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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讯员李明华）近日，驻马
店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胸外科成功完成一例小切口心脏
瓣膜手术。术后，患者恢复良好，已痊愈出院。

患者47岁，男性，以“活动后心慌气短半月”为主诉
入住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胸外科。术前，患者仅
能进行轻微活动，已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工作。入
院时，患者精神状态差，体质弱。检查结果显示，患者
心脏主动脉瓣膜重度狭窄，心脏扩大，手术风险极大。

术前，该院组织心胸外科及麻醉科等相关科室医
务人员与北京心外科专家召开协调讨论会，全面分析
患者病情，进行了充分周密的部署。考虑到患者体质
较弱，以及患者术后快速康复的要求，在详细评估患者
病变特点的情况下，心胸外科确定了正中小切口开胸、
体外循环下切开心脏，切除病变心脏瓣膜、植入人工瓣
膜的手术方案。

经过充分准备，心胸外科主任韩舟带领两名助手，
在麻醉科的协作下，为患者实施了小切口下体外循环心
脏主动脉瓣置换术。

本报讯（记者史 尧 通讯
员王利豪）3月14日，记者从健康
中原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了解
到，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新
乡市快速打造出心理公益在线援
助与咨询矩阵，利用QQ（一款即
时通信软件）群、微信群、热线电
话、空中课堂等形式，开展在线公
益心理支持、心理咨询等心理援
助服务，社会反响良好。

疫情之初，新乡市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小组迅速成立
心理干预指导组，由新乡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领导，
河南省精神病医院院长王长虹任
组长，各成员单位调研会商，下发
了《新乡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心理危机干预实施方
案》《新乡市开展抗击疫情心理援
助与社会工作服务的实施方案》
等规范性、指导性文件，下发了

《心理自助手册》《新冠肺炎心理
援助热线服务实例及应对手册》
和《新冠肺炎公众心理自助与疏
导指南》，供心理援助专业人员和
普通市民参考。

为确保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在疫情防控指挥部心理干预指
导组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开展，
避免社会心理服务机构盲目冒
进，新乡市成立了由河南省精神
病医院、心理咨询中心、新乡市
心理卫生学会专家组成的救援
专家指导组和精神卫生医师、心

理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精神科护士和社会工作者等
68 人组成的心理危机干预救援
队伍。

依托河南省心理援助热线
（7095888），新乡市24小时不间断
为全市人民提供心理咨询和疏导
服务；紧急开通社会心理服务工
作热线电话（2022011），保持24小
时畅通，免费为公众提供心理支
持、心理疏导等服务；新乡市未成
年人心理援助中心“新老师”心理
咨询热线（12355）每天 8 时至 21
时为未成年人及家长提供心理咨
询；13个县（市、区）均成立了本区
域的援助热线队伍，开通了14条
心理援助热线，全天候接受群众

咨询。
新乡市心理卫生学会还联合

省内外专家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公
益援助行动，开通心理倾诉微信
平台，通过微信群、安全屋和转诊
转介等，建立三级服务防控机制，
为公众免费提供“一对一”在线心
理服务。利用河南省心理援助云
平台 APP（应用程序）和公众号，
河南省精神病医院专家每天 18
时至22时，在线开展“一对一”的
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询活动。

新乡市租用网络会议室，疫
情初期便建设全市心理援助与培
训的空中课堂，全面实施“云援
助”“云培训”。自2020 年3月18
日以来，新乡市分别邀请了全国8

位精神卫生、心理卫生方面的知
名专家，为全市党政机关干部、医
疗机构一线医务人员、社区工作
人员、一线民警、复学复课教师等
一万余人进行了心理自助及疏
导、团体减压家庭和谐建设、个体
抗挫能力调适等方面的援助和培
训。新乡市卫生健康委把培训录
音录像上传到百度网盘，供各单
位下载后继续组织其他人员收听
收看，进一步扩大了受众面，充分
发挥了空中课堂的作用。

新乡打造心理公益
在线援助与咨询矩阵

3 月 10 日上午，中国援赞比亚第 22 批医疗
队副主任医师郭国校像往常一样在医院查房，
突然一位华人跑到他跟前说：“您是医疗队的郭
主任吧？谢谢您！你们真是好样的，是你们救
了我同事的命，谢谢您！”然后向郭国校深深地
鞠了一躬……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是救死扶伤的
医生，患者把生命交给我们，我们一定不负重托，
竭尽所能。”郭国校回答，并开始向这位同胞介绍
起患者入院时的情况。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是赞比亚的法定节
假日。正在休息的郭国校突然接到队长赵海源
的电话：“郭主任，有位华人，腹痛4天……”从队
长的语气中，郭国校感觉到患者病情的严重性和
复杂性。没有多想，他迅速起床，为急诊做准备。

