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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 旸）为严重
车祸外伤患者重建腿部腘静脉，为
犁伤大腿根部的60岁老汉重建股
总静脉，为坠物意外伤及血管的中
年男子重建上肢静脉通路……在
过去的1个月里，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以下简称郑大一附院）郑
东院区大血管/腔内血管外科团
队，接连为3位严重创伤患者重建
静脉通路。其术中采用的自体静
脉血管重建术式，在国内尚未见报
道。

文献录入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世界范围内，创伤是致残和致死的
一个主要因素，且创伤和血管损伤
的发生率正在逐年增加。其中，肢
体血管损伤占所有血管损伤的

20%~50%，死亡率为2%~5%，截肢
率为7%~30%。

成功为 3 位患者实施手术的
郑大一附院郑东院区大血管/腔
内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白华龙介
绍，肢体动脉损伤需要尽快修复
使其恢复血流，但是临床上对肢
体静脉损伤是否需要修复血管、
使其再通，一直存在争议。原因
是，静脉血管重建术较为复杂，后
期通畅率低且有较高的静脉血栓
形成风险。

近两年，国际血管外科界对
静脉重建有了进一步认识，业内
权威学术期刊《卢瑟福血管外科
学》建议在患者稳定的情况下最
好选择重建静脉；2019 年发表在

《血管外科年鉴》的一篇研究论
文，在对比了直接结扎静脉和重
建静脉的临床结果后，建议在尽
可能的情况下重建静脉。同时，
这些研究发现，直接结扎主要静
脉会有50%~90%的患者发生肢体
肿胀，有较高的术后血管肢体切
开减压比例和截肢比例，患者的
住院时间更长。

“这3位患者均因血管创伤失
血导致休克，病情危重，需要在接
诊后快速实施急诊手术，并在术中
决定是否进行静脉血管的重建，手
术医生的知识技术储备和判断能
力至关重要。”白华龙说，患者伤口
为污染伤口，血管缺失较多，不适
合使用人工血管，需要术中制作口

径相似的静脉通路移植物，他和团
队术中决定实施静脉血管重建，采
用了两种制作不同口径静脉移植
物的手术方式。

术中，手术团队采用了国际上
未见报道的板片状静脉移植物
（Panel Vein Graft），应用到上肢，
为坠物意外伤及血管的中年男子
重建上肢静脉通路；采用了国内鲜
见 的 螺 旋 形 静 脉 移 植 物（Spiral
Vein Graft），为严重车祸外伤患者
重建腿部腘静脉，为犁伤大腿根部
的 60 岁老汉重建股总静脉，均开
创了河南血管外科界的先河。

《美国血管外科杂志》曾发表
关于螺旋形静脉移植物应用到下
肢复杂静脉重建的报道，某中心

15 年间进行了 6 例下肢复杂静脉
重建手术，术后 30 天通畅率为
50%。郑大一附院团队开展的2例
螺旋形静脉移植物手术，术后2周
复查，结果显示血流全部通畅。
2018 年，《血管外科年鉴》曾发表
了11例关于板片状静脉移植物手
术的对比数据，其中下肢复杂静脉
重建手术8例，术后30天通畅率为
50%。

“这些手术方式的应用在很
大程度上提高了严重创伤肢体的
存活可能性，减少了并发症。成
功实施此类手术，我们团队在肢
体复杂静脉重建领域向国际一流
血管外科团队更靠近了一步。”白
华龙说。

郑大一附院
复杂静脉重建技术取得新进展

1个月为3位严重创伤患者重建静脉通路 本报讯 “老爷子在这里，我很放心。其他
的不说，就说人家这里的厕所，除了醒目的标
识、贴心的扶手之外，每个厕位都有一个警报
器，24小时有人值班，真的很人性化啊……”6月
16日，在济源市第三人民医院，胡某看着医院对
厕所的改造设计由衷地说。胡某的父亲在济源
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胡某一家之所以选择济
源市第三人民医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该
院对患者人性化的关怀。

