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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申伟红 张海燕） 血管通路是尿毒症患者维
持血液透析的“生命线”，建立稳定可靠的血管
通路，是患者顺利进行血液透析的基本保证，
直接影响着患者的生存质量。近日，邵阳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肾内科医生们做的多例复杂疑
难动静脉内瘘手术，帮患者建立血管通路，让
他们能够顺利进行血液透析。

血管通路通俗来讲是血液透析患者清除体
内毒素，炎症介质，水等物质，控制心衰，纠正电
解质紊乱的一条重要通路。血液透析常用的血
管通路主要分为内瘘和深静脉置管两类。

阳先生是一位来自隆回的尿毒症患者，3
月7日，做血液透析约一小时透析器频繁报警，
导致透析未完成。因内瘘使用不到半年便开
始出现流量不佳的情况，于3月8日慕名来到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肾内科住院接受治疗，
科室副主任医师王兴健负责他的诊疗。

王兴健发现阳先生左上肢血管条件差，无
法建立动静脉内瘘，右侧颈静脉、股静脉曾行
临时导管置管术，不优先考虑置长期管。右侧
内瘘颤音弱，行彩超发现该段血管硬化狭窄严
重，内瘘血液经头静脉分支进入尺侧贵要静
脉，贵要静脉血管条件较好直径3mm。

王兴健告知阳先生及其家属有两种手术
方式可选择，第一种是建立高位内瘘，第二种
是将贵要静脉转位至桡侧与桡动脉建立动静
脉内瘘。阳先生及其家属同意采用第二种手
术方式。

3 月 9 日，阳先生进行手术。手术中游离
出需要贵要静脉，将贵要静脉转位至桡侧与桡
动脉行端侧吻合，触摸动静脉内瘘震颤良好，
手术开展成功。“太开心了！又听到内瘘震颤声
了！太感谢医生了！”次日查房时，医生让阳先生
家属听诊内瘘的震颤音，家属听到后激动地说
道，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建立血管通道，维持血液
透析，才能延长阳先生的生命。

邓先生是一位透析8年的长期血透患者，
几天前，突然左前臂动静脉内瘘假性动脉瘤局
部发黑出现黑点，一发现这个问题，他意识到
情况不妙，马上想到又要去邵阳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肾内科就诊。

就诊当天，王兴健陪同邓先生一起到B超
室做检查，详细了解内瘘血管情况，经仔细观
察，考虑这个黑点是内瘘穿刺点局部坏死，必
须切除，重新修补内瘘，一旦破掉，动脉血压力
大，可能会引起大出血，导致更危急的情况发
生。

完善术前准备，肾内科主任颜伟健与王兴
健商量后决定，在局部麻醉下给邓先生行内瘘
局部坏死组织切除然后再行内瘘血管修补术，
暂时夹闭远端血流，逐层分离出血管，切除内
瘘局部坏死组织，而后缝合血管。手术费时1
个半小时，因准备充分，技术娴熟，手术非常顺
利。恢复期，邓先生竖起拇指跟王兴健调侃
到：“你这个‘绣花技术’杠杠的。”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肾内及风湿免疫
科是邵阳地区融医疗、教学、科研与预防保
健为一体的省级临床重点建设专科。科室涵
盖肾脏病与风湿免疫疾病两大专业，下设门
诊、病房、血液净化中心、腹膜透析中心四个
区域。科室常规开展肾穿刺活检术、腹膜透
析置管术、自体动静脉内瘘成形术、移植动
静脉内瘘成形术、血液透析临时和长期管置
入术、血液净化治疗等有肾脏病专科特色的
诊疗技术。

该科室血液净化中心为省、市最规范的血
液净化中心之一，也是我市最先进的血液净化
中心之一。血液净化中心占地1600平方米，医
院拥有德国、日本进口血滤机、血透机总计54
台，拥有国内最先进的两套双极反渗水处理系
统，年血液净化30000人次。

重塑“生命线” 让患者“肾”利在望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肾内科为血透患者重建血管通路

时间：3月10日
口述：新邵县人民医院隔离三区护士长

陈聪花
整理：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孙移新
3 月 10 日早上，当我换上干净的工作

服，走进久违的办公室，一种难以言表的亲
切感油然而生。离开的这一个多月，周围一
切都没改变，改变的只有我的心境。回想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日日夜夜，我们的努力没
有白费。撤除隔离病区，说明我们已经取得
了阶段性胜利。

春节期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袭来。1月29日，接到医院通知，紧急腾
空第二住院楼成立感染隔离病区，我被抽调
至隔离三区工作。

1月31日，我在隔离病区的工作、生活
正式开始了。我负责安排隔离病区日常护
理工作，以及对30多名医护人员进行体温
监测和身体状况登记，一天下来，几乎也没
停歇过。

每天，姑娘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在病房
里穿梭，像极了“钢铁战士”。她们笑称，自
己就是女钢铁侠化身，前来拯救地球的。上
班期间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下班之后直奔厕
所，然后就是到休息区猛喝水。李琦是个娇
小玲珑的小姑娘，每天穿着与她体重不成正
比的防护服，戴着双层橡胶手套和完全起雾
的护目镜，每一个日常看似简单的护理操作
都变得格外艰难，常常一套护理操作下来，
汗水已浸湿了全身。

