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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人民医院：

一手抓微创技术 一手抓危重症救治

高精尖手术技术水
平和危急重症患者救治
能力，决定一家医院的
医疗技术水平。

2022 年年底，围绕
这两个关键因素，浙江
省衢州市常山县人民医
院加强两“V”建设，即
微创技术运用与危急重
症患者救治。在追求手
术切口更小、患者身体
恢复更快的微创技术和
千钧一发、刻不容缓的
危急重症患者有效救治
的过程中，常山县人民
医院不断精进技术创
新，提高服务水平，打造
品牌效应，赢得了患者
的认可与赞誉。

百花齐放强微创技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患者对医疗服务水平与质量的要
求持续提升。患者在乎的不再只
是能否治好病，还包括创伤的大
小、疼痛的轻重、身体恢复时间的
长短等。正因为如此，1991年，
腹腔镜技术被正式引入我国，开
启外科手术的微创时代。

在大型综合医院尚未广泛普
及微创手术的 20 世纪 90 年代
末，常山县人民医院就率先选派
骨干医生到国内知名医院学习腹
腔镜技术，并于2001年成功实施
该院首例腹腔镜手术。如今，微
创技术已在医院外科、内科、骨
科、妇产科、内镜中心等科室落地
生根，呈现百花齐放的发展势头。

“微创技术的背后是先进的
医学装备和手术技术高超的医
生。没有微创相关科室，可以筹
划设置；没有相关医学装备，可以
筹资购买，这些都不是难题。微
创技术的开展，难就难在人才的
培养，因为需要花时间花精力，不
能一蹴而就。”常山县人民医院常
务副院长杨演清说，对此，医院一
直坚持“博采众长”原则，选派业
务骨干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
逸夫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等多家
医院进修，汲取各家医院优势，形

成本院的微创技术特色。此外，医院
还借助“山海”提升工程、专家工作站
等平台，邀请腔镜技术专家到院带教，
采取多种方式提高医护人员微创技术
水平。

通过一系列举措，医院微创技术
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患
者从中获益。近日，86岁的胆管梗阻
患者徐大爷慕名来到常山县人民医院
治疗。因其年龄较大、身体素质较差，
患者家属担心其术后恢复不理想，一
直犹豫是否手术治疗。考虑患者的身
体状况及术后生活质量等，在充分告
知的前提下，外科二病区主任胡正华
团队决定对患者行ERCP（经内镜逆
行性胰胆管造影）术+十二指肠镜下
胆管支架植入术。

ERCP术是肝胆外科常用的治
疗胆总管结石的微创技术。在直视
系统下，医生经口取出胆总管结石，被
称为“内镜取石术”。对于不能耐受开
放式手术的患者而言，“内镜取石术”
是取出胆总管结石的首选方案。在引
进该项技术的20余年中，医院年均实
施此类手术的例数持续增加。仅今年
的前4个月，医院就已实施ERCP术
百余例。

手术如期实施。术中，胡正华利
用经口胆胰直视化子镜胰胆管成像系
统，经过十二指肠镜进入胆管插入子
镜，取出一小块组织送检，再在胆管内
置入支架，解除了徐大爷的胆管梗
阻。该例手术的成功实施标志着常山
县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在ERCP术方面
又有了新的进步。

据统计，2023年一季度，常山县
人 民 医 院 微 创 手 术 量 占 比 为
31.17%。“如今，外科医生已从原来的

‘一手拿手术刀、一手拿听诊器’变为
现在的‘一手拿手术刀、一手扶腹腔
镜’。目前，我院腔镜内镜装备齐全，
接下来要引进超声内镜技术，做到微
创技术的精准化。”杨演清说。

守护生命强危重症救治

除微创技术外，危急重症患者救
治能力的提升也增强了常山县人民医
院的核心竞争力。杨演清介绍，医院
一直以“危急重症病例在县内解决”为
首要目标。为此，近年来，医院不断加
强危急重症患者救治体系建设。

2000年，医院建立综合重症监护
室（ICU）；2014年，建立新生儿重症
监护病房（NICU），补齐新生儿救治
短板；2020年，建立急诊重症监护室
（EICU），提高急诊抢救率。

2021年，医院成立急危重症救治
中心，完善“院前急救—院内急诊—危
重症监护”一体化急诊救治模式；2022
年，建立呼吸重症监护室（RICU），以
便更有力地抗击新冠病毒……

目前，医院共有重症监护病床56
张，危急重症患者年均出院量在全市
位于领先地位。重症医学科也成功创
建为浙江省县级医学龙头学科。

2022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专家团队的指导下，医院急
危重症救治中心联合多学科，首次运
用ECMO（体外膜肺氧合）技术成功
救治一名出现大面积心肌梗死、重症
肺炎、心源性休克并发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征的重症患者。通过ECMO团
队和多学科的高效配合，处于死亡边
缘的患者奇迹般地获救。

