间吃，往往是中午叫的外卖要等到下午才能吃上，因

为每台手术之间仅间隔

10～15

分钟， 常常是这台手术刚下

来，就又该去忙下一台手术了，为了避免大家经常吃冷饭，

科室就专门买了一台微波炉， 保证大家下了手术后能吃上

一口热饭。 ”

那么，麻醉手术室到底忙到什么程度？张占军扳着指头

给记者算了起来：“一台普通的手术一般需要一个麻醉医

生，而一些大的手术则需要两三个麻醉医生，手术室即使全

员上岗也只有

１１

人， 而每天需要配合的手术有几十台，人

均每天都要上四五台手术。上个月，由于需要做手术的患者

太多， 麻醉手术室全体医护人员加班加点配合临床科室开

展手术，最后一统计，竟然做了

620

台手术，创下了科室成

立以来的最高记录。 ”

“上个月，科室的所有人每天都在加班，从

7

时一直忙

到晚上

10

时，没有休息过一天，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叫苦叫

累，都出色地完成了本职工作。 ”张占军骄傲地告诉记者。

32

岁的胡腾是麻醉手术室一名普通

的医生。提起胡腾，张占军感慨地说：“胡腾

在工作上敢拼敢干，而且任劳任怨，他在几

个月前刚刚当上爸爸，就在上个月，他在一

次手术后对我说， 想抽一点儿时间回家一

趟，孩子发高烧了。 ”

听到这句话，再看着胡腾疲惫的眼神，

张占军的鼻子顿时就酸了， 当即让胡腾回

家照看孩子。 “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高烧

达

39.5

摄氏度，这有多么危险。 ”张占军禁

不住提高了声音，“但就是这样， 胡腾带孩

子看过病后，把妻子和孩子送上出租车，又

赶回了科室开始工作， 这就是麻醉手术室

医生最真实的写照。 ”

面对手术，麻醉医生满腔热血、尽职尽责，可是当面对

家人的时候，他们却有些“冷血”。

31

岁的徐冰是手术麻醉

室唯一一个大龄未婚青年， 进入医院工作后就一直待在麻

醉手术室，在这期间虽然也谈过恋爱，但每次都没有成功。

为何如此呢？ 因为对于徐冰来说，陪女友逛街是一件很

奢侈的事情，不但平时要加班，而且周六、周日还要临时安排

手术，忙得恋爱都谈不好，为此家里也颇有怨言。但徐冰却淡

然地说：“既然当了医生，再苦再累也要干好本职工作。 ”

47

岁的韩芳是麻醉手术室的一名老护士，几年前就查

出患有高血压病，但她一直带病坚持工作。 不仅如此，在医

院组织报名参加援疆医疗队时，韩芳不畏艰难困苦，第一个

报名参加，为年轻的医护人员做出了表率。

严阵以待确保手术万无一失

“麻醉手术室的主要职能是服务临床科室做好手术麻

醉工作，不能有丝毫大意，否则就会造成不可预估的后果。”

张占军严肃地说，“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绷紧一根弦，做

好周密的准备工作，严阵以待。 ”

从第一天干麻醉师到现在， 张占军已经整整干了

18

年。

18

年来，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每次遇到大手术都坚持冲

在第一线，以确保手术的万无一失。

由于痴心工作，张占军忽略了家庭，也冷落了妻子和女

儿。“说起来我很愧疚，从买新房到装修再到搬家，我总共去

过两次，一次看房，一次就是搬家，这两次的时间加起来也

没有一天，大多事情都是妻子一手操办的。”说到此处，张占

军这个五尺高的汉子忍不住眼圈发红了。

“要我说， 所有麻醉手术室医护人员的家属都是伟大

的，没有他们的鼓励、没有他们的包容、没有他们的支持，我

们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业绩。 ”张占军动情地说。

刚到手术麻醉室工作的李然，今年刚

25

岁，还没有成

家。 为了让有家庭的同事多休息，他就主动要求值班，

24

小

时随叫随到。 有时候，他实在太累了，就在科室里的椅子上

躺个

10

分钟，就又起来工作了。

“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曾经让科里好几个人都累倒

了。”张占军说，“为了不影响工作，我们建立了弹性工作制，

安排麻醉师利用手术间歇进行休息，第二台手术换人上，避

免了出现疲劳麻醉，确保手术的安全顺利进行。 ”