在队长的统一指挥下，会诊组迅速集合，普
外科副主任医师郭国校、医学影像科主治医师于
庆、医学影像科主治医师尹晓翔、消化内科主治
医师郭二涛、麻醉科主治医师闫增，开始通过微
信视频对患者进行会诊。

患者是中国矿业公司的一名员工，4天前饮
酒后突然上腹部疼痛并向全腹扩散，腹痛一直不
缓解，无大便，小便量少，伴恶心、呕吐多次，呼吸
困难，体温不升。会诊组医师研读患者的腹部
CT检查结果，结合患者的语气、面部表情等，初
步考虑患者为消化道穿孔并弥漫性腹膜炎，已出
现中毒性休克。这意味着，他随时有心跳停止的
危险。

考虑到40公里外的当地医院无有效救治能
力，会诊组医师一致认为患者必须马上转到首都
卢萨卡的利维·姆瓦纳瓦萨综合医院进行抢救。

郭国校和郭二涛顾不上吃饭，驱车前往利
维·姆瓦纳瓦萨综合医院。见到患者后，郭国校
和郭二涛结合患者相关辅助检查结果，确定患者
病情与会诊组判断一致。郭国校立即为患者建
立静脉通道，快速补液、吸氧，置胃管和导尿管，
同时告知当地值班医师马上办理入院手续。

术中情况比术前预想的要复杂得多，患者腹
腔内暗灰色粪臭样液体约1500毫升，腹腔脏器表
面布满大量白色脓胎，肝脏、大网膜、横结肠、胃
等上腹部脏器组织严重粘连，肝、胃间隙无法游
离，寻找病变非常困难。郭国校和郭二涛利用吸
引器吸出腹腔内游离脓性液体，并用生理盐水冲
洗腹腔。这时，巡回护士示意生理盐水所剩不
多，需要节省使用。郭国校在有限的条件下继续
小心游离粘连组织，克服各种困难，终于找到穿
孔处。穿孔位于胃窦部，直径约1厘米，周围组织炎性水肿、质脆，
郭国校迅速缝合修补……

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抢救，手术终于完成。郭国校和郭二涛
17时离开驻地赶往医院，回到驻地已是22时。第二天，患者清醒，
精神状态明显好转，心率、血压基本正常，生命体征平稳，脱离了
生命危险。

3月2日是埃塞俄比亚阿杜
瓦胜利日，全国放假一天，中国
医疗队麻醉科主治医师孙常志
接到了提露内丝-北京医院儿
科重症监护室的求助电话，一
名 6 个月大的婴儿需要急诊进
行中心静脉穿刺术。

孙常志向队长刘瑞强紧急
汇报了情况。婴儿年龄太小，
血管细小，穿刺难度极大，风险
极高。得到刘瑞强的同意后，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安军涛与
孙常志一同前往。

患儿先天性脑积水，已行脑
室腹腔分流手术，颅骨凹陷，意
识欠佳。因脱水等原因，患儿外
周血管显现不清，无法穿刺，因
此请求中国医生帮助，进行中心
静脉穿刺术，方便静脉给药治
疗。考虑到患儿曾做过脑室腹
腔分流手术，若选择常用的右颈
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进行穿刺，
除了有可能引起血气胸外，还有
损伤脑室腹腔引流管的风险。

为了安全起见，孙常志选
择了相对不太常用的股静脉进
行穿刺。但这种穿刺方式难度
更大，加之患儿血管太细小，两
次盲探穿刺均未能成功。于

是，孙常志决定采用超声引导
下中心静脉穿刺术，并紧急致
电超声科副主任医师张理玲和
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姚庆东寻
求帮助。

张理玲赶到后，先用彩超
查看了患儿的股静脉，发现股
静脉位于股动脉的下方，有解
剖 变 异 ，无 法 实 施 股 静 脉 穿
刺。姚庆东检查了患儿脑室腹
腔引流管的位置后，确认引流
管距离颈内静脉穿刺点较远，
穿刺不会损伤引流管。同时，
彩超检查结果提示患儿颈内静
脉明显粗大，流动顺畅，且解剖
结构正常。

