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通讯员焦忱煜）“这么多年
了，我终于又看清东西了！”5
月20日，家住新乡的潘女士
在中华“健康快车”上做完白
内障手术后激动地说。

潘女士今年54岁，患白
内障多年，严重影响正常生
活。经各项检查，潘女士符
合中华“健康快车”慈善项目
救治条件。5 月 19 日，潘女
士在中华“健康快车”上接受
了来自汕头国际眼科中心专
家的手术。5 月 20 日，潘女
士眼睛上的纱布被慢慢揭
开，她激动地说：“手术效果
实在太好了，我仿佛重获新
生一样，现在连走路我都感
觉是幸福的！”

其实，潘女士只是中华
“健康快车”慈善项目的受益
者之一。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于去年 10 月向国家卫生健
康委港澳台办申请中华“健
康快车”今年停靠河南，为全
省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
复明手术。经资料审查、现
场复核等程序，国家卫生健
康委港澳台办同意中华“健
康快车”于今年 5 月进驻新
乡、洛阳。

5月7日和9日，澳门号
中华“健康快车”和中石化
号中华“健康快车”分别抵
达新乡和洛阳。眼科专家
们将为新乡市约1000名、洛
阳市约 1000 名贫困白内障
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
该项目在我省实施时间约3
个月。在此期间，“健康快
车”上的眼科专家在实施复
明手术的同时，将以临床带
教、手术展示等形式加强新
乡、洛阳眼科中心建设及眼
科人才培养。

由香港爱心人士发起
的中华“健康快车”慈善项
目，长期以来致力于为贫困
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
治疗，为欠发达地区培训眼
科专业技术人才。

河南是“健康快车”项
目受益较大的省份之一，自
2007年以来，“健康快车”先
后在三门峡等 10 个省辖市
停靠19次，免费实施复明手
术 3 万多人，完成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筛查 2 万余人次，
帮助河南建立1个眼科显微
手术培训中心和9个白内障
治疗中心，培训医务人员
300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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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李龙光）近日，偃师人民医院普
外科成功为一名不全性肠梗阻患
者实施了腹腔镜下右半结肠切除
术。这是当地首位在家门口享受
到“县级收费、省级技术”医疗服
务的结肠癌根治手术的患者，也
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连玉贵
博士在偃师进行驻扎式帮扶开展
的首例手术。

连玉贵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结直肠外科博士，从今年5月
起，受聘担任偃师人民医院院长助

理，在偃师人民医院外科驻扎帮
扶，让广大结肠癌患者免去了往返
大医院的辛苦。

不久前，患者王某因不全性
肠梗阻入住偃师人民医院。腹部
CT 检查结果显示，可能为回盲部
结肠癌。该院普外科主任张会新
邀请连玉贵博士现场查房，制订
详细的诊疗计划，并让患者做结
肠镜检查，结果高度疑似回盲部
结肠癌，随后的病理检查结果证
实了这一判断。

为避免错过治疗的最佳时

期，减轻患者不必要的痛苦和看
病负担，与患者家属协商后，医生
决定直接进行腹腔镜下右半结肠
切除术。

术中，连玉贵博士主刀，张会
新、白峰团队密切配合，以精湛的
技艺为患者顺利实施了腹腔镜下
右半结肠切除术。术中可见回盲
部结肠癌侵及浆膜层，整台手术
基 本 零 出 血 ，组 织 解 剖 清 晰 可
见。患者腹壁上仅有几个钥匙孔
一样的切口，没有留置胃管，明显
减少了术后疼痛及并发症，缩短

了住院天数，降低了看病负担。
目前，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护

理下，患者各项指征良好，很快将
痊愈出院。

偃师人民医院负责人说，驻
扎式帮扶是该院继“郑大一附院
偃师籍专家故乡行”“郑大一附院
偃师籍专家回头看”之后，为推动
高端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偃师，携
手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实
施的又一项重要惠民举措。此举
旨在让偃师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上级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