为了守护患者的生命，医院争分
夺秒：心脑血管内科医生 24小时应
诊；胸痛中心、卒中中心为急性心肌梗
死、脑卒中等危急重症患者建立快速

筛查、诊疗绿色通道，实现院前急救与
院内救治的无缝对接……这为打赢一
场又一场生命保卫战提供了保障。

今年5月，77岁的王大爷突发心
肌梗死被送至常山县人民医院。抢救
团队立即启动绿色通道。在导管室，
救治团队对王大爷进行心脏冠脉造影
检查，并在确诊后立即实施手术。从
王大爷入院到其堵塞血管被打通，救
治团队仅用了29分钟，刷新了胸痛中
心急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介入手术治
疗最短时间纪录。

今年年初，一名产妇发生脐带脱
垂。产科医护人员迅速启动脐带脱垂
应急预案，开启绿色通道，3个科室的
9名医护人员立即投入抢救。从医生
发现脐带脱垂到产妇娩出新生儿，救
治团队只用了19分钟。

当前，被称为“看得见的听诊器”
的重症超声技术已成为危急重症患者
抢救核心技术之一，涉及危急重症救
治的各个环节。医院重症医学科开展
重症超声技术10余年。其间，科室
10名业务骨干先后多次参加全国及
浙江省重症超声相关培训，多次开展
省级和市级重症超声继续医学教育培
训活动，使科室的区域影响力日渐提

升。在科室成员的同心协力下，
日前重症医学科获批成为全国
重症超声研究组成员单位。

“我们着重打造的两‘V’品
牌获得广泛认可，越来越多的患
者留在本地治疗。这表明患者越
来越认可医院的实力。”杨演清
说，从“帮我开个转诊单”到“帮我
安排一下床位”，患者的本地就医
需求明显增强。以两“V”建设为
抓手，常山县人民医院今年一季度
业务量比前一年提升了近10%。

“我们会一直抓微创技术运
用与危急重症患者救治，并不断
强化、创新和传承。接下来，我们
还将通过不同平台加强两‘V’学
习。在硬件方面，医院将购置一
台高清4K腹腔镜，对重症监护室
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积极创建
创伤中心，进一步提升危急重症
患者的救治能力。”谈及未来，杨
演清表示，常山县人民医院会持
续突出两“V”品牌特色，更好地
守护百姓健康。（饶菊英 腊莎）

照片由常山县人民医院提供

医生实施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 医生实施ERCP术 医院运用ECMO技术成功救治一名生命垂危患者

□特约记者 张楠 刘青
夏莉涓

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
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一名患者因
右冠状动脉慢血流出现心源性休
克，命悬一线。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人民医院心脏及泛血管诊疗中

心收到求助信息后，紧急安排体外膜
肺氧合（ECMO）团队赶往当地，为患
者实施ECMO安置术，并成功完成
院际转运。

目前，该患者已康复出院。这是
新疆依托ECMO-NET（体外膜肺氧
合网络），三甲医院对接县级医疗机构
转诊救治的首个病例。

5月 23日 20时 50分许，奇台县

人民医院接诊的一名69岁女性患者
因冠心病导致右冠状动脉慢血流，出
现严重低血压、低血氧，急需ECMO
辅助进行紧急抢救。奇台县人民医院
立即电话求助新疆人民医院心脏及泛
血管诊疗中心。新疆人民医院心脏及
泛血管诊疗中心主任李国庆了解患者
情况后，立即安排中心副主任余小林
带领ECMO团队出诊。

在前往奇台县的途中，余小林一
直电话指导当地医院为患者进行补
液、备血、升压等抢救工作。2小时
后，ECMO团队到达奇台县人民医
院。此时，患者处于心源性休克状态。

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并得到患者
家属同意后，ECMO团队立即将患者
转入导管室，迅速备皮、消毒、铺巾、穿
刺、插管……团队成员有条不紊地操

作着，快速植入ECMO，患者的
胸闷、气憋症状明显缓解。

经过紧张的救治，患者的病
情终于稳定下来，但仍旧危重，
ECMO团队顾不上休息，带着患
者赶紧转回新疆人民医院。

第二天凌晨5时30分，患者
被安全转运至新疆人民医院。经
新疆人民医院心脏及泛血管诊疗
中心及时有效救治，患者顺利脱
离危险。经过10天的精心治疗，
患者康复出院。

