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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秉玉：“生死之门”的守护者
本报记者 冯金灿 文/图

身为河南省人民医院急危重
症医学部主任，秦秉玉有个爱好：
只要有空，每天都要到病区的小
黑板前转转，看看有没有数字被
放倒。

“数字被放倒了，说明有人要
从重症监护病房出去了。”9月13
日，秦秉玉得意地对记者说，“这
是我们病区医务人员的‘暗号’，
对病情好转的患者，把代表其床
位号的数字提前放倒。每天看到
有数字被放倒，我们都会高兴很
久。”

“我们这里和其他科室不同，
这里住的都是危重症患者。”秦秉
玉说，“重症监护病房被人称为

‘生死之门’，是危重症患者生命
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则是‘生死
之门’的守护者。”

从医35年来，秦秉玉带领一
群守护“生死之门”的白衣战士，
累计救治11万余名危重症患者；
制定并推广一系列重症医学临床
质控操作规范和重症监测与生命
支持适宜技术，推动全省重症医
学临床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多次深入郑州、
信阳、周口、濮阳等地，全力救治
危重症患者……

从死神手中“夺回”11万多
条生命

2006年，在秦秉玉主导下，河
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成立，
这是河南成立的首批重症医学
科之一。“虽然是首批成立，但我
们从筹建开始，就发誓要建设河
南最好的重症医学科。”回忆起往
事，秦秉玉坚定地说。

为了建好重症医学科，秦秉
玉曾先后两次赴法国研修重症
医学，学习了先进的理念与技
术；为了搞好病房硬件建设，他
先后几十次到建材市场挑选装
修材料。

为了打磨战胜死神的技术
利器，秦秉玉带领团队，不断学
习国内外先进技术，在河南率先
开展了多项重症监测与生命支
持技术；研究开展心肺脑复苏术
后神经功能保护及早期康复、导
管相关血流感染的集束化预防
措施等，使危重症患者的抢救成
功率提高至 96%，迈入国内第一
方阵。

2008 年夏天，一位因车祸受
伤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的年轻
女性被送进秦秉玉所在的病区。
为了挽救这个年轻的生命，在56
天里，秦秉玉几乎吃住都在病
房。可患者最终因伤情过重离
世。患者的丈夫推着遗体离开病
房时，突然转身，给了秦秉玉一个
长长的拥抱。

那一刻，秦秉玉更加坚定了
在危重症患者救治领域深耕细做
的决心。因此，从负责筹建第一
个重症医学科开始，他便广泛考
察，将国外的先进经验与国内的

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时结合该院
实际，细化重症综合、重症外科、
重症内科、急诊 ICU（重症监护
室）及一些专科ICU的亚专业方
向，使团队专业发展目标一致但
各有重点，形成了科学合理的人
才梯队。

2013 年，河南省人民医院成
立重症医学部，2016 年底与急诊
医学部合并为急危重症医学部，
秦秉玉被任命为急危重症医学部
主任。截至目前，该院急危重症
医学部拥有 12 个 ICU 亚专科 15
个病区（ICU 单元），总床位数达
到 290 张，累计救治 11 万余名危
重症患者。

让重症监护病房充满阳光和
人情味

秦秉玉在ICU里见到最多的
是对死亡的恐惧与无助，以及不
惜一切代价抢救到最后的请求。
很多患者家属对他说：“您只管抢
救吧，哪怕能多活一分钟，我们也
心安了。”

作为医生，抢救生命是天职，
可在已经失去抢救价值、徒劳无
功的时候，到底该在哪一步喊停
呢？

在钻研医疗技术之外，秦秉
玉深入思考人文、伦理等社会因
素在重症救治中的作用，并在临
床进行了相关研究，希望能为尽
快制定更清晰的标准和社会认知
提供依据，使重症抢救更有效和
人性化。

“这也和我的个人经历有
关。”秦秉玉感慨地说，“特别在我
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我感慨最
深。”