有了彩超的指引，孙常志
随即更换了穿刺针，将彩超探
头放在患儿颈部，盯着彩超屏
幕缓慢进针，实时调整进针方
向和深度。当他和张理玲一致
确认穿刺针已到达患儿颈部静
脉内时，暗红色血液缓慢流出，
穿刺成功。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去
了一个小时，当地医师看到穿
刺成功后纷纷竖起拇指，患儿
家长再次向中国医疗队表达了
感谢。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纪雨辰 谷东方）近
日，河南省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办公室通报全省
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指标，漯河市该项目成绩显
著，报告患病率、规范管理率、服药率等各项指标均居全
省前列。

为确保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扎实推进，漯河
市卫生健康委找准风险点、盯紧关键点，多举措推动工
作。

漯河市卫生健康委盯牢关键环节，严防管理漏洞，
持续开展失访患者排查和信息流转，并将排查结果及
时反馈至政法等部门，实现患者“应管尽管”；提供送药
上门、开辟专门病区，全力做好疫情期间患者服药、住
院保障；开展精准培训，补齐基层能力短板，由市项目
办组织专家“走下大讲堂、走上小课堂”，以乡镇（社区）
为单位，逐县（区）进行业务培训，精准提升基层精神卫
生人员业务水平。

每年第一季度是数据指标提升关键时期，漯河市卫
生健康委加强质控检查，强化随访管理，1月份组织专业
人员逐县（区）进行现场质控检查和技术指导，确保患者
随访及时；自今年1月下旬起，通过工作群每天通报县
（区）随访录入情况，保证随访数据及时录入。

本报讯 （记者史 尧 通讯员
朱之韵）记者 3 月 14 日从华中阜外
医院了解到，该院自去年牵手“童心
项目”以来，已经成功救助1008名贫
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助总金额
近2000万元。

唐河县的小花，就是享受到该
政策的患者之一。因患有复杂先天
性心脏病——法洛四联症，小花的
身体严重缺氧，平时活动严重受限，
走几步路就要蹲下来休息，连站立
都非常吃力。在亲戚的介绍下，家
人带着小花来到华中阜外医院儿童
心脏中心。当得知手术费用需要 5
万左右后，小花家人犯了难。

华中阜外医院科研与学科建设

部主任、河南省儿童心脏中心主任
范太兵得知情况后，立即安排专人
协助小花申请先天性心脏病救助
基金救助，同时向小花家人讲解小
花面临的疾病风险和手术的必要
性。

紧接着，范太兵带领团队，成功
为小花实施了法洛四联症矫治术和
体肺侧枝封堵术。出院时，小花一
家人激动地说：“是医院给了小花第
二次生命！”

小花共花费5万多元，医保报销
2 万多元，剩余的 2 万多元由“童心
项目”进行了资助，几乎达到“零费
用”出院。住院期间，护士长薛海娜
还为小花申请了免费的“爱心餐”。

据范太兵介绍，“童心项目”的
全称是“童心项目医院模式”，捐赠
人为恒基兆业地产集团联席主席李
家杰。自 2009 年开始，李家杰便致
力于国内贫困先心病儿童的医疗救
助。在华中阜外医院1000余名受到

“童心项目”资助的患儿中，有近300
名患儿自付费用低于5000元，近200
名患儿“零费用”出院。

目前，“童心项目”的救助活动
还在继续。凡年龄在 18 周岁以下，
具有中国国籍并具有手术适应证的
贫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均可提出
救助申请。经医保合规费用报销
后，个人支付部分可享受人均 2 万
元、最高5万元的资助。

本报讯 （记者杨 须 通讯
员冯光耀 白 鹏）3 月 14 日，郑
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与巩义市人
民医院签订医疗合作协议，明确
双方共建巩义市人民医院东区医
院，并挂牌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巩义分院。双方将共同探索集
预防、保健、教学、科研、医疗、培
训及远程诊疗为一体的全面合作
发展新模式。

此次联合共建，双方将按照
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德术并举、统筹谋划、精心设
计、务实推动，不断规范管理、优
化服务，探索公立医院管理运行
新机制，加快双方人才、学科、资
源、文化的全方位、深层次融合，

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
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实现
倍增效应，推动跨越发展，共同推
动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全面发
展，更好地满足基层患者就医需
求。