助力实现“大病、重病、疑难病不
出县，县域内就诊率达 90%以上”
目标。

目前，偃师人民医院已先后为
疼痛科、内分泌科、普外科、肛肠科
等多个科室引进了省级医院驻扎
帮扶专家，相信在连玉贵博士等省
级医院专家长期驻扎帮带下，该院
结直肠肿瘤的微创治疗水平会再
上一个新的台阶，为守护广大人民
群众健康，切实减轻群众看病负
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通讯
员陈玉博）5 月 22 日，在中国肿瘤
MDT（多学科诊疗模式）联盟河南
联盟工作研讨会上，由河南省肿瘤
医院牵头的中国肿瘤MDT联盟河
南联盟正式成立，旨在推进肿瘤
MDT 规范化推广工作，通过多层
次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不同层级
医院协作与平台搭建，实现资源共
享，推动肿瘤规范化治疗，提高肿
瘤的整体诊疗水平。

作为中国肿瘤MDT联盟首批
省级成员单位，河南省肿瘤医院成
为“全国消化系统肿瘤多学科诊疗
（MDT）中心”。河南省肿瘤医院
放疗科主任葛红、普外科副主任庄
競、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刘莺成为中
国肿瘤MDT联盟河南联盟牵头专

家。河南省肿瘤医院单病种MDT
组组长邢文群、葛红、李智、王启
鸣、韩风、黎海亮、庄競、刘真真、罗
瑞华、秦建武、何朝红、刘怀民成为
中国肿瘤MDT联盟河南联盟执行
专家。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
院、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
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商丘市
第一人民医院、洛阳市中心医院、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驻马店市第
一人民医院、开封市中心医院等48
家医疗机构成为中国肿瘤MDT联
盟河南联盟成员，成为河南省肿瘤
多学科诊疗（MDT）创建单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
医院院长于金明说，肿瘤 MDT 联

盟作为新的医联体组织形式，相对
于传统的医联体模式更灵活，有利
于MDT诊疗模式的落地。中国肿
瘤MDT联盟河南联盟的成立是开
展MDT工作的又一里程碑。中国
肿瘤MDT联盟河南联盟要逐步形
成区域医院间 MDT 交流机制，促
进区域医疗资源共享和纵向流动，
形成可推广复制的规范化肿瘤
MDT模式，引领MDT创新发展方
向。

“中国肿瘤 MDT 联盟河南联
盟成立后，河南省肿瘤医院将秉承
以实际需求为建设导向，以单病种
推行为基础单元，以线上+线下为
项目载体，与成员单位并肩携手，
以点带面，以星火燎原之势逐步在
全省实现多学科诊疗模式的常态

化、规范化、同质化，以实际行动助
力健康中原战略目标的实现。”河
南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张建
功说，“我们将着力构建省级肿瘤
MDT 联盟平台网络，并在临床实
践中不断辐射周边，加强不同层级
医 院 的 沟 通 和 联 系 ，树 立 肿 瘤
MDT 规范化诊疗标杆，推进肿瘤
MDT规范化推广工作。”

据中国肿瘤MDT联盟秘书长
陆明介绍，中国肿瘤 MDT 联盟由
国内肿瘤专业领域的知名专家牵
头成立，各联盟成员单位可在联盟
框架内开展远程 MDT 病例讨论、
学术交流等业务。联盟发展分为

“百城行”“星火计划”暨全国消化
系统肿瘤MDT试点项目和成立中
国肿瘤MDT联盟3个阶段。

2018年，河南省肿瘤医院被国
家确定为首批 MDT 试点单位之
一，开始实施首诊MDT诊疗模式，
通过出台院内管理办法，建立首席
专家负责制，完善管理组织架构，
固化团队会诊流程，上线信息管理
系统，制定质控考核方案，逐步形
成覆盖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8
个单病种的首诊 MDT 诊疗模式，
共有 28000 名首诊患者接受 MDT
会诊，在提高诊疗能力、降低患者
负担、发挥区域辐射带动作用等方
面取得明显成效。

中国肿瘤MDT联盟河南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近日，河南省人

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主任张宏涛团队采用
先进的高截留量血液透析技术，降低了患者
高于正常人1247倍的尿中异常蛋白含量，使
多发性骨髓瘤且有严重并发症的75岁患者
脱离危险，并避免再次诱发不可逆转的脏器
损伤。

