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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苑
本栏目由郑州市中医院协办

健康资讯健康资讯

“无恒德者，不可以为医”
——记郑州市中医院儿科主任王晓燕

□本报记者郭培远孙好闯通讯员路瑞娜文/图

一波三折的干细胞移植手术
省人民医院朱钵

当选“中国好医生”月度人物

女孩突然晕倒 护士紧急救治

郑州大学五附院
派出医疗队支援安阳

““疫疫””线故事线故事

近日，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成功对

一名多发性骨髓瘤高危组患者进行了干细

胞移植手术。这是该院扛住洪水、疫情等灾

难冲击后完成的一场重大手术，标志着该院

血液系统疾病诊治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一年前，该患者来到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血液科求诊。经过骨髓检查、抽血化

验和尿液检查等，显示患者全身骨头有多处

被破坏，肾脏功能也已受损，此外还有贫血

症状，最终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为了患者

能有更长的生存期，血液科医生决定为其进

行干细胞移植。通过多个疗程的诱导和巩

固治疗，患者已具备承受手术的基础。

原定于去年9月采集干细胞，结果却在

化验中发现患者仍然贫血，医生只好重新评

估病情，最后决定于当年7月下旬提前采

集。不料，7月20日，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

吞没了整个郑州，医院停水、断电、机器无法

运转，干细胞采集和冻存遇到严重阻碍。血

液科全体同仁紧急行动，找电源、寻设备，在

克服多重困难后，成功地完成了干细胞采集

和冻存。

为了能够顺利完成接下来的移植手术，

血液科医护团队又分别至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天津血研所造血干细胞移植

中心等进修学习，充分掌握了造血干细胞移

植流程。但病例是无法复制的，任何一个环

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移植失败，血液科医护

团队经过全科讨论，制订了周密的治疗方案。

去年12月，疫情再次袭击中原腹地，各

项医疗工作开展的难度加大。血液科上下齐

心，想方设法保患者平安，最终，经过巩固治

疗后，病人在移植仓护士引领下进入仓内。

今年1月5日，终于迎来了造血干细胞

回输日，复苏后的造血干细胞重新回输到主

人体内，输注过程中患者心率曾一度减慢至

40次/分，紧张情绪在每个人的心里弥散，

庆幸的是这种状态持续不久后又恢复正

常。11天后，干细胞成功地与患者匹配融

合，白细胞恢复正常，血小板也明显回升，造

血功能得以重建。1月17日，病人顺利出

仓，转入普通病房继续观察和治疗。

（本报记者郭培远 通讯员沈立云）

从医37年，始终怀有对医学事业的无限

热爱，对接诊的每一名儿童，她总是想方设

法制订合理的诊治方案，以最少的费用解除

儿童的痛苦。在患儿及家属眼中，她暖心有

爱、妙手神术；在同事眼中，她认真负责、爱

岗敬业，她就是郑州市中医院儿科主任王晓

燕。

1985年毕业后，王晓燕来到郑州市中医院

儿科工作，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令

她在医学事业上不断成长，并于2006年扛起儿

科的“大旗”，在王晓燕的带领下，科室荣获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国家“十二五”中医重点专科。

如今，王晓燕不仅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

家、全国第六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工作指导老师、河南省首届名中医，还兼任中国

中医药促进会综合儿科分会副会长、中华中医

药儿科分会常务理事等职。

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她年复一年重复着单

调和枯燥的工作及终身不断的刻苦学习，不论

是日复一日接诊哭闹的患儿，还是接待心急如

焚的家长，她始终以“医者父母心，悬壶济患儿”

的医者仁心对待。

前些年，郑州市中医院儿科接诊了一个脑

瘫儿童，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因为一场感冒

引发了肺炎，而基础病加快了病情的发展。

到医院时，患儿已经出现心衰、呼吸衰竭等症

状，王晓燕第一时间对患儿进行了抢救。王

晓燕在与患儿家属交谈时了解到，患儿父亲

在知晓孩子患有脑瘫、先天性心脏病后，不负

责任地“消失”了，一直都是妈妈与姥姥抚养

孩子，家中可以说是一贫如洗。王晓燕了解

情况后马上向医院领导作了汇报，医院不仅

第一时间组织了捐款，而且在患儿肺炎得到

有效控制后又主动联系其他医院帮助小患者

做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经过一系列的康复

训练，孩子恢复得很好。孩子出院后家属想

感谢王晓燕，王晓燕说：“我很高兴能够帮助

你们，这让我感到幸福。”

