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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危害全球妇女健
康的第四大恶性肿瘤。据世界
卫生组织及国家癌症中心数据
显示，宫颈癌在危害中国女性健
康的肿瘤中排名第二。《“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加
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
2030 年），到 2030 年，适龄妇女
宫颈癌筛查率达到70%，宫颈癌
及癌前病变患者治疗率达到
90%。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
科宫颈癌一体化防治特色专科
（以下简称一体化防治特色专
科）深入贯彻落实行动计划，凭
借专业的医疗团队、先进的诊疗
技术和全方位的关怀服务，为女
性构建了一道坚固的健康防线。

全省宫颈癌规范筛查与微
创诊疗的先行者

2004 年，河南省子宫颈癌
防治中心落户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成为全省唯一的宫颈
癌专业防治机构。该中心结合
临床与科研，专注于宫颈癌及
其前期病变的深入研究与精准
治疗，并在全省推广标准化的
宫颈癌早期筛查与治疗技术，
旨在降低全省宫颈癌的发病率
与死亡率。

“预防是经济有效的健康策
略。”一体化防治特色专科主任
医师王利君说，“每年的三八国
际妇女节和全球消除宫颈癌行
动日，我们都会举办‘两癌’防
治、女性宫颈关爱计划健康讲座
等一系列公益活动，向公众普及
宫颈癌相关健康知识。”

在宫颈癌早期筛查上，作为
河南省子宫颈癌防治中心、河南
省宫颈阴道疾病诊治中心，一体
化防治特色专科实行从门诊到
病房一体化全过程管理。在门
诊中，医务人员严格按照《中国
子宫颈癌筛查指南》对不同年龄
段的女性进行不同策略的筛

查。比如，对早期宫颈低级别病
变或者高级别癌前病变的患者
进行阴道镜检查评估分流，没有
问题者及时随访，有问题者尽早
诊治。对于住院患者，采取个体
化治疗，广泛开展腹腔镜、宫腔
镜、宫腹联合、阴式等微创手
术，以实现患者最大获益。

核心技术护航年轻患者“生
育希望”

近年来，宫颈癌发病呈现年
轻化趋势，叠加二孩、三孩生育
政策及生育年龄延后的影响，有
生育需求的年轻患者逐渐增多，
如何为她们保留生育力成为临
床重点。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是
省内较早开展宫颈癌保育手术
的医院之一。宫颈癌保育手术
实施早期因手术指征严格（仅限
极早期患者）、切除范围大，宫
颈癌患者术后妊娠率低且易流
产、早产。局部宫颈癌晚期患者
接受“放疗+化疗”治疗时，生育

功能也会受严重影响。
为此，一体化防治特色专科

学科带头人赵虎带领团队持续
探索优化方案，开展冷刀锥切
术、年轻患者术中阴道延长术、
经阴道宫颈广泛切除术联合腹
腔镜下盆腔淋巴结清扫术等技
术，帮助年轻患者保留生育功
能、改善生活质量。其中，针对
早期年轻患者开展的经阴道宫
颈广泛切除术联合腹腔镜下盆
腔淋巴结清扫术已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

“保育治疗不仅要有技术，
更要有爱心。”赵虎说，“医生需
要耐心沟通，为患者制订个性化
方案。”截至目前，科室已为数
百名有生育意愿的患者实施保
育治疗，多名患者术后顺利诞下
健康宝宝。

国内领先技术助力患者畅
享术后轻松生活

术后生活质量是许多患者
关注的重点。为了确保宫颈癌

患者术后生活质量不受或少受
影响，一体化防治特色专科进行
了深入探索，多项技术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针对部分宫颈癌患者术后
出现的尿潴留情况，赵虎带领
团队在全国创新性实施无瘤原
则下的腹腔镜低能量广泛性子
宫切除术。在严格遵循无瘤原
则的前提下，赵虎团队采用低
能量措施处理宫旁组织，保留
主韧带切除时可能损伤的盆腔
自主神经、骶韧带切除时可能
损伤的腹下神经、阴道旁组织
切除时可能损伤的下腹下丛膀
胱支。这一方法不仅改良了
C1 型子宫切除术，降低了手术
难度，还改善了 C2 型手术的膀
胱功能障碍，缩短了患者的平
均住院日和平均留置尿管时
间，降低了术后尿路感染发生
率，减轻了术后疼痛及泌尿、肛
门、性功能障碍。