患者突然出现意识障碍，被紧急送至省
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主任王
龙安团队迅速完善相关检查，发现患者尿游
离轻链蛋白-λ高达 14100 毫克/升，是正常
值的1247倍。此外，患者的其他尿液指标也
明显偏高。这意味着患者的肾脏功能正在
下降，如果不紧急采取措施，很有可能发生
脏器衰竭，严重威胁患者生命。

该院紧急组织重症、肾病、血液等多学
科专家会诊，认为老人患有多发性骨髓瘤伴
肾功能进行性下降。这是由于血液中异常
增多的轻链蛋白阻塞了肾小管，进而诱发骨
髓瘤管型肾病所致。当务之急是要迅速清
除增多的游离轻链蛋白，但常规血液净化治
疗模式很难快速实现这一目标。

张宏涛团队连夜讨论，反复推敲治疗
方案，最终决定采用具有全国先进水平的
高截留量血液透析疗法。这种方法利用比
传统透析膜孔径大 2 倍~3 倍的高截留量
膜，可以高效过滤血液，快速清除游离轻链
蛋白。

高截留量血液透析是近年来血液净化
模式的重要研究进展之一，已成为多发性骨
髓瘤伴发严重肾损伤患者的重要治疗措施，
但因为透析膜孔径大，血液快速过滤时，容
易引发患者低糖、低钾、低蛋白血症等不良
状况。因此，该疗法对医务人员的要求很
高。

患者首次上机，医务人员寸步不离守护
在患者身旁，连续6小时密切关注情况。结
果显示，首次治疗后，患者尿游离轻链蛋白-
λ下降至4370毫克/升，下降率达69%，效果显著。很快，经
过系统治疗，患者成功脱离生命危险，各项指标均明显好
转，目前已顺利出院，转往下级医院进行康复。

据该院 EICU 副主任医师马旭介绍，多发性骨髓瘤
是浆细胞异常增生的恶性疾病，肾脏是常见受累器官。
30%~40%的患者在确诊时已出现肾功能损伤，10%的患
者需要进行肾脏替代治疗。逆转肾脏病变可以有效改
善预后，提高患者生存率。高截留量血液透析能够及时
有效清除患者血液中有害的游离轻链蛋白-λ，减轻患者
的肾脏损害。

本报讯（记者尚慧彬）截至5月23
日，郑州市新冠病毒疫苗累计接种约
350 万剂次。这背后，是广大医务人员
的辛苦付出和群众的积极参与。

作为拥有 1260 万常住人口的国家
中心城市、河南省省会、物流人流口岸
城市和重要交通枢纽，郑州市积极推进
大规模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自5月
6日启动大规模接种以来，郑州市接种
进度不断加快。全市单日接种能力达
到35.56万剂次，接种能力稳步提升。

5月21日上午，记者在黄河科技学
院接种点看到，很多学生在排队等待接
种。现场秩序井然，学生们纷纷说，打
疫苗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周围人的

保护，看到医务人员这么辛苦地工作，
感到自己也应该为防疫工作贡献一点
力量。

这里的每个接种台前，都坐着一位技
术娴熟的护士，取注射器、拆封药瓶、抽
药、消毒、注射一气呵成，还不忘叮嘱注意
事项。虽然排队的人多，但队伍移动速度
也很快。据接种点负责人介绍，这里一天
能接种约1000人，从5月6日开始，已为
1.3万名师生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有的
护士为了加快速度，抠瓶盖把手指都磨出
了血；有的护士因为高强度的工作而晕
倒，但她们没有停下工作。