李国庆介绍，2021年，新疆
人民医院提出了 ECMO-NET
危重患者救治理念，积极构建
县—州—自治区三级救治网
络，有效提升了危重患者救治
能力。

有ECMO-NET，救治提速

□特约记者 王耀 林丽

6月1日，因为学习问题，一
名14岁少年被爸爸妈妈和奶奶
轮流批评，抱头痛哭。第二天，少

年竟突然失语，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
发声，家人顿时焦急万分。

“我是不是以后再也说不了话
了？”“我还能上学吗？”看到孩子写下
的这些话时，少年的父亲后悔万分。
随后，家人带少年紧急前往当地医院

就诊。“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情绪所
致，只要解开孩子的心结，孩子有望开
口说话。”接诊医生建议家长，“去找甘
肃省精神卫生中心（甘肃省二院）副院
长何蕊芳治疗，她是治疗青少年儿童
疾病的专家。”

在甘肃省精神卫生中心，了解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何蕊芳通过专业
检查，诊断少年不能言语是患有转换
障碍。这类疾病是因为应激后出现一
定程度的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突然
不能说话。

结合少年的实际情况，何蕊
芳和团队不断进行前期铺垫引
导，采用心理疗法中的认知行为
治疗和暗示疗法；40分钟后，成功
引导少年重新开口说话。孩子开
口的那一刻，禁不住与平日里严
肃的父亲相拥在一起，喜极而泣。

“与其他疾病不同，治疗精神
心理疾病，需要大量的前期铺
垫。最开始取得患者的信任是关
键。”何蕊芳说，只有与患者建立
了信任，才能在诊断时获取到更
有价值的信息，再运用专业技巧
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和治疗。

40分钟后，失语少年说话了

□特约记者 陈婷

日前，天津市胸科医院和天
津市环湖医院合作，成功为一名
患者一次性完成冠状动脉搭桥术
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患者目前

已康复出院。
66岁的吴大爷近期频繁出现阵

发性头痛，于是来到天津市环湖医院
就诊。头颈部核磁检查发现，他右侧
颈内动脉严重狭窄，右侧椎动脉已经
闭塞，导致右侧脑部血供严重不足，必
须接受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同时，

术前冠脉CTA检查显示，他冠状动脉
严重狭窄，冠状动脉多支病变。

如果不先处理冠脉病变，患者在
颈内动脉手术中将面临生命危险，甚
至可能在围手术期出现严重心肌梗
死。但如果先进行冠脉搭桥手术，术
中血压波动会造成患者头部缺血甚至

脑梗死。面对这样的“死循环”，天津
市胸科医院心脏外科与天津市环湖医
院神经外科共同会诊商讨，决定同时
为吴大爷完成冠状动脉搭桥和颈动脉
内膜剥脱手术。

手术中，天津市环湖医院院长佟
小光先经患者右侧颈前切口，逐层游

离右颈内动脉，剥离动脉粥样硬
化斑块。动脉切口缝合后，天津
市胸科医院党委书记郭志刚接着
进行冠状动脉搭桥术。手术后，
吴大爷隔天清晨即拔除气管插
管，恢复自主呼吸。一周后复查，
吴大爷双侧颈动脉通畅，冠脉桥
血管通畅。

据介绍，天津市胸科医院和
天津市环湖医院的合作让越来越
多的中老年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受
益。今后，两家医院将继续加深
心脑血管领域的交流合作，利用
各自专业优势打造高质量平台，
补短扬长，不断破解诊疗难点。

跨院补短扬长，手术二合一

医院风景线 美国

死于药物过量
人数继续攀升

据新华社北京6月 15日电 美
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6月14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 1月至 2023
年1月，超过10.9万美国人死于药物
服用过量，同比增加0.7%。

有专家指出，新冠疫情造成美国
民众精神疾病、抑郁和焦虑的发病率
大幅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服用阿片类
止痛药等违禁药品。2021年，美国药
物过量死亡人数首次超过 10 万。
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美国药物
过量死亡人数同比上升13.7%。此前
新冠疫情最严重的12个月内，死亡人
数上升了31.4%。

根据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统计，美
国是全球最大的芬太尼类药品生产国
和消费国，占世界人口总数5%的美
国人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
美国至今仍未正式整类列管芬太尼类
物质。

斯里兰卡

世界最大肾结石
被手术摘除

据新华社微特稿 斯里兰卡军方
6月14日说，军医不久前为一名62岁
患者手术摘除迄今世界上最大的肾
结石，该纪录已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
认证。

法新社援引军方的话报道，患者
名为卡尼斯图斯·科翁盖，是一名退役
军人。他身上取出的肾结石长13.372
厘米，相比之下，普通肾脏的长度只有
10至12厘米。肾结石质量达801克，
是男性肾脏平均质量的5倍多。

科翁盖告诉一家当地电视台，他
从2020年开始就出现腹痛，口服药物
治疗无效，“最近一次扫描后，我被告
知要接受手术”。手术后，“现在感觉
很正常”。陆军外科医生K·苏塔尔
尚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尽
管有这个结石，但（科翁盖的）肾脏功
能正常。” （乔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