按照协议规划，双方将依托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优质医疗
资源进行全面带动，在巩义市人
民医院东区医院平台的基础上，
按照“精专科、强综合”的功能定
位，并根据巩义市人民医院的实
际需要，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互联智慧健康服务与巩义市人民
医院的区域卫生网进行对接，实
现线上线下互联互通，为巩义分
院提供远程诊疗服务；依托多个

国家级培训基地的优势，定期派
出医疗和护理专家团队到巩义分
院对相关专科给予支持等。

巩义市总医院（巩义市人民
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乔来军与郑
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刘剑波
代表双方现场签约。

巩 义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主 任 白
利亚为刘剑波颁发名誉院长聘
书。乔来军为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专家张丽华、邵润霞、简
玉洛等颁发名誉主任聘书。李
恩、崔静、白宏英、杨家梅等被聘
为客座教授。

此外，协议还明确了以巩义
市人民医院东区医院启用为契
机，秉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

信念，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从
平台培养、科学研究抓起，提升
诊疗水平，强化资源共享，使巩
义市人民医院建成为基础设施
好、专业学科强、技术水平高、医
疗服务优的县级综合医院，引领
区域内学科发展和医疗服务能
力提升。

巩义市委书记袁聚平说，基
层医院在常见病、慢性病、多发
病的诊治、救治、预防等方面较为
突出，而上级医院拥有专业技术
特长、人才优势，双方要本着“互
惠互利、共谋发展”的原则，加强
学科建设，突出学科特色，提升服
务能力，协同协作，切实提高巩义
医疗服务体系整体效率，改善患

者看病就医感受，提升群众满意
度。

巩义市人民医院东区医院正
式开诊后，来自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神
经内科、内分泌科、心外科、神经
外科、妇产科等专业的 40 余名临
床专家、教授，开展了大型义诊活
动，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免费测
量血压和血糖等多项服务。

截至目前，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已对口帮扶287家医院，和
7 家医院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派
出专家 638 人次，开展专题讲座
103 次，帮带医务人员 2000 余人
次，义诊 5000 余人次，培训人数达
4000余人次。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讯员司民权）3月5日、6
日，濮阳市油田总医院房颤中心（心内二区）王典博电生
理团队连续成功完成6例心腔内三维超声（ICE）引导下
复杂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填补了濮阳市电生理技术空
白。

射频消融术是治疗心律失常的常规技术，传统术
式是在 X 线血管造影机引导下，把电极导管置入心脏
进行标测和治疗，医生只能大致判断导管在心脏中的
位置，不能直接看到导管是否真正贴靠在目标结构
上。心腔内三维超声技术是心内介入领域一大创新，
它在心内导管介入的基础上，将一根圆珠笔芯大小的
超声导管通过静脉血管置入心腔，通过超声三维成像
快速精准地构建出心腔三维模型，直观提示导管在心
腔解剖结构上的位置。手术医生可通过对导管的操
作，全方位、立体化透视心腔结构，从而精确定位消融
靶点。手术全程不需要 X 线血管造影机引导，避免了
对患者和医生的辐射。

据濮阳市油田总医院心内二区副主任王典博介绍，
心腔内三维超声技术用于复杂心律失常患者的消融治
疗，不仅可以提高消融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还可以监测
消融术中不良并发症的情况，为慢性肾功能不全、造影
剂过敏的房颤患者以及妊娠期无法接受射线照射但伴
有心动过速的患者等带来福音。ICE指导下心血管病介
入治疗是一种技术突破，为复杂心律失常患者提供了一
种新的解决方案。

3月12日，“健康商丘行·大医献爱心”健康科普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在睢县举行。82名健康科普巡讲和
医疗专家分别奔赴全县20个乡镇，进企业、进乡村、进学校、进家庭，开展健康巡讲、专家义诊、走访慰问等。
据统计，本次专项行动共举办健康科普讲座22场，义诊20场，走访慰问100余户，受益群众9428人次，发放健
康餐具、健康实用工具、脸盆、手提袋、毛巾等礼品5000余份，加上《公民健康素养66条》图文读本、“三减三
健”读本、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等宣传资料共计1.3万份。 赵忠民 马 雷/摄

郑大二附院与巩义市人民医院签约
共建巩义市人民医院东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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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千余名先心病患儿
获得“童心项目”救助

中国医疗队完成
婴儿中心静脉穿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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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加强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治疗管理

驻马店市一院

完成小切口心脏瓣膜手术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开展ICE引导下
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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