航海西路街道前进南路社区新冠
病毒疫苗临时接种点，工作人员为排队

群众搭起遮阳篷。
根据国家和河南省最新要求，郑州

市确定 6 月 5 日前完成“504 万人第一
剂次接种、6 月 26 日前完成 504 万人第
二剂次接种”的工作目标。为此，郑州
市扩容接种单位275个，增设临时接种
点151个，组建流动接种单元533个，培
训接种医务人员1.6万余人。全市共设
立接种台 2883 个，配备接种人员 7760
人、医疗救治人员1909人。此外，郑州
通过扩容、购置、租赁等方式配置疫苗
存储冷库 42 个、疫苗冷链转运车辆 64
台，公安和疾控部门共同打造“疫苗转
运绿色通道”，保证疫苗转运全天候绿
色通行。

为全面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宣传工作，普及接种知识，使公众更好地掌握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相关知识，消除顾虑，
5 月 21 日，周口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工作人员在人流量较大的西城新兴路、康乐路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知识宣传活
动。工作人员摆放展板、悬挂条幅、现场讲解、现场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让居民了解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相关知识和传
染病日常防护措施。 侯少飞 苏叶松/摄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讯员
陈思妤 李 茂）近日，西平县的王某
发生意外，严重受伤。幸运的是，驻
马店市中心医院10个科室、9个护理
单元共计70余名医务人员参与抢救
和治疗，打赢了这场“生命争夺战”，
将王某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近日，王某跟往常一样下地干
活，由于操作不当，意外发生了，正在
飞速旋转的机器叶轮的叶片带着巨
大的惯性，狠狠地插入王某的脸上，
其右侧上肢也被卷入机器。叶片钉
在王某左侧眼部，嵌入他的颅脑，几
乎将他的脸劈成上下两半。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神经外二科
主任高岩升接诊后，详细询问病史、
了解病情后，为患者查体，发现患者
左眼插入一个“长约25厘米，宽约6
厘米，厚度约0.5厘米，外形似镰刀”
的不规则金属异物。该异物穿透左
眼眼球，进入右侧脑内，头面部可见
大量血迹。气管插管辅助呼吸后，患
者浅昏迷，重度贫血，且右上肢骨折，
出血不止。

因患者病情危重，高岩升立即向
副院长冯云云及医务科科长文秀华
汇报。在冯云云的统一指挥下，该院
紧急启动创伤救治中心 MDT 抢救
模式。创伤救治中心值班医生耿洋
接到指示后，立即通知神经外科、眼
科、口腔颌面外科、耳鼻喉科、急诊重

症科、骨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医师前来会诊。
各个科室的值班人员第一时间赶到急诊

科抢救间，开始对患者进行头部CT及血管造
影检查，了解颅内情况和异物与颅内神经血管
的关系。

急诊科立即开启绿色通道，放射科为其进
行头颅CT检查。结果出来后，各科室会诊人
员根据检查结果，商讨抢救治疗方案。

在会诊和讨论的同时，急诊护理单元做好
术前准备。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为患者实
施以神经外科为主导、各个相关科室为协助的
手术治疗方案。与此同时，麻醉科、手术部与
输血科的准备工作已就绪。

在拔除异物的过程中，患者可能会因大动
脉破裂出血而死亡，但是如果不及时将异物取
出，患者将出现颅内感染、大出血等，危及生
命。参与会诊的医疗团队一致决定为患者进
行手术治疗，制定严密的手术方案和应急预
案。

和家属充分沟通后，一场与时间赛跑的
“战斗”正式展开。在神经外科、口腔颌面部外
科、眼科、耳鼻喉科、骨关节外科等科室医务人
员的努力下，历经约4个小时，手术顺利完成。
目前，王某恢复良好。

博士驻扎帮扶 患者基层受惠

郑州已接种350万剂次

急救故事

七
十
余
人
参
与
这
场
急
救

新
技
术
救
了
骨
髓
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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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健康快车”
停靠河南

（上接第一版）
遗传与产前诊断的全国领跑者

作为郑大一附院遗传与产前
诊断中心主任，孔祥东见证了国
内遗传与产前诊断专业在医学上
从无到有的历程。

2003 年由于人才引进，孔祥
东入职郑大一附院，“当时国际上
遗传与产前诊断专业是一个发展
趋势，但国内尚没有这个专业。
我就从无到有，白手起家，从一个
妇产科实验室开始，慢慢建立产
前诊断中心，直到 2009 年获得原
河南省卫生厅批准，到现在我们
已经运行了 12 年，成为国内遗传
病产前诊断病种最多最全、自主

