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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宇亮 市第三人民医院

感染四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毕

业于郑州大学医学院 （原河南

医科大学）；从事肝脏疾病及各

种传染性疾病的临床诊疗及研

究工作近

20

年，曾在北京佑安

医院进修学习， 积累了较为丰

富的临床经验； 在国家级及省

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

20

余篇，省级科研成果

1

项，市级

科研成果

2

项，专著

1

部。

自

2009

年以来，他在我市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作中

成绩突出，多次被评为全市“卫

生系统先进个人”称号，

2012

年

获 “健康中原好卫士 ”称号 ，所

在科室荣获焦作市 “青年文明

号”称号。

电话：

3979523

13608635205

专家简介

5

月

2

日

10

时

30

分，市三医院

感染四科病区内， 孩子们的哭声此

起彼伏，听着让人揪心。 这里收治着

50

多个因手足口病住院的患儿。

此时， 该科主任赵宇亮正带领

医护人员进行查房。

“来，孩子，让我听听。 ”带着听

诊器， 赵宇亮认真地给一个来自武

陟县的

1

岁半男孩儿检查，“孩子从

昨晚到现在量了几次体温， 温度如

何？ ”摸着孩子的额头，他不断地向

家长询问孩子的体温、进食等情况。

50

多个孩子，

100

多名家长……

赵宇亮和其他

5

位医生一边挨个儿

对孩子进行检查、询问，一边还要安

抚家长的情绪， 查完房后已经快到

中午了。

“每年

4~5

月是手足口病的高

发期， 作为我市手足口病的定点治

疗医院，我们每天都是绷紧神经，严

阵以待。 ”赵宇亮说，手足口病是一

种常见的传染病，多发生于

5

岁以下

的婴幼儿，可引起发热以及手、足、口

腔等部位出现皮疹、溃疡。

2009

年以

来，手足口病一直是我市法定传染病

中报告病例最多的疾病之一。

手足口病早发现、早治疗

入院后大多会在

7~10

天治愈

在住院的患儿中，一些从县里来

到这里治疗的孩子常因发现较晚而

使病情加重 ， 这让赵宇亮感到很痛

心。

赵宇亮说，手足口病发展变化速

度快，需要早发现、早确诊、早治疗。

“该病表现为手、足部出现皮疹，

口腔内出现疱疹， 然而由

EV71

病毒

引起的手足口病， 有些患儿的手、足

部不会出现皮疹，容易被误诊。 ”赵宇

亮提醒学校和家长，在手足口病高发

期，发现孩子有持续高热、惊跳、抽动

等症状时，应立即送往医院。

“对于手足口病的治疗 ，目前国

内外还没有特效的治疗药，唯一的方

法就是对症治疗。 ”赵宇亮表示，大多

数情况下 ， 患儿会在

7~10

天痊愈 。

“只有极少数危重症患儿可能会出现

神经源性肺水肿、 心肺功能衰竭等，

从而出现生命危险。 ”

对于如何预防手足口病，赵宇亮

重点谈到的就是洗手。

“别小看了洗手， 我们收治的还

有

8

个多月的婴儿 ， 他们不经常外

出 ， 病毒多是大人从外面带回 ， 因

此接触孩子前一定要把手洗干净 。”