据了解，今年，济源市第三人民医院在积
极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同时，积极贯彻落实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关于开展医疗卫生
机构厕所整洁专项行动的通知》，对医院的卫
生间进行了全面的规划、设计、升级改造，得
到了群众的好评。为了更进一步保障老人如
厕安全，该院特设置老年厕位报警系统，提醒
管理人员给予及时帮助；为孕产妇、儿童等特
殊人群提供人性化服务，完善相关设施，设置
符合人群特性的厕位和标语；按照标准在厕
所内张贴倡议标识、标语、温馨提示等，强化
摒弃陋习、文明如厕的宣传教育，提高就医群
众的卫生意识，引导其养成健康文明的如厕
习惯。

值得称赞的是，济源市第三人民医院“卫生
间紧急呼叫系统”的按钮为红色，非常醒目，且
安装高度适宜。信号发射器安装在卫生间的每
个隔间内，信号接收器则设置在整个楼的中间
位置，而且24 小时有人值班。该院还为每个厕
位进行了编号、排序，若患者在卫生间滑倒，或
出现身体不适等突发状况，只需按下手边的紧
急呼叫按钮，医务人员会在第一时间收到信息，
并且准确定位，及时赶到现场。

在厕所整洁日常管理中，济源市第三人民
医院也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如定期进行消毒、不定时抽查
等，保证厕所和公共区域的卫生整洁。该院收费处工作人
员同时也是“警报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要求其有严格的换
班制度，保证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值班。

（王正勋 侯林峰 毛丽霞）

开栏的话：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关于开展医
疗卫生机构厕所整洁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以群众满
意为目标，推动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厕所革命”，实现医
疗卫生机构厕所状况的全面改观。从本期开始，本版
开设《厕所整洁行动》栏目，报道我省医疗卫生机构厕
所整洁行动的进程、成果和经验，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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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整洁行动

6 月 16 日，一个“点赞最
美护士，父亲节路见危难跪
地救人”的视频在禹州市传
开了。视频中，一位老人躺
在地上，一名女士在他身旁
进行心肺复苏。视频中这位
救人的女士就是禹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长王亚
丽。

当天早上6点，王亚丽带
着12岁的儿子开车到禹州市
顺店镇看望父母。6点30分，
王亚丽走到顺店镇南街集市
路口，发现前面人群聚集。
王亚丽降低了车速，透过车
窗看见马路对面地上躺了一
个人。出于职业敏感，王亚
丽停车对儿子说：“你在这等
着 ，我 去 看 看 能 帮 上 什 么
忙。”

王亚丽小跑到对面，发
现一位老人脸朝下趴着，一
动也不动。围观的人说，这
位老人买菜时突然晕倒，没
有家属在身边，也没人认识
他。王亚丽一边了解情况，
一边呼吁大家帮助老人翻身
平躺，头偏向一侧。王亚丽
发现，老人右额头有很明显
的外伤，口鼻处有灰尘和煤
屑。王亚丽触摸老人颈动
脉，没有搏动，呼之不应，瞳
孔 开 始 散 大 ，情 况 十 分 危
急。王亚丽立即清理老人口
腔和鼻腔里的异物，给予人
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同

时让围观的人群让出抢救的
空间，并请群众拨打急救电
话。在施救过程中，王亚丽
的儿子也跑来帮忙。王亚丽
让儿子拿来毛巾，小心地垫
在老人脖颈下方，使老人呼
吸道畅通。

后来，有围观的人从旁
边的菜摊上找到了老人的手
机，联系上了老人的儿子。
很快，老人的两个儿子来到
现场。老人的儿子说，老人
平时血压高，有糖尿病。抢
救持续了 30 多分钟，急救车
赶到。王亚丽向急救人员交
代了事情的经过和抢救过
程，然后悄悄地从围观者中
挤出来。

这时候，儿子发现王亚
丽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
双 膝 脱 皮 ，手 腕 也 出 现 红
肿。他问：“妈，疼吗？”“有点
儿疼。不要紧，儿子，作为一
名医务工作者，这时候就要
挺身而出。妈妈希望你将来
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也能
伸出援手，记住了吗？”“嗯
嗯，妈妈，我记住了！”

正准备开车离开的王亚
丽母子被老人家属追上，他
们表示了感谢，询问王亚丽
的姓名并要买礼物送给王亚
丽，王亚丽说：“我是护士，这
是我应该做的，你们赶紧去
照顾老人吧！”

