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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传胜

在焦作同仁老年养护院，入住的老人
年龄大多在70岁以上，而且患慢性病的老
人也非常多，几乎每隔几天都会有紧急事
件发生。但是，焦作同仁老年养护院依托
焦作同仁医院雄厚的技术实力，为老人的
健康保驾护航，让老人的晚年生活高枕无
忧。

时刻守护老人生命安全

上个星期，86 岁的王奶奶突发心脏
病，护工发现后马上和值班医生联系。由
于病情发展迅速，值班医生一边抢救一边
联系该院心内科医生前来会诊。两分钟
后，该院心内科医生赶到王奶奶住的房
间。鉴于病情严重，需要紧急处置，医护
人员随即将王奶奶转到了心内科。“这位老
人患的是急性心肌梗死合并急性右心衰，
病情十分严重，幸亏老人在老年养护院居
住，为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最终将她从
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该院心内科主任张素
清说。

张素清指出，心脏病的特点是发病
急、病情变化快，如有延误，就会危及
生命。通常，影响救治时间的最大因素
就是“首次医疗接触时间”，也就是患者
从发病感到不适后到拨打120急救电话或
者到医院就诊的时间过长。这时，即便
是医护人员分秒必争的抢救，也难有回
天之力。

在心内科病房，记者见到王奶奶时，
她已经恢复正常。“算上这次，这位老人已
经是第五次在我们科住院治疗了。”张素清
说，“她的心脏血管病变太严重了，当初住
进我们科时就已丧失了放支架的机会，所
以一直靠药物进行保守治疗。”

采访中记者得知，王奶奶家住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阳庙镇，平时自己单独生

活。前两年，王奶奶的心脏开始出现问
题，儿女们因为工作繁忙无法长期陪在老
人身边，便将老人送到了一家养老院。因
不满意养老院的住宿条件，王奶奶住了一
段时间后又回到家里。后来，王奶奶的心
脏病又犯了，便到焦作同仁医院心内科治
疗。在住院治疗期间，王奶奶的儿女们得
知焦作同仁老年养护院开业了，就决定将
王奶奶送到这里养老。

“这一次，老人的病情非常严重，如果
还按照以前的急救模式，就错过了最佳救
治时间。”焦作同仁老年养护院院长杨昌辉
说，“‘医养结合’在我们这里并不是一句
空话，在 400 多名医护人员的积极配合
下，时刻发挥救死扶伤的作用。”

让老人晚年生活更有质量

采访中，在焦作同仁老年养护院居住
的老人们表示，在这里养老，不但让他们
的生命有了保障，而且让他们的晚年生活
更有质量。

乔大爷因脑梗瘫痪在床，由于孩子不
经常在家，平时都由老伴照料。但是，老
伴身体不好，不能经常给乔大爷翻身、拍
背，时间长了，乔大爷的身上出现多处褥
疮。得知焦作同仁老年养护院开业后，乔
大爷的孩子就将他送了过来。焦作同仁老
年养护院的医护人员在为乔大爷检查身体
时，发现了10多处褥疮，有的褥疮已经烂
到可以看见骨头，而且散发出阵阵恶臭。
于是，老年养护院的医护人员每天为老人
清洗、换药、翻身。如今，乔大爷身上的
褥疮均被治愈。见此情景，乔大爷的儿子
十分感动，专程送来一幅赞美焦作同仁老
年养护院的书法作品，以此表达深深的谢
意。

“褥疮又称压疮, 多见于长期卧床病
人，由于身体局部组织长期受压，血液循
环障碍，发生持续性缺血、缺氧、营养不
良而导致的组织破损和坏死，简单的理解

就是皮肤组织被压坏了。一旦出现褥疮，
不仅会增加病人的痛苦，延长康复时间，
严重时还会继发感染引起败血症，甚至危
及生命。”焦作同仁老年养护院主任薛爱
云说，“我们老年养护院的医护人员对预
防和治疗褥疮有丰富的经验，目前已有不
少子女将身上长褥疮的老人送来康复养
老。”

不仅是褥疮，失眠也困扰着一些老年
人。前不久，焦作同仁老年养护院的一位
老人因失眠而痛苦不堪，薛爱云在值班时
发现这一情况后，不仅为老人开了药，还
叫康复科的医生给老人进行穴位按摩，使
老人很快进入梦乡。此后，这位老人逢人
就说：“这里医护人员就跟亲闺女一样，我
们有点小毛病，很快就给治好了，而且还