当时，秦秉玉的父亲因癌症
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刚开始，秦秉玉想方设法为父亲
治疗，想尽可能延长父亲的生
命，但是父亲在生命最后时刻的
愿望是回家，回到老家去。从那
时起，秦秉玉就开始反思：如何
让人活时感觉幸福，死后有尊
严？最终，秦秉玉带着父亲回到
了老家。“直到进入老家的院子，
父亲才咽下最后一口气。”秦秉
玉回忆说。

基于此，在2016年中华医学
会第10届全国重症医学大会上，
除了邀请国内外重症医学领域的
顶尖学者外，秦秉玉还增设人文
伦理讲坛，请来了著名作家二月
河与一名研究佛学的博士。这是
重症学术会上的首次尝试，与会
者无不对此印象深刻。

在科室建设过程中，秦秉玉
还多次要求，外人看来冷冰冰的
ICU 要有阳光。为此，他努力确
保 15 个 ICU 病 区 都 能 看 到 阳
光。“虽然不能确保每个患者都能
晒到太阳，但我要努力确保每个
病区都能有阳光照进来，让大家
能看到阳光，充满对未来的渴
望。”秦秉玉说。

为了提高ICU医务人员的沟
通能力，秦秉玉多次在科室业务
学习中开展专题讲座，引导大家
换位思考，做到“治一个患者、交
一个朋友”，让患者满意，让家属
满意。

一次，一名护士抬患者时不
小心轻轻拖了一下患者的身体，
秦秉玉看到后快步上前，把患者
轻轻抱上转运车。这位护士感慨
地说：“秦主任对患者无微不至的
照顾和感同身受的关爱，给我上
了一堂生动的医德教育与服务艺
术课。”

就这样，十几年来，ICU这个
最容易出现医患矛盾的地方却很
少有纠纷，因为家属每天目睹秦
秉玉和他的团队迎着朝阳进病
房，踏着月光疲惫地离开……

从一枝独秀到春色满园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要想提高河南重症医学
在全国的影响力，必须在全省范
围内做好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
秦秉玉说。

在科室建设过程中，秦秉玉
制定了《河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工作指南》，以规范全体医务人
员的工作流程和诊疗行为。随
后，省卫生健康委以此为基础修
订、制定了全省的重症医学规范
和指南。

为了带动全省重症医学的
发展，2012 年，秦秉玉创办了河
南省重症医学“嵩岳论坛”，邀请
全国专业领域权威专家传经送
宝 ，组 织 兄 弟 单 位 学 术 交 流 。
目前，“嵩岳论坛”成了河南最高
水平的重症医学学术平台，带动
河南的 ICU 单元数达到全国第
三位。同时，秦秉玉结合河南省
医学会百项适宜技术下基层活
动，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大力推
广俯卧位通气、脑功能状态多模
态检测等 4 项重症医学技术；主
办和承办了多期国家级和省级
重症医学学术活动，特别是连续
举办了8期河南省重症医学学习
班，为全省培养了一大批重症医
学人才。2022 年 3 月，“中原名

医”秦秉玉综合重症工作室在郸
城县人民医院挂牌，通过集中授
课、组织查房、手术、病例讨论等
形式，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
方面对郸城县医疗机构进行指
导、帮扶，为郸城县留下一支“带
不走”的人才队伍。

2016 年，秦秉玉担任主委的
河南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承
办的中华医学会第 10 届全国重
症医学大会，参会人员和论文数
量均创下全国重症医学年会的
历史之最；2017 年，秦秉玉号召
成立的“互联智慧·河南省重症
医学科专科联盟”，目前联盟成
员单位已达 220 家，并辐射到晋
城市、长治市和哈密市等地；打
造“空、地、互联网三位一体”急
危重症救治分级诊疗协同体系，
实现基层医院重症医学科与河
南省人民医院的互联互通，使基
层医生足不出户，就能找省级医
院专家远程会诊、线上教育、疑
难病例讨论。