赵宇亮提醒家长 ， 要注意保持家庭

环境卫生 ， 居室要经常通风 ， 勤晒

衣被 ； 婴幼儿使用的奶瓶 、 奶嘴及

儿童使用的餐具 ， 在使用前后应充

分清洗 ， 最好进行消毒 ； 不要让儿

童喝生水 、 吃生冷食物 ； 此病流行

期间不宜带儿童到人群聚集 、 空气

流通差的公共场所 ； 要注意饭前便

后 、 外出回家后用肥皂或洗手液给

孩子洗手等。

一分责任担心头

“尖刀班”的荣誉靠什么得来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在近年

来我市手足口病疫情的救治工作

中，感染四科这个“尖刀班 ”是如

何应对的？

“手足口病虽然不可怕，但是

一个孩子有病，牵动全家人的心，

我们一边要对孩子进行治疗 ，一

边又要花费大量精力对家长的情

绪进行安抚， 所花费的心力是很

难用语言来形容的。 ”赵宇亮说，

他们科室医护人员总共有

20

个，

大家经常是“连轴转 ”，回到家屁

股还没坐热，又要赶来医院，一旦

有病号进入重症监护室， 他们更

是一分责任担心头， 夜以继日地

进行治疗。

其实， 作为该院应对我市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工作的

“尖刀班”，感染四科的医护人员都已

经习惯了。

他们与每次疫情进行斗争，与每

个病魔进行战斗，都冒着被感染的危

险，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第一

线冲锋……

就是这样 ， 面对从来没有过的

超大工作量和许多初次遇到的新问

题 ， 感染四科主任 、 护士长带领科

室人员发扬医院 “特别能吃苦 、 特

别能战斗 ” 的光荣传统 。 面对疫情

时 ， 他们深入研究疫情特点 ， 摸索

出一套科学实用的工作方法 ， 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 减少了资源浪费，

缩短了从接收到救治的反应时间 ，

使手足口病的抢救成功率大幅提高，

取得了救治手足口病患儿

1000

余例

无死亡的成绩。

感染四科在非典 、 甲型

H1N1

流感以及近些年的手足口病等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先

后荣获河南省“抗击非典型肺炎先进

党组织”及焦作市“工人先锋号”等称

号，连续

3

年荣获焦作市 “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先进集体”称号。 具体

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感染四科

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把社会效益

放在第一位，获得社会各界和医院党

委的赞扬和肯定。

感染四科———这支战斗在第一

线的突击队 、尖刀班 ，一直在为我市

人民的幸福和安宁默默地贡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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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景鹏 文

/

图

———记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四科

战斗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第一线的突击队

这是一支特殊的医疗救治队伍，他们平时做着和其他临床科室一样的工作。 可是，一旦有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就显示出他们的与众不同———

用最迅速的反应，成立医疗救治第一梯队，深入隔离病区，对病区内的患者进行科学、有效的治疗。

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四科作为我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点科室，一直以来充分发挥该院的传染病治疗技术优势，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传染病的收治和防控任务，守护着我市人民的健康。