随叫随到，真是太方便了”
“父母年龄大了，各方面都需要照顾，

焦作同仁老年养护院推出的‘医养结合’
服务，不仅使老人的生活上得到了很好的
照顾，看病也不折腾，家人都很放心。”市
民吴女士说。

杨昌辉表示，“医养结合”是老人在没
有生病时实行“养老模式”，由护理人员提
供全方位的生活照顾服务；老人一旦突发
疾病或旧病复发，便立刻进入“医疗模
式”，由该院的医护人员对老人进行治疗和
护理，完全康复后再转入“养老模式”。其
中，“养老”是核心，“医疗”是支撑，这
样可以提高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让老人
舒适、有尊严地安度晚年。

焦作同仁老年养护院：“医养结合”让老人安度晚年
本报记者 朱颖江

他不仅是学科的带头人、患
者的知心人，还是各科临床医生
的“眼睛”；在黑白影像的世界
中，他始终用一颗仁心和一双慧
眼守护着患者的健康。他，就是
市第五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安超。

做有心人，练真本事

2002 年，安超毕业后来到市
第五人民医院工作，成为放射科
的一名医生。虽然在学校系统学
习了医学影像学的专业知识，对X
线成像、造影、CT的原理和操作
技术有所了解，可真正运用到工
作中，安超感觉在学校学到的知
识远远不够。为了快速适应工
作，他虚心向科室的其他医生请
教，每天拿着不同患者的 X 片进
行对比，锻炼自己的眼力，同时
他还购买了大量的专业书籍，研
究人体骨骼结构、脏器解剖位
置，为提高业务水平打下了基础。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 几 个 月
后，勤学好问的安超能够独当一
面，为患者拍摄 X 片。回忆起刚
上班时的那段日子，安超感慨地
说：“当时放射科只有一台X线机
器，为患者检查最多的是胸部透
视、骨骼检查以及钡餐造影等，
医生为患者检查后，还要用专业
的设备将片子成像，再对照片子
写诊断结果。虽然很辛苦，却非
常锻炼人。”

安 超 说 ， 不 要 小 看 一 张 X
片，准确的诊断结果不仅体现出
放射科医生的综合能力，还为临
床医生准确治疗提供了依据。

因工作表现出色，安超很快
成为该院重点培养的技术人才。
2003 年，该院派安超到郑大一附
院进修，学习CT影像技术。

勇攀高峰，当科研项目
带头人

安 超 特 别 珍 惜 这 次 进 修 机
会，因为有太多的新技术需要学
习，他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每
天除了正常上班，他利用休息日
到当地图书馆查阅各种学术资
料，对比病例，仔细看每一张片
子。安超进修还没结束时，该院
为提高放射科技术力量，采购了
一台CT机，安超得知后，更加努
力学习。

进修结束后，安超回到放射科负责 CT 检查。当时，放射
科只有他一个人懂这项技术，他一边熟悉新机器，一边把自
己学到的技术教给科室其他人，带领大家尽快掌握 CT 操作步
骤。

后来，该院又陆续引进了DR、核磁共振等设备。每一台新
设备安装到位后，安超都仔细研究说明书，和厂家人员沟通，掌
握设备操作技术，紧跟影像学快速发展的步伐。

“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是
安超对自己提出的要求。2011年，安超被任命为该院放射科主
任。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在黑白影像世界中，安超不断摸
索与实践，并带领同事和兄弟单位、医学专家一起搞科研，创新
诊疗方法。

安超带领同事和兄弟单位一起完成了“MRCP对阻塞性黄
疸的临床应用”科研项目，获得我市科学技术三等奖；他和该院
神经外科主任石亚伟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最终完成了“3D-
CT 导向下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半月节射频热凝术治疗三叉神经
痛”技术，获得我市科学技术二等奖。