随时奔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现场

身为河南省人民医院急危重
症医学部主任和河南省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专家组成员，从非
典、禽流感，到新冠肺炎，十几年
如一日，秦秉玉几乎没休过一个
完整的节假日。

在禽流感肆虐期间，他带领
团队，创新应用ECMO（体外膜肺
氧合）技术，成功抢救了全省第一
例H7N9患者。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秦秉
玉始终奔走在疫情防控一线，多
次深入郑州、信阳、周口、濮阳等
地，全力救治危重症患者，被河南
省委组织部评为“疫情防控工作
中表现突出的共产党员”。

秦秉玉至今都记得，2020 年
2月2日24时许，接到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指令后，他带领一支医疗
组支援周口市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到达周口后，秦秉玉一刻也
没休息，立刻深入病房查看患
者。在此期间，秦秉玉不但了解
了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太康县

人民医院、项城市人民医院、沈丘
县人民医院等定点医院每位确诊
患者的病情，还对重症患者的整
体治疗严格把关，协调有关方面
及时转诊，使重症患者得到有效
治疗。

秦秉玉每天忙完回到住处，
都已是深夜。但他觉得，参与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组建的专家小组
深入定点医院支援新冠肺炎患者
救治工作，非常有意义。

今年 1 月 25 日是农历小年，
在河南省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
院——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航
空港院区，负责重症救治的秦秉
玉团队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好
消息：一位91岁的新冠肺炎重症
患者经精心治疗后顺利出院！

据秦秉玉介绍，老人刚转入
定点医院时意识已不太清醒，无
法进食，自主呼吸较差、咯痰严
重，经过一系列对症治疗后，呼吸
状态明显改善，但沟通与饮食仍
然是突出问题。医务人员说什
么，老人均不理不睬，也不吃不
喝。

秦秉玉通过观察发现，老人
并非没有沟通能力，而是不愿意
跟医务人员交流。“咱们跟老爷子
聊天时，都用地道的河南话，多拉
拉家常！”秦秉玉嘱咐团队成员。
最终，在一片暖心乡音的嘘寒问
暖中，老人逐渐打开了心扉，愿意
聊天，也愿意吃饭了。

在医务人员无微不至的照
护下，老人一天天好转，最终康
复出院。临走前，老人对秦秉玉
团队竖起拇指，久久不愿放下。

“我们这里是‘生死之门’，我
们是患者在危急时刻能最后拉他
一把的人。从患者进门那一刻
起，我们的战斗就开始了。我们
的每一个举动都和生死相连，我
们会竭尽全力抢救到最后一分
钟。”秦秉玉说，“作为‘生死之门’
的守护者，我们的工作也是个良
心活。就像我获得的中国医师奖
和‘出彩河南人’最美医生奖一
样。那奖杯太沉了，沉到只有在
每一个生命面前做到问心无愧，
才能拿得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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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作为河南省第十批
援疆人才，叶小汉来到哈密市伊吾县
人民医院，开启了为期18个月的援疆
之旅。

援疆前，叶小汉是漯河市第六人
民医院微创外科二病区主任，兼任泌
尿外科主任。入疆后，他来到哈密市
伊吾县人民医院担任外科主任，负责
科室的医疗管理工作。在援疆工作
中，叶小汉除了每天进行日常查房、指
导诊疗外，还要对门诊患者进行诊疗
和处置。作为医疗援疆专家及科室负
责人，他带领团队开展急诊科、中医科
等科室的会诊工作，修改签署外科住
院病历及医疗文件等。

除此之外，帮助伊吾县人民医院
外科发展，是叶小汉此次援疆工作的
重中之重。“科室要发展，必须人才
兴”，叶小汉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为
此，他从年轻医生的培养工作开始，一
对一、手把手带教科室年轻医生，并制
订每周学习计划，定期开展业务学
习。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全科医务
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他主
持开展的新业务、新技术，也得到了有
效应用。