护士在自己的胳膊上练习扎针

隔离病房内的护士全副武装

医护人员穿隔离衣进入隔离病房

该科主任赵宇亮（中）在

ICU

重症监护室查房

】【

市医学会神经内科学术年会在市人民医院召开

������

本报讯 （记者孙阎河） 日前，

焦作市医学会神经内科一届四次

学术年会在市人民医院召开。会议

由市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主任委

员、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区主任

吕海东主持，来自我市各级医疗机

构的

160

余名神经内科医生参加，

多名省内外知名神经病学专家在

会上进行了专题学术讲座。

为了提升本次年会的学术交

流水平，市人民医院特别邀请了河

南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任委

员、 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博

士生导师张杰文教授作了《脑膜病

变的临床与影像》专题讲座。 张杰

文通过自己积累的临床实例，结合

丰富的临床经验，详细生动地讲解

了脑膜病变及影像学特点。 同时，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肌电图

学组委员、湖北省神经精神研究所

神经病学研究室主任、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卢祖能教授

在会上作了《有关周围神经病变的

肌电图特点，肌电图报告的判读及

书写》专题讲座；河南省介入专家、

郑大一附院介入中心水少锋教授

为大家详细讲解了颅内外动脉狭

窄的再开通治疗以及未破裂脑小

动脉瘤的介入栓塞治疗等前沿性

学术课题。

此外，为了增加神经内科医生

的临床知识点， 丰富会议内容，此

次学术年会还特意安排我市四家

大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分别作了

20

分钟的专题发言， 为我市神经

内科医生奉上了一场异彩纷呈的

学术盛宴。

最后， 吕海东表示， 本次会

议学术氛围浓厚， 知识点丰富多

彩， 有力激发了我市神经内科医

生努力学习新理念、 新技术和开

展新业务的兴趣， 有效提高了神

经内科医生的整体业务水平， 极

大地推动了我市神经病学事业的

发展。 同时， 此次学术会议也充

分发挥了市人民医院作为医疗技

术指导和服务中心的作用， 提升

了该院在全市神经病学方面的学

术地位， 进一步扩大了该院的学

术声誉及影响力。

提

升

基

层

服

务

能

力

引

导

患

者

合

理

诊

疗

市

人

民

医

院

将

成

立

我

市

首

家

医

疗

联

合

体

������

本报讯 （记者孙阎河） 为了贯彻落

实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精神，根

据我市全面推行医疗联合体工作意见的

要求，日前，市人民医院正式成立了医疗

联合体领导小组， 并与相关医疗机构进

行座谈， 商讨共同成立我市首家医疗联

合体的相关事宜。

医疗联合体是指在一定区域内， 以

一家综合实力较强的三级医院为核心，

联合区域内的二级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等医疗机构组建成责任与利益共享

的联合体。 在联合体内， 核心医院利用

自身优势 ， 帮助基层医院提升服务能

力， 基层医院将不能处理的疑难重症患

者优先转入核心医院治疗， 以改变无序

就医的状况 ， 达到疾病分级诊治的目

的， 既方便了患者便捷就医， 又可有效

缓解核心医院人满为患的现状， 是一条

适合区域各级医疗机构协同发展的新路

径。

作为我市实力最强、 规模最大的三

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市人民医院积极筹

备， 于日前正式成立了医疗联合体领导

小组，并分别两次召开包括山阳区、解放

区、马村区、中站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卫生主管部门负责人和马村区人民医

院， 中站区人民医院负责人在内的座谈

会， 就筹备组建医疗联合体情况征求各

方意见。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组建医疗联合

体是当前医改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二级、

一级医疗机构的整体发展具有很好的推

动作用， 同时还能促进各级医疗机构之

间的相互协调发展， 为广大群众提供更

加安全、 有效、 便捷、 合理的医疗卫生

服务。 大家纷纷表示， 根据我市实际情

况， 医疗联合体应避免松散型架构， 以

半紧密型为起点， 主要从业务开展、 运

行机制等方面组建联合体。 另外， 此次

组建医疗联合体 ， 应以三级医院为主

导 ， 下级医院积极配合 ， 先建设

1～3

个试点， 在试运行中查找问题、 解决问

题， 之后再全面铺开。

市人民医院院长李全民表示， 市人

民医院作为我市医疗机构的 “领头羊”，

应率先响应市政府有关医改精神， 从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提升基层医疗服

务能力和引导患者合理诊疗

3

个方面着

手，认真做好此项工作，把社会效益放在

第一位、把广大群众放在第一位。组建医

疗联合体后， 市人民医院将从管理、技

术、人才、学科建设和设备等方面不遗余

力地帮扶下级医院， 实现医改工作和医

疗机构发展共赢。

为生命擎起希望的蓝天

———记焦作同仁医院重症医学科

本报记者 朱传胜

作为医院集中监护和救治重症患者的

专业科室———重症医学科（

ICU

），不仅是衡

量一个现代化综合医院完善与否的重要指

标， 还是代表医院综合治疗水平的一个窗

口。 作为一家新兴医院，焦作同仁医院重症

医学科以高起点走在了全市医疗行业的前

列，为生命擎起了一片希望的蓝天。

为重症患者提供良好的条件

重症医学科设在该院门诊病房楼四楼，

分为办公区和病区两个部分，因为入住该科

的都是重症患者，抵抗力较差，容易出现继

发性感染， 所以病房内要进行严格消毒，并

且不允许家属进入病房陪护。穿上消过毒的

衣服和鞋，戴上帽子和口罩后，记者才得以

进入病区。

由于大多数人缺乏必要的了解，

ICU

常

常会被人称为“通往地狱的门口”“死亡的前

一站”。 “其实，重症医学科病房和普通病房

的区别是，除了先进的设备和综合性的医疗

理念， 医护人员还要时刻守在患者的病床

前，全天不能离人。 ”该科主任李雪峰说。

据李雪峰介绍，以前，重症患者被送到

医院时， 往往会出现多种器官的异常反应，

因此在抢救过程中， 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病

情，通知专科医生前来共同诊治，这既耽误

了抢救时间，又增加了患者的痛苦，对抢救

十分不利。 然而，重症医学科的建立使这一

难题迎刃而解。

在李雪峰看来

,

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必须

是多面手，理论知识跨越各个专业，还要具

有很强的实践操作能力。 在抢救时

,

能把患

者看成一个整体， 既要重视原发病的救治，

又要兼顾多脏器的保护。

除了拥有一支技术精湛、服务良好的医

护队伍外，高、精、尖设备也必不可少，该科

拥有医用多功能吊桥、呼吸机、除颤仪、心电

图机、心电监护仪、输液泵、微量注射泵、血

气分析仪、褥疮防治床垫、心肺复苏机等多

种先进的监护和抢救设备。

更值得一提的是，该科病区还拥有十万

级和千级层流净化系统

,

为重症患者提供一

个良好的条件。

重症医学科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呢

?