学以致用，守护患者健康

几天前，一名长年被腰疼折磨的患者到该院放射科拍片，
安超发现这位患者的腰椎有不易察觉的病变，这样的病变并不
是单纯的腰椎间盘突出，而是癌细胞的骨转移。这样的检查
结果对患者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为了不让患者察觉出异
常，他语气轻松地告诉患者可以回病房休息了，让家属等取结
果。看着这位患者离开的背影，安超对其家属说出了真相。这
些年，这位患者频繁出现腰疼症状，去了很多家医院，都被诊
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治疗方案也是以缓解疼痛为主。如果
不是安超细心发现问题，恐怕这位患者还会继续在疼痛科治
疗。

安超看片子特别细心，准确率还高。有一次，一位经常低烧
但检查不出病因的患者转到该院呼吸科治疗，安超给患者拍肺部
CT时，发现肺叶有点异样，根据多年的经验，他给出的诊断结
果是肺癌。根据这份诊断结果，临床医生为患者作了进一步检
查，最终确诊为肺癌。

安超深知，现在各种CT、磁共振等设备越来越先进，但设
备再先进，也无法直接告诉患者到底得了什么病，还是需要影像
科的医生凭知识和经验来解读。他说：“我们读片准不准，不仅
决定着临床医生的治疗方向，还关系到患者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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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智玲

他们不直接接触患者，但是
经过他们检测而出具的检验报
告，却是临床医生最重要的诊
断、治疗依据。近日，记者就精
准检测与精准治疗的问题，采访
了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刘
小壮。

精准检测
为精准治疗打下基础

今年年初，50 岁的杨先生
不幸患上了乙型病毒性肝炎。在
朋友的推荐下，他来到市第三人
民医院接受治疗。刚入院时，医
生根据他的临床症状，为他制订
了治疗方案。两周后，杨先生的
病情有所好转，医生建议他进行
HBV-DNA 临床检验，并根据
检验结果为他调整用药。一个月
后，杨先生的病情得到控制。

刘小壮说，在具体病例的
临床治疗中，检验结果可对诊
疗方案的调整提供参考。以病
毒性肝炎治疗为例，如经过一
段时间的临床治疗，病毒得到
控制，此时的检测结果会有所
变化。这时，医生根据患者实
际情况调整用药，则会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国内一些科学研究表明，在

肝脏病毒感染的治疗过程中，不
规范诊疗是引起病毒耐药变异的
原因之一，一旦病毒产生变异，
就会使药物疗效减弱甚至无效，
这时候就需要调整用药。如果不
进行精准检测，临床医生只能多
次尝试不同的治疗方案，通过疗
效判断药物是否有效。该院检验
科开展的基因耐药检测，可以在
实验室内检测出药物是否有效，
不仅节省了治疗成本，还为患者
赢得了诊疗时间。

先进技术
让患者治疗更加高效

去年，一位反复发烧的患
者到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临
床科室送来患者的痰液，要求
检测结核杆菌。检验科使用浓
缩集菌法涂片，对患者的痰液
进行检测，发现了结核杆菌，这
位患者被确诊为肺结核。“浓缩
集菌法涂片结核杆菌阳性检出率
高于直接涂片法，这种检测方
法更加先进、高效、准确。”刘
小壮说。

走进该院检验科，记者首先
被检验科干净、整洁的环境所吸
引。作为该院重要的临床医技科
室，检验科承担着全院的临床检
验工作。为满足临床诊断、治疗
及急救的需要，给广大患者营造
一个方便、快捷的就医环境，检

验科将数百项检验项目按不同的
功能进行了科学的优化组合，设
置了8个专业实验室，分别为临
检室、体液室、生化室、免疫
室、微生物室、PCR 实验室、
HIV 初筛实验室、结核病实验
室。

采访时，记者跟随刘小壮来
到PCR实验室。PCR实验室分
为试剂准备区、样本制备区、产
物扩增区、产物分析区，设置规
范有序，整体面貌干净、整洁。
刘小壮介绍，PCR （聚合酶链
反应技术） 是20世纪80年代后
期发展起来的一种DNA快速扩
增技术，是现代分子生物学检测
的先进手段之一，具有高度敏感
性、特异性、快速、简便等特
点。当某种病原微生物中的病毒
极少时，传统的检测方法难以检
出，但通过荧光定量 PCR 方
法，可将DNA片段扩增到百万
倍以上，从而提高疾病诊断水
平。目前，该科 PCR 实验室开
展 的 检 测 项 目 主 要 有 HBV-
DNA、 HCV- RNA 以 及 结 核
DNA 等，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
供了科学依据。