援疆以来，叶小汉在受援医院多
次开展经腹腔镜胆囊切除术、阑尾切
除术、经腹腔镜腹腔探查术、小肠憩室
切除术等。其中，多项腹腔镜手术填
补了当地医院外科手术的空白。

2020年5月20日，叶小汉接诊一
名来自伊吾县前山哈萨克族自治乡的
急腹症患者娜孜依帕·阿兰。剧烈的
全腹疼痛、高热让娜孜依帕·阿兰十分
痛苦，叶小汉决定立即进行经腹腔镜
腹腔探查术。术中，患者被确诊为急
性化脓性回肠憩室炎并发急性弥漫性
化脓性腹膜炎。随后，叶小汉立即为
患者进行小肠憩室切除术、腹腔引流
术。术后，患者恢复良好。

在援疆期间，叶小汉先后到土葫
芦乡、淖毛湖镇、苇子峡乡等地开展义
诊。同时，叶小汉还为偏远地区的百
姓送医送药，为出行不便的村民上门
诊治疾病。叶小汉了解到边远厂矿企
业员工就诊难的情况后，便带领医疗小组深入厂矿企
业，为企业员工上门服务。

叶小汉常说：“我们不仅要培养一支技术过硬的队
伍，更要把我们所学到和掌握的先进技术和宝贵经验，
永远留在这里。”

河南开展2022年全国科普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刘

勇 通讯员董灏彬）9月17日，
主题为“喜迎二十大 科普向未
来”，由河南省科协、省委宣传部、
省委网信办和省卫生健康委等
20个单位联合主办的2022年河
南省暨郑州市全国科普日活动
正式启动。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郭

万申参加启动仪式。
在活动现场，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设立专门展厅，以图文、
视频、展演等形式，全面立体化
传播新冠肺炎防控等一系列健
康科普知识。

近年来，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以健康中原建设为抓手，将
健康科普作为预防疾病的“社

会疫苗”，在全省推动健康知识
普及行动，使健康科普惠及亿
万河南人民。河南结合当地实
际，推进健康促进“321”模式，
开展“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
心”志愿服务，组织各级医院医
务人员深入乡村与群众“面对
面”开展科普讲座、知识传授，
筑牢百姓健康“防火墙”，为乡

村振兴奠定健康基础；坚持健
康科普助力疫情防控，3年来共
创作防疫科普作品1095个，“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唐宫小
姐姐”系列成为健康科普“爆
款”，特别是围绕急救技能、场
所消杀、心理危机干预、传染病
预防等产出科普产品846个，在
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为新履职干部
上好任前“第一课”

本报讯 （记者卜俊成
通讯员周 建）“要牢记宗旨、
注重学习、廉洁自律、落实好

‘一岗双责’，时刻紧绷廉政
这根弦，积极投身健康中原
建设，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
勇争先、建功立业。”9 月 14
日，河南省纪委监委驻省卫
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组长孙
兵，对省卫生健康委机关即
将履职的56名新任处级领导
干部进行集体廉政谈话，为
其上好任前“第一课”，督促
其系好履职“廉洁扣”。

近年来，驻省卫生健康委
纪检监察组严把干部廉洁关，
把新任领导干部履职前“第一
课”作为全周期教育、监督、管
理党员干部的重要一环，通过
开展谈心谈话、警示教育，要

求主动报告个人执行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和廉洁自
律情况等方式，做细做实廉政
教育，促使派驻单位新任领导
干部终秉持“赶考”的精神状
态，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争做
清正廉洁的表率。