（王正勋 侯林峰 高晓磊）

在科室内拿出机器，医务人员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患
者身份识别认证（人、证比对）。近日，南阳市中心医院
引进身份识别数据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解决医院对参
加城乡居民医保患者身份核实的难题。该院为南阳市
首家引入该系统的医院。此举对保证医保基金的运行
安全、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强化医务人员和参保人员的
法律意识等起到了促进作用。

乔晓娜 张 茜 杜辉宇/摄

6月18日，在新密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父母课堂的营养厨房内，护士杨梦珂正在教儿童家长调配辅食。现在，在该院儿童保健部
营养门诊救治的患儿，其家属可以随时到营养厨房免费咨询和学习家庭营养餐的制作、儿童营养辅食的添加等相关知识。 刘 旸/摄

信阳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进社区开展 2019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活动 6 月 15 日上午，
信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创新宣传形式，走进报
晓新村，开展全国食品
安全宣传周活动。据介
绍，今年食品安全宣传
周的主题是“尚德守法，
食 品 安 全 让 生 活 更 美
好”。在当天的宣传活
动中，信阳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通过展览演示、
实地讲解观摩、开展咨
询 讲 座 、现 场 服 务 、发
放 宣 传 资 料 等 多 种 形
式 ，为 社 区 居 民 、食 品
从业人员和监管队伍普
及知识、解答疑问。信
阳市卫生计生监督局工
作人员现场发放了《餐
饮 具 集 中 消 毒 卫 生 知
识》《中 国 居 民 膳 食 指
南简易读本》及茶杯等
生活用品，为当地居民
普及食品安全知识，营
造了良好氛围。

（王明杰）

开封市开展学校疾
病预防控制工作督导检
查 为了做好学校疾病
预防控制工作，切实保
障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
健康和生命安全，近日，
开 封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
开展全市学校疾病预防
控制工作督导检查。此
次督导检查采取现场督
导与查看工作资料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专家组
针对目前学校疾病防控
形势，以技术指导为主，
对结核病防治、艾滋病
防治、计划免疫等方面
的 内 容 进 行 了 督 导 检
查。专家组查看了学校
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组
织建设资料、在校师生
体检情况、学校医务室
（保健室）和校医配备、
传染病防控宣教、因病
缺课追踪、预防接种证
查验、消毒记录等相关
资料，并到教室、学生宿
舍、医务室、校园等区域
现场查看环境。最后，
专家组就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意见和整改建议。

（李 季）

本报讯 （记者杨 须 通讯
员肖婧菁）6 月 14~15 日，河南省
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

“关节诊疗中心”永城分中心成立
仪式暨脊柱微创、“保膝中原行”
学术会议在永城市中心医院举
行。此举旨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提升基层医疗水平，增强人
民群众的就医获得感。

当天，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
院的专家们现场为 200 多人进行
了义诊。同时，“椎间盘健康工

程”和“保膝中原行”道健基金系
列公益项目永城站正式启动。

“这两项公益项目的启动，是
为了让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享受
到优质的医疗资源和先进的医疗
技术，并在治疗经费方面得到帮
扶，以帮助患者尽早恢复健康。”
河南省慈善总会·道健基金负责
人陈爱云说，随着“椎间盘中心”

“关节诊疗中心”永城分中心的成
立，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还将
充分利用自身医疗技术和资源优

势，进一步推动与联盟医院及分
中心之间的良性循环，有效促进
优质资源下沉，让更多患者敢于
和乐于在基层首诊、康复。

永城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祝亮在发言中指出，河南省
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

“关节诊疗中心”永城分中心的落
户，将对永城市中心医院椎间盘、
膝关节专科建设发展起到推动作
用，也将进一步提升商丘地区骨
科医师的诊疗技能和管理水平，

给商丘人民带来更多更好的医疗
福利。

在活动期间，河南省直第三
人民医院骨科主任沙宇、康复医
学科主任刘强、骨科副主任医师
胡彬、骨科副主任医师闫磊、运动
康复治疗师孙岩，以及首都医科
大学昌平教学医院王现海教授、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黄久勤主
任、永城市中心医院骨科诊疗中
心齐新德主任等专家围绕单髁置
换术、保膝技术、运动疗法的应用

