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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科学研究的进展，科技成果多
寡，新业务、新技术的引进与应用，是衡量
一所现代医院的医疗水平、学术水平高低
的重要标志。

身在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等为一
体的综合医院，刘可轩在忙碌的工作中仍
坚持“科研不能落下”，取得丰硕的科研成
果。工作以来，他先后在《临床医学研究》

《当代医学》《实用临床医学》等杂志上共
发表论文 10 余篇。2007 年，在湖南省急

救理论与技能操作比赛中荣获二等奖，
2008 年及 2011 年，分别被评为邵阳市卫
生系统及邵阳市中心医院优秀共产党员，
同时多次获得优秀带教老师等荣誉称号。

除了开展临床和科研工作，刘可轩还
积极“布道”，承担起教学任务。作为一名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带教老师，刘可轩深
知教学相长的意义，每年圆满完成急诊科
的教学及带教工作。教学期间，刘可轩采
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根据学

生特点因材施教，通过现场指导教学、案例
分析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成长，注重帮
助学生形成好的习惯，实现规范化操作。

作为一名医生，刘可轩深知只有通过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才能赢得患者的信
任。于是，他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新知识、
新技术、新疗法，了解及掌握急诊医学发
展的新动态，积累新经验，更好地服务于
患者。同时，积极践行社会公益事业，经
常到邵阳县下花桥、隆回县荷香桥等地进
行送医下乡，在樟树垅社区开展义诊义治
活动等。并多次到社区医院讲课及培训，
大大提高了社区医院人员的诊疗水平。

钻研 科研相长促进步

2009年12月，田登攀突觉颈部疼痛，检查后确
诊为鼻咽癌。随后，他在广州等医院接受了长达8
个月的放、化疗，期间滴水未进，仅靠输液维持。“这
段特殊的人生经历，让我亲身体会到了病人的痛苦，
也更愿意为病人付出自己的真心。”

在神经外科，晚上被送进来的病人居多，且
70—80%的病人都需要进行急诊手术。手术做不
做、怎么做，更多取决于医生的态度。田登攀说，

“要本着做医生的良心，对病人的爱心来决定。”即
使病人凌晨一两点来，他也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选择最佳的治疗方式，尽力争取让病人更好的恢
复功能。同时，充分考虑病人家庭经济情况，在用
药上进行控制，确保合理检查、合理治疗，不增加
病人的经济负担。当科室有因经济困难而不能承
受治疗费用的患者，他多会组织科室同事发动捐
款并主动捐献衣物。

2015年春节前夕，田登攀因不慎摔伤导致颅底
骨折，并出现昏迷状况。得知这一情况后，科室主任
要求他马上休息。然而，田登攀却表示自己症状较
轻，不愿意离开岗位。“春节值班工作量大，而且人手
本来就少，要是我休假了，人手就更加紧张了。”前段
时间，因为父亲刚做完手术，且小孩患阑尾炎，田登
攀休了年假，但科室里仍然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的
身影。“我负责的病人很多，如果休假几天，对病人病
情的了解就有几天的空白期，我心里放心不下。”因
为放心不下病人，在市中心医院上班的17年间，田
登攀总共只休了3次年假。

爱心呵护，责任坚守

为生命忙碌与坚守
——记2016年度湖南省“雷锋式健康卫士”、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刘可轩

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孟天笑

医院的急诊室是个战场,“交战”的双方是死神和医生,而他们“争夺”的对象,是病情危重、
命悬一线的患者。这里的工作最累，饭点不固定，连休息时间都没有；这里的工作没有白天和
黑夜,只要一有危重病人就马上进入紧急状态。

抢救病人时，他忙而不乱，统筹人员从容应对；重大节假日时，他坚守岗位，在科室一呆就是
一整天；科研工作中，他潜心钻研，努力提升医疗水平。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刘可轩，在十
余年的从医生涯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一部仁心仁术的“急诊科故事”。

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承担着整个邵阳地区的急危重症救
治、传染病以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救治工作，是湘西
南地区最大的急危重症专业科室。科室急危重患者多、各种
突发事件时间紧迫，工作强度高、压力大。