下一步，驻省卫生健康
委纪检监察组将继续聚焦全
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和反
腐败工作，结合“作风能力建
设年”活动和“廉洁医院创建
行动”，以强化政治监督为统
领，贯通日常监督、专项监
督，做实精准监督，督促党员
领 导 干 部 拧 紧 廉 洁“ 思 想
阀”，绷紧履职“责任弦”，为
全面推进综合监督系统各项
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政
治保障。

周口市人民医院

用无创呼吸机
救治危重患者

本报讯 （记者侯少飞
通讯员张欢欢）近日，周口市
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收治一名重症社区获得性
肺炎、呼吸衰竭、休克患者。
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针
对患者症状，立即为患者实
施了无创呼吸机连接平台阀
替换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技
术，使患者呼吸得到有效改
善。

患者李某，70岁，入院时
口唇发绀，呼吸困难，处于休
克状态。医生在体格检查时
发现患者呼吸频率38次/分~
45次/分，血氧饱和度波动在
70%~85%；询问患者家属后得
知患者基础病较多，且长期
卧床生活不能自理，身体重
度消瘦伴营养不良、低蛋白
血症、全身重度浮肿及多处
压疮。

在治疗期间，患者间断
发热、呼吸频率仍波动在 30
次/分~38次/分，血氧饱和度
不能维持在正常范围，自主
咯痰无力，自身呼吸肌疲劳
明显，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患者病情会进一步恶
化。多学科专家会诊后，根
据患者病情，决定采用无创
呼吸机连接平台阀替换有创
呼吸机辅助通气技术进行治
疗。

术后 1 周，患者病情逐
渐好转，恢复自主咯痰能力，
两肺湿性啰音及痰鸣音明显
减轻，全身水肿消失，血压维
持在正常水平，复查结果显
示炎症指标已接近正常水
平。

9月19日，记者从周口市
人民医院了解到，患者已经
顺利出院。

省
医
学
会
成
立
两
个
新
分
会

本报讯 （记者朱晓娟
通讯员张家瑞 张晓伟）9 月
16 日，河南省医学会远程医
疗分会成立大会暨 2022 年
远程医疗学术年会在郑州
召开。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党委副书记、国家远程
医疗中心主任赵杰当选第
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河南省医学会远程医
疗分会的成立，将进一步推
动河南远程医疗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科学
研究等工作的发展。

又讯 （记者常 娟 许
冬 冬）9 月 16 日 至 17 日 ，
2022 年河南省医学会糖尿
病肾病分会成立大会暨糖
尿病肾病学术年会召开。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
脏内三科主任唐琳当选河
南省医学会糖尿病肾病分会
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河南省医学会糖尿病肾
病分会将通过定期召开学术
会议、积极参加科普活动、义
诊等方式，促进糖尿病肾病
诊疗能力的提升。

洛阳评选第四届名医名护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耿 梅）9 月 13 日，洛阳市
第四届名医名护评选揭晓。
在 200 名当选者中，20 名特级
名医名护、60 名优秀名医名
护和 120 名百佳名医名护将
按 照 规 定 ，分 别 享 受 每 年
5000 元、3000 元、2000 元的专

项津贴。
在洛阳市委人才办的指

导下，市卫生健康委开展了
洛阳市第四届名医名护评选
工作。

经个人申报、民主测评、
单位推荐、汇总初审、综合评
审、公示备案、命名表彰等程

序 ，共 评 选 出 名 医 名 护 200
名，其中解放军联勤保障部
队第 989 医院王玲等 10 人被
评 为 洛 阳 市 第 四 届 特 级 名
医；洛阳市中心医院马江帆
等 10 人被评为洛阳市第四届
特级名护；河南科技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卫利民等 30 人被

评 为 洛 阳 市 第 四 届 优 秀 名
医；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马
乐等 30 人被评为洛阳市第四
届优秀名护；洛阳守义乳康
医院丁小红等 60 人被评为洛
阳市第四届百佳名医；洛阳
石化医院丁会等 60 人被评为
洛阳市第四届百佳名护。

秦秉玉为患者做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