多年来， 市人民医院麻醉手术室一直保持着全年差错

率低于全国水平，连续多年保持无一例手术麻醉事故发生，

在全市卫生系统树立了一个模范的标杆。

勇当中医药工作的排头兵

———市第三人民医院创建“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综述

本报记者 王鹏飞

日前， 从

2012

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传来喜

讯：焦作市第三人民医院喜获“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

作示范单位”称号。 我省仅有

3

家医院获此殊荣，市第

三人民医院名列其中。

翻开历史的扉页，人们可以了解到：市三医院始建

于

1983

年，曾先后经历过焦作市肝病医院、焦作市传

染病医院的历史变迁， 目前是我市唯一一家二级传染

病专科医院。 医院占地面积

3.5

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 现有职工

205

人，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20

名，高级职称

12

人，中级职称

60

人；设置临床科

室

5

个，医技辅助科室

10

余个，其中肝病专科为市级

重点学科、中医肝病专科为市级重点特色专科。

那么， 该院是如何在全国上千家大中型医院的竞

争中脱颖而出，荣获“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

位”称号，成为我市名副其实的中医药工作排头兵呢？

对于此问题，已经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20

多年的感

染二科主任陈必武最有发言权。

他说，简单来讲就是两点：一是领导重视，二是长

期坚持。

近年来， 市三医院领导始终将中医药工作作为医

院的重点工作来抓， 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肝脏病专科

特色的中医药工作发展新模式， 并在建设好规范化中

药房的基础上， 重点强化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病的临床

建设和针灸、艾灸、推拿、理疗等治疗方法的推广，使医

院走在了我市传染病诊治的前列。

长期以来， 市第三人民医院高度重视科室人才梯

队建设及培养力度，根据中医发展建设的具体需要，医

院每年都有计划地将医疗人员派往上级医疗机构进行

专科或专项培训学习，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和新技术、新

项目的引进，在技术人员素质和技能得到提高的同时，

大力引进和培养拔尖人才、技术骨干，进一步推动该院

中医药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目前，该院有主任中医师

3

名， 副主任中医师

1

名， 中西医结合肝病专业硕士

2

名，中医药诊疗已成为该院的优势医疗特色之一。

与此同时，该院还把“做精做强西医优势学科，发

展壮大中医药诊疗特色， 建设现代化中西医结合肝脏

病专科，走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之路”作为医院“十二五”

的发展规划， 从战略高度上进一步强化医院的中医药

工作，充分发挥中医药工作的示范带头作用。

通过扎实有效地开展中医药工作，有力地促进医

院整体水平的提高。 目前，医院以肝脏疾病为重点，不

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突出中西医结合，先后开展了

中西医结合治疗高黄疸、肝硬化、肝纤维化等技术；肝

硬化食道静脉曲张介入治疗、脾动脉栓塞、晚期肝癌

非手术治疗、肝硬化腹水回输；中西医结合治疗酒精

肝、脂肪肝等，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治疗方法。 医院

各类传染病综合治愈率达

98％

，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

达

96.8％

，在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痢疾、伤寒、脑炎、出

血热、 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

该院院长程文烈表示，这次获得“全国综合医院中

医药工作示范单位” 称号既是对医院中医药工作的肯

定和表彰，也是我市卫生系统有关部门长期以来重视、

支持中医药工作， 并对中医药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基

本保障的结果， 同时也是医院全体中医药工作人员团

结奋斗的结果。借此契机，市三医院将继续努力发挥示

范作用，使中医药工作再上新台阶。

太静容易孤独 杂乱就会摔跤

四种环境老人不宜久待

老人健康长寿是子女最大的心

愿， 国内外多个关于长寿地区的调

查发现， 除了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

外， 居住环境也与养生有着密切关

系，因此居住环境要十分考究，子女

应尽量帮助老人避开一些不良环

境。

布置纷杂的环境。 不少儿女喜

欢给父母的房间布置得满满当当，

看着十分温馨与方便， 由于老年人

对色彩及环境的快速辨识能力下

降， 如果长时间处在过于纷杂与色

彩丰富的环境中， 很容易因意识判

断失误而发生跌倒或碰撞的可能。

因此，老年人的房间布置宜清爽、不

杂乱，家居摆设不要过多，色彩最好

质朴自然。

光线昏暗或刺眼的环境。 有的

老年人平时在家为了节俭， 不到万

不得已时不会开灯。有关专家表示，

这样的节俭容易给健康埋下隐患。

老年人视力下降， 不但容易摔伤跌

倒， 还可能影响到老年人的心理健

康，使其产生“灰色心理”，但环境光

线过于刺眼也不好， 可能让老年人

情绪过于兴奋，影响睡眠质量。

过于安静的环境。 噪声有害健

康， 但如果过于安静， 尤其是在白

天，容易使人产生不安全和孤独感。

因此， 老年人居住的房间不要过大

过空，周围要有邻居相伴，家中无人

时， 不妨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 当

然，过于刺激躁动的环境也不好，老

人尽量不要收看刺激的电视节目。

空气污浊的环境。 人群聚集的

地方空气很容易变得十分污浊，而

老人的呼吸系统较为薄弱， 长时间

停留在这样的地方会引发过敏或者

呼吸类疾病， 因此应尽量少去人群

聚集的影剧院、歌舞厅、会场、商场

等场所， 平时可以在植被较为丰富

的公园遛弯。 若 雪

邀请专家授课

提高业务水平

市医学会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举办学术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王龙卿） 近日，由市精神病院主办的“焦作市