3月10日上午9时45分，市中心医院门诊大楼内，一名男
子突发心脏骤停。消息传出后，急诊科医生在2分钟内赶到现
场施救。在医生给病人做心外按压时，随行护士将呼吸气囊、
急救药品等准备到位，迅速为患者施行人工呼吸，快速建立静
脉通道，遵医嘱推注急救药物。10时26分，患者被安全地转送
至急诊科抢救病房里，患者有了稳定的心跳和自主呼吸。40多
分钟的抢救，5000多次不间断的心外按压，抢救患者成功。

这场与死神赛跑的紧急抢救就发生在刘可轩所在的急诊
科，类似这样的抢救对于刘可轩和科室同事来说，都早已是家
常便饭。心脏骤停、呼吸不畅，在急诊科工作的12年间，刘可
轩抢救过的危重病人数不胜数，“迅速抢救病人生命，为病人
下一步治疗争取时间”，是刘可轩始终铭记在心的行医准则。

在急诊科医生办公室的墙壁上，悬挂着多面病人送来的
锦旗。其中，对于赠送“医德高尚暖人心、医术精湛传四方”锦
旗的患者，刘可轩仍记忆犹新。3月的一天，刘可轩在科室值
晚班。晚上7时许，一名男子在急诊科门口猛然倒下，突发心
脏骤停。得知情况后，刘可轩立即组织同事将男子送进抢救
室，实施心肺复苏术。经过进展抢救，男子脱离了生命危险，
顺利接受下一步治疗。

12年来，刘可轩多次参与并组织科室同志投入到突发事
件的现场救治工作中。2016年，该科抢救急危重症患者近
6000人，急危重症患者抢救成功率达97%，大大提高了急危重
症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紧张紧张 与死神赛跑

急促的救护车声由远及近，匆忙的脚
步声混着担架的车轮滚动声，病人痛苦的呻
吟声、家人焦急的催促声，走进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忙碌的氛围
向四周蔓延开来。类似这般忙碌的场景每
天都在上演，无论白天或者深夜。

急诊的工作特点是脉冲式的，病人的
就诊并不匀速，谁也无法预料病人什么时
候来，来的病人又将是怎样的病症。于
是，往往近 10 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医
生、护士连喝口水的时间都要挤出来。作
为急诊科副主任，每次急救时，刘可轩既

是抢救者，又是统筹者。“忙而不乱”，是刘
可轩练就的本领。实施抢救过程前，刘可
轩在短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安排好施救人
员，要求护士做好药物使用、应急等准备
工作。通过科室成员的分工协作，确保工
作有条不紊地完成。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
慰。”这是市中心医院的服务理念。因为
科室的特殊性，急诊科每天都收治各种各
样的病人，包括车祸、斗殴、醉酒、昏迷等
急诊病人，常常是满身的血迹污垢或呕吐
物，但这些对于刘可轩来说，已经算不上

事了，“不怕脏，不怕累”已经成为急诊科
人最明显的标识。

按照医院休假规定，急诊科医生每周
有一天半的休息时间，但刘可轩的休息日
基本上都是在加班中度过。“召之能来，来
之即战”，成为刘可轩工作的常态。就算
处于休假模式，刘可轩也会保持手机 24
小时开机，科室一有需要就马上赶回医
院加班。每逢春节等节假日，急诊科的
病人骤增，刘可轩和同事们也就更加忙
碌了，“别人休息我们在上班，别人上班
我们还是在上班。”往往他人放松休息的
时候，却是刘可轩工作最忙碌的时候。“先
工作后家庭”，因为工作需要，刘可轩常常
如此选择。

忙碌 24小时待命

捧出“四心”守护病人健康
——记2016年度湖南省“雷锋式健康卫士”、邵阳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医师田登攀

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孟天笑

细心，发现患者的每一个异常细节，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用心，遇到疑惑及时向上级
请教，查阅资料，学习新技术；耐心，认真倾听病人倾诉，向家属解释病情状况；爱心，对每一位
患者负责，合理用药，不增加患者经济负担。

田登攀，2000年从南华大学毕业后便一直在市中心医院工作。17年间，他认真探索医学
世界，总结出了自己的“四心”行医准则，以高尚的职业道德、精湛的专业技术，尽心尽力地为每
一位病人服务，时刻将病人的冷暖放在心上，守护病人的身心健康。