化程度也最高的产前诊断机构。”
目前，该中心每个月诊断单

基因病 500 多个家系，其中 80%以
上来自外省，并与全国220多家公
立医疗机构签订服务协议，被誉
为罕见病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的
全国“第三方”。

郑大一附院遗传与产前诊断
专业的快速发展，也引领着该专
业在全国的快速发展。据孔祥东
介绍，2009 年之前，临床医师轮转
的时候没有遗传与产前诊断这个
专业，现在不仅有了该专业，而且
还有了专门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基地；2020 年，国家又在临床医
学的二级学科下面增设了医学遗

传学。至此，遗传与产前诊断专
业发展开始迈入“快车道”。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省内有
十几家医院成立了遗传与产前诊
断中心，政府及群众对罕见病产
前诊断的认识及接受度也逐步提
高。

从 2017 年开始，河南将免费
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项
目纳入省重点民生实事，对筛查
出的高风险孕妇进行免费产前
诊断；2019 年，河南又将杜氏肌
营养不良、血友病 A/B、脊髓性
肌萎缩症、苯丙酮尿症、甲基丙
二酸血症 6 种罕见病纳入免费产
前诊断。

“我们只比别人早半拍”
发展势头如斯，在孔祥东看来，

自己和同事只是比别人早了半拍。
“作为正在发展中的新兴专业

和科室，我们慢不得，松不得，也输
不得”是孔祥东对同事常说的一句
话，“因为你慢下来，不仅同行会赶
上，其他专业也会赶上，到时生存
空间就会受到挤压。”

回顾郑大一附院遗传与产前
诊断中心出现的历史，记者发现这
不是危言耸听。

读博士研究生时，孔祥东对遗
传学颇有研究。入职郑大一附院
不久，孔祥东在该院生殖与遗传专
科医院帮忙，负责体外受精业务。

后来，他担心自己一直研究的遗传
病专业荒废，就从生殖与遗传专科
医院出来，与儿科合作，做遗传病
诊断。

正是在这里，孔祥东发现很多
生育过罕见病孩子的家庭，想要生
一个健康的孩子，却找不到专业科
室就诊。因此，他又和产科合作，
为孕妇做遗传病筛查。直到 2009
年，各方面条件成熟，产前诊断中
心成立。

“作为新兴科室，开展业务时
避免不了和其他科室产生碰撞，所
以我们尽量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力
求创新、求实，这样才能走得更稳、
更长远。”孔祥东说。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共筑全民免疫屏障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纪雨辰 谷东方）
近日，漯河市卫生健康委
举办 2021 年洪涝灾害卫
生应急桌面演练，进一步
检验应急预案，锻炼应急
队伍，提高应急保障能
力。

此次演练以情景展
示、现场问答、操作展示
和点评评估的方式开展，
参加演练的人员根据洪
涝灾害后应急状态时期
和灾后重建时期的不同
卫生救援需求，对应急预
案的启动和终止、灾后面
临的公共卫生问题及对
策、救灾防病措施重点、
紧急医学救援、灾区和灾
民安置点新冠肺炎等传
染病的监测防控、消毒杀
虫灭鼠、食品饮用水卫
生、心理防护等进行了深
入探讨。在演练现场，各

个环节配合紧密、协调有
序，有效调动了参演人员
和观摩人员的积极性。
演练后，评审专家进行了
点评。

漯河市卫生健康委
要求，扎实做好卫生应急
准备工作，围绕应急预案
进行应急物资储备、应急
队伍动态调整和培训、
应急演练等，排查风险隐
患和短板弱项，及时进行
整改；继续开展宣传活
动，使防灾减灾和卫生应
急科普知识宣传常态化，
广泛宣传新冠肺炎等传
染病防控、各类突发事件
预防应对等卫生应急知
识，指导群众掌握常用急
救知识与操作技能，开展
好卫生应急知识“五进”
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的
健康素养和自救互救能
力。

漯河开展洪涝灾害
卫生应急桌面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