等相关问题，从多个角度深入浅
出地进行了讲解；围绕新理念、新
技术、新观点，通过主题演讲、病
例讨论、专家点评和案例分享等
多种形式展开讨论，并现场进行
了假体操作互动。

与此同时，河南省直第三人
民医院椎间盘中心副主任医师王
必胜、贺毅、李先进、郭强围绕通
道下腰椎融合内固定技术、椎间
孔镜在腰椎疾病中的应用等相关
话题展开了交流与探讨。

聋哑产妇何女士，因为沟通困
难，辗转多家医院，最后来到平顶
山市妇幼保健院。该院产一科和
中心产房医务人员临时学习哑语，
上演真人版模拟生孩子全教程，耐
心引导、照顾，帮助何女士顺利自
然分娩。6 月 11 日，何女士出院
前，给产一科和中心产房送去了锦
旗和感谢信。

何女士今年 30 岁，家住平顶
山市区。怀孕 34 周时，她开始紧
张、害怕起来，担心自己能否顺产，
孩子能否平安出生。为此，她辗转
多家医院咨询。最后，她来到平顶
市妇幼保健院产一科进行产前检
查，并特意到助产士门诊咨询。有
着32年工作经验的张红英见她是
聋哑人，立即上前拉着她的手，示
意她坐下，并通过手势、肢体、文字
等方式与她交流，详细了解她的孕
期情况。最后，张红英肯定地告诉
她“您可以试产”，并耐心为她讲解

自然分娩的好处。见何女士疑云
渐消，贴心的张红英还带着她来到
中心产房，提前熟悉环境，感受产
房温馨、关爱、尊重、轻松的氛围，
何女士对自然分娩的信心变得坚
定。

6月5日晚上8点，孕足月的何
女士突然肚子痛，阴道出血，家人
慌忙带她来到平顶市妇幼保健院
产一科住院。值班医生周天天为
何女士认真做了胎心监护、产前检
查等，并安慰她和家人，不要紧张，
这是正常的分娩征兆。次日上午
11点，何女士宫缩频繁，宫口开大
2厘米，一直严密监护的医务人员
护送她进入中心产房。

对产房已不再陌生的何女士
非常放松，再次见到张红英，也使
何女士感到很亲切。见产妇是个
聋哑人，护士长刘雅春等医务人员
对她格外上心，产一科副主任医师
谢菲也早早来到产房，陪伴产妇左

右。
然而，等待她们的是一系列意

想不到的困难……
何女士在 2 岁时因用药不当

导致耳聋，造成她现在一看到药
物、打针就非常恐惧、浑身颤抖。
张红英和刘雅春见状，为何女士制
定了一套非药物分娩镇痛方法，即
采取自由体位分娩，利用分娩球、
分娩凳，采用按摩法、拉梅兹呼吸
法、冥想法等帮助她减轻分娩阵
痛，缩短产程。

方案确定后，如何与产妇沟通
又成了一大难题。张红英快速上
网查找与聋哑人沟通的方法，学习
手语，并制作了10多张爱心卡片，
卡片上写着“均匀用力”“宫缩时用
力，无宫缩时放松”“宝宝很快就要
出生了，加油！”等科学指导产妇生
产和鼓励产妇的话，给何女士看。
但是何女士不能很好地理解，医务
人员的手语表达也不够清楚，怎么

办？
张红英灵机一动，躺在旁边

的产床上，为何女士上演真人版
模拟生孩全教程，一遍遍演示有
宫缩时怎样用力、吸气、呼气等动
作要领，并用手语与她交流、引
导。在大家的帮助下，何女士终
于顺利自然分娩一名重3900克的
健康女婴。何女士感动得眼泪夺
眶而出，伸开双臂与助产士拥抱
在一起。

当助产士把孩子抱到产房门
口给何女士家人看时，何女士的妈
妈泪流满面，何女士的爸爸握住助
产士的手，不停地说：“谢谢！谢
谢！非常感谢！”

何女士回到病房后，产一科
医务人员对她进行特殊照顾，并
手把手教她母乳喂养等。张红英
还多次到病房询问她和孩子的情
况，优质服务深深打动了何女士
及家人。

省直三院“椎间盘中心”“关节诊疗中心”
永城分中心成立

凡人亮点

路遇老人晕倒
她出手相救

产妇沟通困难 医务人员巧化解
□苗四海 王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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