在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患者以老年病人
为主，多并有高血压、糖尿病、肺功能障碍及心
脏功能不全等并发症。同时，因紧急情况送来
的外伤病人，多为起病急、病情重、病情变化快
的病人。针对这些病情复杂严重且昏迷、配合
能力差的特殊病人群体，田登攀细心观察、用心
学习，为他们寻找最有效的治疗方式。

根据多年丰富的神经外科临床经验，田登
攀深知，多种疾病很有可能集中在一个病人身
上，全面了解病人情况，是病人接受治疗前的基
础工作。病人入院后，田登攀并不仅仅依靠专
科资料判断，而是认真对病人的整体情况进行

细致了解，从而全面掌握病人的病情。对于危
重病人，他更是细心查看病人治疗、抢救、并发
症等详细资料记录，以此形成全面认识并做出
诊断。

进入神经外科接受治疗的病人，多存在病
情变化快等特点，并发症随时可能出现，甚者可
危及患者性命。田登攀说，由于普通病房病人
没有接受一对一的照料，一些病情变化未能及
时得到反馈，这就需要医生在查房时更加细心，
绝对不能走马观花。每天查房时，田登攀会结
合病人的面色变化、身体状况、康复状况、对药
物的反映等综合情况进行判断。同时，认真向

病人家属了解病人当天的变化情况，遇到临时
更换的不知情的家属时，田登攀会一直追问，直
至从知情家属处获知最准确的信息。田登攀想
尽办法争取尽早发现病人变化，从而及时控制
病情进一步恶化。“如不及时发现变化趁早治
疗，等到病情明显变化后再进入细菌培养等程
序，就会耗费治疗时间，更会给病人带来更多痛
苦。”

随着患者病情不断变化，新的医疗难题也
不断摆在田登攀面前。面对难以把握的问题
时，田登攀会及时向上级医师请教，并通过查资
料等方式来解决难题。空闲时间，田登攀会阅读
期刊杂志，及时掌握医疗界的最新动态，并利用网
络平台学习新知识。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培训班，
去外地学习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经验。

细心观察，用心治疗

神经外科的病人发病多为突发性，且病
情危急。病人被送入医院后，其家属经常因
担心病人情况而情绪失控、忐忑不安、不知所
措。与病人家属沟通时，田登攀总是像对待
亲人一样对待他们，耐心地向他们讲解病人
病情及治疗情况，用自己的爱心和真心帮助
他们树立信心，缓解其焦虑与痛苦。

田登攀接触到的很多病人家属，都是病人
被送进医院后才知晓病人情况。其中，很多家
属都一时无法接受事实，更承受不起突来的变
故。面对悲伤不已的病人家属，田登攀选择耐

心与其沟通交流，从医生专业的角度帮助他们
分析病人治疗情况。面对病情太过危重的病
人，田登攀会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对病人的病
情进行评估，并根据病人的家庭情况，考虑是否
建议家属接受进一步治疗。在田登攀看来，与
病人家属的沟通方式格外重要，“医生的任何一
句话，都可能影响病人家属的决定，所以我们一
定要格外谨慎，注意用语，注意方式。”

2014年2月，一名17岁的男孩因重型颅脑
损伤被送进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田登攀说，男
孩刚入院时，医院用格拉斯哥评分法对病人进行

判断，其得分仅5分，远低于15分的正常标准。
在医院治疗3个月后，男孩病情未明显改善，
评分仍为5分。田登攀解释道，“按照常规认
识，病人接受治疗超过3个月但情况未改善，
病情基本定性。”在病人家属的坚持下，男孩
被转入普通病房继续治疗。为此，田登攀几
乎每天都会到病房查看男孩的情况，帮助其
联系康复科医生，指导家属正确护理。男孩
转回当地医院后，田登攀继续与家属保持联
系，对治疗方式提出具体建议。如此持续6、7
个月后，男孩评分逐步改善，最终病情逐步恢
复，没有功能障碍，记忆也恢复得很好。田登
攀用自己的耐心，坚持给予家属建议和帮助，
最终创造出了医学界的奇迹。

耐心沟通，将心比心

刘可轩带领学生一起查看病人检查结果。申兴刚 孟天笑 摄

田登攀正在进行志愿者服务。申兴刚 孟天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