“爱心、细心、耐心、匠心、恒心、童心”是王

晓燕为科室制定的科训，面对生病的患儿，王晓

燕始终提倡“朋友式”“鼓励式”的治疗方式。“儿

科医生要与小患者们做朋友，主动了解他们的

内心世界，还要经常夸奖，使他们得到精神满

足，这样能发挥更好的治疗效果。”王晓燕说。

曾有一名小患者因为遗传代谢性疾病导

致智力落后、言语含糊不清，且身体免疫力低

下，经常生病吃药打针，但效果不太理想，于是

找到王晓燕想尝试一下中医治疗。经过简单

交谈，王晓燕得知，孩子十分抗拒吃药，家长很

担心孩子能不能吃下去中药。见此情况，王晓

燕将小患者拉到自己面前鼓励道：“我知道你

是最棒的，这点苦对你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

碟，我相信你会乖乖吃下。”在大人看来，这些

鼓励话语也许并无作用，但是这个孩子回家后

真的乖乖地把药吃掉了，尽管中间很多次他咽

下去又吐了出来，但他都强迫自己再次往下

咽。这一举动让孩子父母感到惊讶。对此，王

晓燕解释说，这类孩子因为缺少沟通、关心、自

信，所以心思更加敏感，往往简单的关心会起

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王晓燕的这番话也让孩

子父母得到了反思。往后的日子里，每次来医

院拿药，孩子总是开心地围着王晓燕转，王晓

燕有些疑惑：“怎么来到医院这么兴奋呢？”父

母也只是笑了笑没有解释。直到那年除夕，王

晓燕才知道原因。那天像往常一样，王晓燕值

完班准备回家，刚出医院门就看见孩子的父母

在门口站着，原以为孩子有什么状况，经过了

解，才知道两人是因为下大雪，路途泥泞，想送

王晓燕回家。王晓燕实在拗不过也就同意了，

路上，孩子父母解答了为什么孩子每次见她都

那么高兴，原来孩子因为智力低下且言语不清，

他人看到常有嫌弃之色，家长很少带他外出，每

次看病就成为他为数不多的外出活动，而王晓

燕接诊时都会充满爱心地鼓励孩子，孩子特别

高兴，常常吵着要给王晓燕打电话告诉她他很

乖，乖乖地把药吃下去了。父母实在没办法，只

好给他买了一个假电话，骗他王医生在忙所以

接不上。听到这里，王晓燕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无恒德者，不可以为医”。一个医者要