李雪

峰用两个

90%

进行了解释

,

即重症患者如果

不转到

ICU

进行治疗， 那么死亡率可能高

达

90%

；而住进

IUC

的重症患者，存活率可

能达到

90%

。

用实力创造生命的奇迹

据了解，一位因车祸导致昏迷多日的买

大妈在该科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下

,

终于脱

离了危险

,

目前已被转到普通病房进行康复

治疗。

4

月

3

日晚上

,70

岁的买大妈与老伴外

出时遭遇了车祸，使其颅脑严重损伤。 买大

妈被送到该院时，呼吸困难，单侧瞳孔已散

大，并进入昏迷状态。 由于买大妈病情严重

,

医生经过评估后认为，救治希望很渺茫。“哪

怕只有

1%

的希望， 我们也要尽

100%

的努

力。 ”随后

,

一场与死神赛跑的营救在该院展

开。

经过

3

小时的开颅手术， 患者被送往

ICU

观察。 让人没有想的是，

1

个小时后，患

者的颅内再次出血， 随即又进行了二次手

术，最终将买大妈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由于买大妈在车祸中还造成胸部多发

肋骨骨折， 再加上患有慢性支气管炎， 肺

功能极差， 脱离呼吸机拔管非常困难， 术

后第四天

,

该科医护人员为买大妈进行了气

管切开。 之后

,

买大妈相继出现了肺部感染

和颅内感染， 病情危重， 该科医生认真分

析病情， 并进行了对症治疗。 在半个月的

时间内

,

该科护士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她

:

翻

身、 擦洗、 吸痰、 排便、 按摩……没有一

名护士嫌脏喊累。 经过该科医护人员的精

心照料， 老人的生命体征逐渐平稳

,

意识由

昏迷转为清醒。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李雪峰是我省首

批通过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专科资质培训

的医生 ， 并荣获我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一

项

,

目前担任河南省第二届重症医学 、 第

六届急诊医学委员 ， 同时也是我市第一

届重症医学会副主任委员 。 在他的带领

下

,

该科医护人员凭借着精湛的技术和优

质的服务

,

把一个又一个重症患者从死亡

线上拉了回来。

始终把患者放在第一位

“精诚勤和

,

大医为民”是该院的立院宗

旨，在重症医学科

,

医护人员用实际行动对

这一立院宗旨进行了完美的诠释。

今年

1

月

26

日下午， 因肺部重度感染

导致呼吸衰竭的钟女士被一名中年男子紧

急送往该科进行救治。 谁知到了第二天

,

这

名中年男子竟悄悄地离开了医院。之后该科

医护人员才弄清楚

,

这名男子和钟女士只是

同居关系。 由于没人为钟女士缴纳医药费

,

该科医护人员将这一情况向院领导进行了

汇报。“没关系，救人第一。”该院领导得知后

如是说。

钟女士因肺部重度感染， 呼吸异常困

难， 病情迅速恶化， 并发展到了全身多器

官功能衰竭 ， 生命危在旦夕 。 当时

,

正值

H7N9

流行之际， 该科医生怀疑钟女士患

上了此病， 便将她转到隔离病房进行治疗，

并把这一病例报告市疾控中心。 市疾控中

心和我市其他医院的专家一同来到该科对

钟女士进行会诊， 排除了她患上此病的可

能。 在治疗期间

,

该科还使用各项检查手段

以及药物对其进行治疗， 尽全力挽救患者

的生命。

随后，该科医生通过多种渠道联系到了

她远在青海的女儿，可她的女儿却因家境贫

寒无力承担数万元的医疗费用。记者在采访

中得知

,

向这样的情况在该科并非第一次出

现，但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医护人员总是

把患者放在第一位。

与时间赛跑，同死神搏斗，重症医学科

就像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医护人员就像一

个个荷枪实弹的战士，冲过一个个生命的险

滩，为创造生命的奇迹而奋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