为了满足临床医学的需要，
让患者得到全面、安全的检测，
该科不断提升检测质量，向“更
快、更高、更好”的目标发展。
记者了解到，近 10 年来，该科
多次参加河南省临床检验中心组
织的室间质评，包括生物化学、
微生物学、血液细胞学分析、免
疫学、PCR、凝血等项目，均
取得了优良的成绩。目前，该科
设置的生化室、临检室、免疫
室、微生物室、PCR 实验室都
开展了室内质控工作，并在工作
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不
断规范。

除了精准、全面的检测外，
刘小壮还带领科室技术人员为患
者提供医学实验室解释和咨询服
务，耐心回答患者提出的每一个
问题，受到患者的一致好评。

“科学、准确、及时、有效地做
好检验工作，为临床治疗提供第
一手准确的依据，让患者在治疗
过程中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
钱，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工作方
针。”刘小壮说。

精准检测带来精准治疗
——访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刘小壮

本报讯（记者孙阎河）日前，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市人民
医院呼吸内科重症监护病房 （RICU） 正式运行。目前，该院
RICU共有开放床位10张，具有先进的呼吸系统治疗技术体系，
能为我市呼吸系统疾病危重症患者，如重症肺炎、慢性阻塞性肺
病急性加重、重症哮喘、呼吸衰竭、肺栓塞、气胸需行胸腔闭式
引流、间质性肺病、支气管扩张伴咯血等，提供规范、高质量的
生命支持。

近年来，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医护人员经过专业培训以及对
呼吸衰竭患者的治疗与护理，已经在有创及无创通气应用指征、
操作技术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抢救呼吸衰竭及多脏器衰
竭患者提供了很好的空间和平台。同时，该科医生采用的“有创
—无创呼吸机序贯通气综合治疗法”，使呼吸衰竭患者的抢救成
功率明显提高。

目前，该院RICU 制定了快捷、系统、熟练、规范的抢救
及呼吸道管理措施，护理人员均掌握了RICU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操作技术，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和操作能力，可有效、迅速
地配合医生开展紧急抢救，为患者争取时间。另外，该院RI-
CU 还配备了有创呼吸机、无创呼吸机、血气分析仪、多功能
监护仪等设备，可在危重病人器官支持、重症感染治疗、临床
营养、内环境紊乱纠治及危重病人远程转运等方面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重症监护病房正式运行

本报讯（记者孙阎河）日前，我市第一届脑卒中专业委员会
第三次年会暨第一届脑心同治专业委员会第二次学术年会，在市
人民医院成功召开。此次会议以“关注小血管，解决大问题”为
主题，邀请北京和郑州的多位专家莅临授课。据悉，这也是市脑
卒中、脑心同治专业委员第一次共同举办学术年会。

脑卒中又称中风、脑血管意外，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近
年来呈现年轻化、多发性趋势。相关统计显示，脑卒中已成为导
致我国居民死亡的严重疾病。同时，心脑血管疾病也是中老年人
的常见病、多发病，死亡率仅排在恶性肿瘤之后。现代医学认
为，动脉粥样硬化是以冠心病为主的心血管疾病和以脑卒中为主
的脑血管疾病的病因，也是两类疾病的共同病理变化基础。因
此，脑卒中和脑心同治的学术研究已成为目前医学界普遍关注的
课题。

会议特别邀请河南省神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省人民医院教
授张杰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高旭光，煤炭总医院教授周卫
东，北京天坛医院教授秦海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张勇
等多位专家，从脑小血管病的基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影像
学特点、治疗及预后等方面，进行学术演讲。

学术年会上，高旭光作了《单基因遗传性脑血管病》的发
言，为大家在今后的临床治疗中拓宽了思路。周卫东与大家分享
了《脑小血管病的诊疗进展》，并结合个人的临床实践，为与会
者解除了很多疑惑。值得一提的是，张杰文向与会者阐述了脑小
血管病的发病机制及不同的起病形式，并通过4份不同的PPT，
让大家对这类疾病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获得了与会人员的阵
阵掌声。

关注小血管 解决大问题

市脑卒中、脑心同治专业委员会
共同举办学术年会

焦作同仁老年养护院护工为卧床老人喂饭。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该科医师正在实验室里工作。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安超在给同事讲解患者的CT诊断结果。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