用自己的言行举止诠释医乃仁术，用自己的

心血汗水护航儿童安全。王晓燕正是以此为

座右铭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做到视病人如亲

人，把孩子平安和病人的康复作为自己最大

的目标。

近日，由中央文明办和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共同组织的“中国好医

生、中国好护士”网上推荐评议活动

经过群众推荐、集中展示、点赞评议等

环节，共有10位优秀医务人员入选，

河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朱钵

当选“中国好医生”12月月度人物。

朱钵今年 92 岁，目前已在工

作岗位上坚守了69年。1952年，

身为共产党员的他放弃组织安排

的留京机会，主动申请到偏远地区

开展临床工作，1956 年到河南省

人民医院工作。近 70年来，他摸

索出了不少治病妙招，整理出了

“四石散”“复方松馏油膏”等处方

及土方，研究出十余种独特方剂，

创新应用的氯乙烷喷射治疗带状

疱疹、高锰酸钾治疗结节性痒疹等

多项技术至今仍在临床使用。

因成绩突出，朱钵获得了中华

医学会终身成就奖、国家发明奖二

等奖、全国皮肤科医师杰出贡献奖

等荣誉。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胡晓军）

1月13日，在中国抗癌协会第四

届肿瘤麻醉专业委员会选举大会上，

河南省肿瘤医院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

主任卢锡华当选副主任委员。同期，

在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人工智能麻

醉学分会成立大会上，卢锡华当选学

会副主委。

中国抗癌协会是国家一级协会

和国际抗癌联盟（UICC）成员，其麻

醉与镇痛专业委员会是国内较具专

业代表性和学术权威性的麻醉学专

业组织，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也

是国家I级社会学术团体。能同时

当选两个学会的副主委，卢锡华和

他的团队有着不凡的成绩。

卢锡华是河南省肿瘤医院麻醉

与围术期医学科主任、郑州大学硕士

生导师，主要研究肿瘤麻醉、老年及复

杂危重患者的临床麻醉，对心肺复苏

和脏器保护有很深的造诣。2014年

起，在他的带领下，河南省肿瘤医院麻

醉与围术期医学科不断创新，手术麻

醉历数、相关医疗控制、科研教学水平

稳居省内肿瘤麻醉水平前列。目前，

科室承担国家自然科研项目3项、省

部共建科研项目2项和10多项科技

厅科研项目，是河南省首批麻醉重点

学科。河南省抗癌协会肿瘤麻醉与镇

痛专业委员会也在此设立。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庞红卫）

1月17日，郑州市郑东新区某隔离酒店，

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中医科护士张曼为在

这里集中隔离的重点人群进行核酸采样。当

她正准备为一个名叫逍逍（化名）的年轻女孩

进行鼻拭子采样时，女孩突然说：“我有点不

舒服。”紧接着便“啊”的一声倒在地上。张曼

立即呼叫女孩，不见反应，试探她的鼻息，也

感觉不到。情况危急，张曼赶紧为逍逍进行

强刺激治疗，并呼喊同楼层的同事过来。

张曼在为女孩掐人中和按压眶上神经

后，发现她仍然没有醒，又立即为她进行心肺

复苏，按压了七八下，逍逍才醒了过来。

“我怎么了？”逍逍虚弱地问道。“你刚才

晕倒了，现在能起来吗？我扶你回房间。”张

曼关切地问。

“不行……我现在还起不来，我有些恶

心，双手也麻。”逍逍说。

张曼又立刻为逍逍进行中医治疗，并为

她按摩手指末梢，缓解手麻症状。

这期间，张曼一直蹲在地上，直到逍逍

恢复。随后，张曼为她采集了鼻拭子，并扶

她躺到床上。

张曼离开房间后，立刻前往酒店大堂向

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并提醒说，逍逍以前有

过晕厥病史，现在一个人在房间，存在安全

隐患。

隔离酒店工作人员立刻联系相关部门，

拨打“120”将逍逍转运至郑州人民医院总

部发热门诊。经过一系列检查和诊断，逍逍

身体没有大碍，在拿了一些药后，她又被送

回隔离酒店。

“这次被隔离后，我的心情有些低落，一

方面担心自己被确诊，有些心慌；另一方面

是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都被打乱了，心情很灰

暗。但是经历这次事情后，我感觉特别温

暖，真的很感谢那位护士姐姐。”逍逍说。

据了解，这并不是张曼第一次救人，

2017年9月11日，还在医院总部普通内科

工作的张曼奔跑抢救窒息儿童的事迹，曾引

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中央电视台更

是两次进行了报道。

（本报记者郭培远 通讯员卢亚敏）

1 月 20 日，根据河南省疫情

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统一部署，郑

州大学五附院支援安阳医疗队56

名队员奔赴并进驻安阳市第五人

民医院。

途中，河南首批援鄂医疗队队

员、支援安阳医疗队队长冯永海为大

家分享了武汉抗疫经验，重点讲解了

在隔离病区和防护服脱摘区的细节，

反复强调感染防控的重要性。医疗

队联络员张秋君再次强调队员防控

要点和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当日下

午抵达当地后，队员们来不及安排住

宿，直接乘坐接驳车辆来到安阳市第

五人民医院会议室参加感控知识培

训和考核。队员们认真学习、仔细聆

听，并逐一经过培训考核。

按照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安排，

队员们被分散安排到安阳市第五人

民医院6个隔离病区。在这里，他们

把责任扛在肩上，充分发挥专业特

长，科学防控、科学诊疗，全力支援该

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马珂）

1月24日，

新郑市民王先

生因突发心梗

被“120”送至河

南省直第三人

民医院，该院医

护人员经过半

个多小时的紧

急抢救，终于从

“死神”手中抢

回患者生命。

图为该院医护

人员正在为患

者实施手术。

肖菁菁 摄

省肿瘤医院卢锡华

当选国家级学会副主委

王晓燕在为患者把脉

为巩固全省胸痛、卒中、创伤“三大

中心”建设成果，近日，省卫生健康委开

展了2021年度胸痛、卒中、创伤中心优

秀典型案例评比活动，总结各地经验，为

全省胸痛、卒中、创伤中心医疗救治提供

典型经验，进一步提升全省急危重症救

治水平。

此次评比活动，全省共有 92 所三

级胸痛中心 274 份病历、91 所三级卒

中中心 317 份病历、71 所三级创伤中

心 213份病历参与其中。经过评委团

队认真评审，共评出单项奖147个，其

中，胸痛中心35个、卒中中心74个、创

伤中心38个。团体奖18个，分别为胸

痛中心6个、卒中中心6个、创伤中心6

个。

近年来，我省强力推进“三大中心”建

设，实施一体化综合救治服务，大大降低

了急危重症病人的病亡率和病残率。截

至目前，全省建成三级胸痛中心126所、

卒中中心108所、创伤中心96所（其中，

县级三级胸痛中心67所、卒中中心56

所、创伤中心64所）。2021年，我省胸痛

中心数量、胸痛中心质量、胸痛救治单元

数量、心脏关爱计划排名、卒中中心数量

均居全国第一位。

通过“三大中心”建设，胸痛患者从

就诊到有效救治的时间由 150分钟缩

短到65.6分钟；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从就

诊到开始溶栓时间缩短至30.5分钟，急

性心梗死亡率从3年前的7.6%降至目

前的3.6%。脑卒中患者从到院到接受

静脉溶栓治疗的中位时间从60分钟缩

短到20分钟左右。创伤患者从到院到

完成影像学检查的中位时间从60分钟

缩短到 30分钟以内，均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救治效率极大提升，致死致残率

明显下降。

省卫健委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

人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同时要求全省

各级医疗机构及广大医务人员要以受

表彰的单位和个人为榜样，发扬积极进

取、奋勇争先的优秀品质，进一步提升

医政管理水平，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

全，为助力健康中原建设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王振）

我省“三大中心”
优秀典型案例评选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