为应对部分患者术后出现

的淋巴水肿问题，一体化防治特
色专科在省内率先成立了淋巴
水肿综合防治中心，探索并实施
了荧光腹腔镜下淋巴双显影技
术。该技术通过术前让患者饮
用花生油，使术中清晰显示腹主
动脉旁淋巴结的肠干分支；通过
术中注射吲哚菁绿，显示盆腔及
腹主动脉旁淋巴结的左、右腰干
分支，精准定位并彻底切除腹主
动脉旁淋巴结。这不仅确保了
淋巴结切除的彻底性，还能准确
定位并闭合淋巴管，有效减少了
术后淋巴漏和乳糜漏的发生率，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此外，赵虎团队实施的腹主
动脉旁肿大转移淋巴结切除术
通过学术讲座、手术培训班和适
宜技术推广等在省内广泛传
播。该专科的数字化三维重建
及手术导航技术在省内居领先
地位。

赵虎说，展望未来，一体化
防治特色专科将始终以守护女
性健康为初心，以技术创新为
引擎，以全周期关怀为纽带，持
续完善“预防—筛查—诊断—
治疗—康复”的闭环体系，精进
能力，拓展服务，传递理念，让
更多女性远离宫颈癌威胁，从容
迈向健康未来。

精准护航 点亮生命曙光
本报记者 常 娟 通讯员 赵清蘅

本报讯 （记 者 刘 永 胜
通讯员王 蒙 黎 晓）“创新
服务模式，满足就医需求；延
伸 服 务 触 角 ，赢 得 满 意 称
赞！”7 月 10 日上午，在洛阳
市伊滨区庞村镇，刚完成居
民走访服务的家庭医生韩俊
峰说。

为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质效，解决“看病时间冲突、
就医便捷性不足”的问题，洛

阳市卫生健康委结合实际，印
发《洛阳市基层卫生健康便民
惠民服务举措》3 年行动计
划，创新服务模式，优化基础
供给，推动基层卫生健康服务
均衡覆盖城乡社区。

按照洛阳市卫生健康委
要求，全市各县区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适当延长门诊服务
时间，提供预防接种分时段
预约、周末疫苗接种服务；聚

焦重点人群，提升服务均衡
性，推动服务覆盖城乡社区
居民，重点满足上班族、居民
便捷就医需求，提升群众获
得感。自该举措实施以来，
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
延长门诊服务的外科、儿科、
康复科分别有143个、126个、
101 个。开展周末疫苗接种
服务的机构有 198 家。全市
所有机构均可开展预防接种

分时段预约。其中，洛龙区
翠云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
本门诊服务时间为 8 时至 18
时，现在将下班时间延长至
20时。这一调整使得周边居
民下班后仍能就医。该机构
每日接诊人数较之前增加了
约40人次。

伊滨区在市级要求的基
础上，结合辖区人口结构和就
医需求，增设夜间服务时段，

覆盖内科、外科、妇产科等科
室，实现“上班族下班能就医、
居民家门口能看病”；开展“清
理药箱”行动，结合家庭医生
服务，组织居民清理家庭药
箱，指导安全用药；实施“急救
知识进家庭”行动，通过现场
演示、实操教学等方式，提升
居民应急处置能力，普及急救
技能，增强居民健康自救能
力。

洛阳多措并举
推进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服务

近日，新乡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进行
了 一 场 紧 张 的 生 死 营 救 。
一位 71 岁的老人因消化道
出血导致休克、呼吸困难、
全身湿冷，紧急进入重症医
学科抢救。在重症医学科
医护团队的紧密协作和不
懈努力下，老人最终转危为
安。

4 月 25 日 21 时，重症医
学科护士站的电话铃声骤然
响起，打破了夜的宁静。“好，
我马上准备床位和抢救设
备！”值班护士接到电话后，
迅速行动，一场与死神的赛
跑就此开始。

10 分钟后，朱老先生被
送到重症医学科。他蜷缩在
转运床上，全身湿冷，呼吸困
难，面色苍白。医护团队迅
速 反 应 ，连 接 心 电 监 护 设
备。监护设备屏幕上显示，
患者的血氧饱和度仅为84%，
生命体征极不稳定，情况危
急。

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殷飞临危不乱，迅速组织抢
救。医务人员各司其职，展
开抢救。“快！将准备好的
高流量治疗为患者连接。”
殷飞来到床边，一边急促地
喊道，一边快速调节高流量
参数。两名护士几乎同时
为患者连接好了高流量管
道 和 心 电 监 护 ，测 量 了 血
压，并将患者调整至中凹卧
位。殷飞凭借丰富的经验
迅速判断病情，下达医嘱，
随后穿上手术衣，为患者开
启中心静脉通路。此时，护
士拿着检查好的动脉血气