医学会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一届二次学术研讨会”在该院召开，

来自国内的专家为与会的

100

多名代表作了精彩的学术讲座，

市精神病院、 温县精神病院等医院的代表也进行了病例交流讨

论。

据了解，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1

年来，共承办市级学术

会

2

次，省级学术会

1

次，多次邀请省、市级专家进行授课，提高

了整体业务水平。此外，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不断号召下属委员

单位积极推广精神卫生知识， 开展科普宣传， 组织专家走进学

校、走进社区，进行与精神心理有关的知识讲座，消除社会对精

神疾病的偏见和歧视， 讲解有关精神疾病的知识以及如何调整

心态，缓解压力的方法，提高了精神卫生知识的知晓率，收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各委员单位作为技术指导机构，积极承担了培

训、讲座、复核诊断、指导建档等专业性工作，与各社区卫生中心

及乡镇卫生院建立了技术指导对口支援关系， 为社区重性精神

病人提供了免费的公共卫生管理服务，为辖区环境的安定、社会

的和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少女长期与宠物睡觉

遭“宠物虫”噬骨导致瘫痪

来自湖北的花季

少女小周罹患怪病 ，

反复高烧、下肢瘫痪，

数年找不到病因。 近

日， 骨科专家终于帮

她揪出了致病的 “元

凶”，她的下肢竟是被

虫子蛀瘫的。原来，小

周自小喜欢与猫狗相

伴， 甚至带着宠物睡

觉。 骨科专家推测她

幼年时已通过家里的

宠物染上包虫病 ，包

虫在骨内生长缓慢 ，

大约要

10～20

年后才产生症状。

因此，专家提醒，寄生虫可通过宠物感染孩子，有孕妇或小

孩的家庭除了作好宠物的清洁外，还要对宠物进行检疫，同时应

避免与宠物之间过度亲密， 如嘴对嘴喂食、 接吻以及长期共眠

等。

广 日

春寒当心关节炎

春天， 天气忽冷忽热

让关节炎患者还未感受春

天的气息， 就被关节疼痛

折磨得身心疲惫。

骨 科 专 家 介 绍 ， 春

天 ，老年人体内产热能力

较差 ，而且循环系统已不

像年轻人那样正常 ，很容

易受到 “倒春寒 ”的刺激 。

而不少年轻人由于爱美 ，

在气温还没稳定时就穿

上了单衣 ，对关节健康不

利。

要防范在春季发作骨

关节病， 在日常生活中要

注意防寒防潮， 关节处要

注意保暖 ， 不穿湿衣 、湿

鞋，尽量使用温水。

骨科专家提醒， 对于

没有关节病变的人来说 ，

正确和适当地运动就是保

护关节， 运动时作好对负

重关节的保护措施。 而对

于已经有关节疾病的人来

说，要求做无负重的运动，

如仰卧屈膝、 平躺蹬三轮

等 ， 增加

局部肌肉

力量。

今 报

运动时攥个凉东西

据国外一项最新研究发

现，运动时手掌温度低，坚持

运动的时间更长。

肥胖者运动时更容易发

生疲劳和身体过热， 很多肥

胖女性往往因此放弃继续锻

炼 。 新研究将

24

名

30～45

岁

的肥胖女性分

为两组 ， 让她

们运动时都手握降温装置 ，

但是一组

16℃

（“冷手组 ”），

另一组

37℃

（“热手组”）。 参

试者连续

12

周， 每周三次，

每次

10

分钟体重锻炼 ，

25～

45

分钟手握降温装置的跑步

锻炼和

10

分钟的力量训练。

结果发现，“冷手组” 参试者

跑步机测试时间缩短

5

分

钟， 其心率从每分钟

136

次

增加到

154

次， 运动效果更

好。

新研究负责人表示 ，运

动时如果体温下降，疲劳、出

汗等不适感就会随之减少 ，

运动就越能持之以恒。 所以，

人们无法坚持运动时， 不妨

在手里攥点凉的东西， 如冰

块、冰镇饮料等，或在凉爽的

环境中进行。 陈 希

图为张占军（左一）和同事正在为患者进行麻醉。 王学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