结果赶到床边，为后续治疗
提供了关键依据。

殷飞固定好中心静脉
导管后，根据各项检查结果
调整治疗方案，为朱老先生
纠酸补液。经过大量补液
和输血，他的自主循环逐渐
恢复，面部和口唇的颜色慢
慢从苍白转为红润，血氧饱
和度稳步上升，缺氧症状显
著改善。朱老先生从进入
监护室到成功脱离生命危
险，仅用了不到 20 分钟。这
20 分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
充满了挑战，不仅展现了医
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责任
担当，更让朱老先生重获新
生。

经过紧张的抢救，朱老
先生的意识逐渐清晰。朱
老先生回忆起刚转入重症
医学科时的情景，仍心有余
悸：“当时我心跳加速、出冷
汗，还伴有呼吸困难，浑身
大汗，手脚不听使唤，就像
要死了一样。多亏了你们，
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真
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才
好！”

经过3天的治疗，朱老先
生从意识不清、胡言乱语，到
与医务人员谈笑风生，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朱老先生出
院当天，家人特意送来一面
锦旗（如图），上面绣着“医术
精湛救死扶伤，医德高尚情
暖人心”的金色大字，以表达
对重症医学科全体医务人员
的感激之情。这面锦旗不仅
是对医务人员辛勤付出的肯
定，更是医患深厚情谊的见
证。

科室简介

重症医学科现有开放床位24张，医生12人（其中高级职称5人），护
士31人；配备ECMO（体外膜肺氧合）、HFNC（经鼻高流量湿化氧疗）治
疗仪、呼末二氧化碳监测仪、呼吸机、输血加温系统、电子支气管镜、电子
胃镜、尿流量监测仪、康复脚踏车、抗血栓压力泵、机械排痰机、无创血流
动力学监测仪等仪器和设备，建设先进的重症信息系统；在各种急危重
症患者抢救治疗及围手术期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及丰富的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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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巩义市孝义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放 射 诊 疗 许 可 证 书
【巩卫放证字（2017）第
003 号】不慎丢失，声
明 原 件 及 复 印 件 作
废。

近日，河南省红十字血
液中心迎来了一位特别的

“寿星”——冯海河。他以第
42次无偿献血作为自己的生
日礼物（如图），并以郑州市
红十字法律工作志愿服务队
队长的身份组织了该服务队
的第 77 次集体献血活动。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河南省
红十字血液中心既涌动着生
命的希望，也传递着人间大

爱的温暖。
冯海河的献血之路始于

2006年12月25日，至今已近
19年。当时，他了解到献血
能够拯救生命，便决定将献
血作为人生的一部分。19年
来，他累计捐献全血 400 毫
升、单采血小板 79 个治疗
量。对冯海河来说，献血不
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信
仰，一种对生命的崇高礼赞。

在冯海河的组织下，当
天有近 20 位志愿者参加了
献血活动。首次献血的志愿
者孙会芳说：“想到自己的血
液能帮助到别人，我感到非
常自豪。”孙会芳与另一位志
愿者张雷锋还主动加入了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
库，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点
亮了希望之灯。

自 2020 年 3 月 5 日起，
郑州市红十字法律工作志
愿服务队已组织了 77 次集
体无偿献血。河南省红十
字血液中心工作人员说，这
支“铁杆献血队”已成为保
障临床用血的重要力量。
每当献血淡季或血库告急
时，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响应
号召，伸出援手，成为血库

坚实的后盾。
冯海河将无偿献血与十

多年来一直开展的应急救护
和法律保障宣讲紧密结合，
时刻践行红十字“人道、博
爱、奉献”的精神。他的坚持
与奉献不仅帮助了无数需要

帮助的人，还带动了更多人
参与公益事业。他的故事如
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
道路，激励着大家传递爱与
温暖。冯海河用行动告诉大
家：公益不在于轰轰烈烈，而
在于持之以恒。

冯海河：用热血点燃生命的烛光
通讯员 李中洲 文/图

7月7日，在灵宝
市第二人民医院，医
务人员进行心肺复
苏技能操作。当天，
该院举办心肺复苏
技能操作比赛，以赛
促学，以练促学，激
发医务人员的学习
热 情 ，营 造 比 学 赶
超、提升急救技能的
良好氛围。

朱 晓 娟 彭 艳
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