医院的病友，上有行动不便的耄耋老
人，下有年幼孩童。其中有位特殊的小患
者，很可爱却也很淘气。初次离开家人，
没有妈妈的陪伴，孩子极不适应，又哭又
闹。当天晚上，姐妹们使出了浑身解数，
又是唱歌又是讲故事，好不容易才把孩子
安抚下来。

陈大叔是因为密切接触了被确诊感染
的妻子，需要医学观察14天。出院回家的
那一天，陈大叔特别高兴，并郑重地和我们
说了声“谢谢”。

感谢所有人的关心和帮助，感谢病人的
肯定和配合，感谢家人的支持和鼓励。

难忘的日子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红云 通讯
员 易邵平） 近日，我市首例“上腔静脉狭
窄球囊扩张+长期血管导管植入术”由市中
心医院东院肾内科团队成功实施。该项手
术的开展填补了我市血透通路技术的空白，
为患者开辟了一条新的生命通道。

今年 57 岁的刘先生，患糖尿病 20 余
年，维持血液透析 8 年，于一年前因外周血
管通路闭塞至省内三甲医院就诊，造影发
现右侧头臂干静脉堵塞，行左侧颈内静脉
长期导管置入。

对透析患者而言，透析通路就是他们的
“生命线”，血管的通畅，充足的血流是血透
治疗顺利、有效进行的根本保障，患者导管
部分脱出后，无法行血液透析治疗。数日

前，刘先生被检查出左侧颈内长期导管脱
出，这条“生命线”几近“脱轨”，而这条生命
线脱离正轨后，可能导致尿毒症心肌病、心
功能衰竭、代谢性酸中毒、肾性贫血等并发
症发生，刘先生生命也将危在旦夕。

经多方打听，得知市中心医院东院肾内
科主任莫雄在血管通路治疗上有很深的造
诣，这让刘先生一家满怀希望，2月24日，辗
转来到该院就诊。

2月25日11时，刘先生被推进介入室行
血透通路手术。手术中，在介入室造影发
现，刘先生上腔静脉狭窄，置入导丝难度大，
导丝勉强进入后，因上腔静脉过于狭窄，导
致无法引入导管。莫雄当机立断，为患者行
上腔静脉狭窄的球囊扩张术。凭借过硬的

手术功底，莫雄将高压球囊置入患者上腔静
脉，用增压泵反复扩张球囊，厚重铅衣的压
迫下，只得屏息细作，手术室中气氛凝重。

经三小时精细操作，拔出球囊后，上腔静
脉造影发现上腔静脉通畅，顺利置入中心静
脉导管，导管顺利通过上腔静脉进入右心房，
适当调节导管的深度，导管两侧的流量均很
好，刘先生的生命通路畅通了！厚重铅衣下
的莫雄也终于卸下悬着的心，畅快地喘出粗
气，汗水浸透的腰身一下子根本直不起来。

室内是难度与风险，技术、经验和体力
聚合的角斗场，屋外是刘先生家人的期待和
祈求，时针已指向14时，好在里外皆喜。刘
先生随后转入该院血液净化中心行透析治
疗，血流量很好。

“肾斗士”巧力拨千钧，重铺生命通路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
员 周小将 彭艳云） 3月13日，邵东市
中医医院的职工们撸袖展臂捐献热血，他
们以实际行动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临床用
血贡献一份力量。

受疫情影响，邵阳血源紧张，库存告
急，邵东市红十字会发出了“热血同行，齐
心抗疫，无偿献血”的倡议。倡议发出后，
邵东市中医医院干部职工积极响应，踊跃
报名参加献血。

3 月 13 日，在邵东市中医医院门诊前
坪，符合献血条件的干部职工按照医院安
排的时间节点有序来到临时采血点，根据
邵阳市中心血站的献血流程填表登记、体
检、逐个到献血车里进行验血、献血……
献血队伍中有院领导、医务人员、后勤人

员、职工家属，其中有不少多年坚持献血
的“老面孔”，也有第一次参加献血的“新
伙伴”。

他们抽空赶来献完血后，又马上投入到
紧张的工作中去。献血现场，鲜红的血液缓
缓流入血袋，滴滴血液，汇聚大爱。邵东市中
医医院职工李兰看到同事们都在用行动为抗
疫助力，她深受感动，第一次挽起袖子，捐献
热血，为生命加油！“能够用捐献热血的形式，
为抗击疫情做点贡献很有意义。多一人献
血，就是为抗疫多贡献一份力量。”李兰骄傲
地说。

防控疫情，隔开的是距离，隔不开的是
温情。此次献血活动中，邵东市中医医院
共有 109 名干部职工参与献血，献血总量
37500毫升。

撸袖展臂献热血 别样方式抗疫情

“你好，请问你是来看病还是来买药？”“买药
请走左边，看病请走右边。”3月11日，市脑科医院
西湖南路大门口，繁忙而又有序的场景映入眼帘，
全幅武装的工作人员在四个不同的关口为疫情防
控而忙碌着。

市脑科医院是特殊场所中的精神卫生医疗机
构，住院人群是精神障碍患者和老年患者。新冠
肺炎疫情袭来，市脑科医院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紧
急部署。为最大程度地保障住院患者、职工的安
全，为严防死守“外防输入，内防感染”，医院疫情
防控再加码，措施再升级，责任再压实，全力以赴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哨卡”前移，服务更细化

市脑科医院把挂号收费简易门诊前移，并成
立了4个工作组，对精神科封闭病区、老年康复护
理病区、“关口前移”区和后勤物资保障供应分别
进行包区。在医院大门口预检分诊处，对需要就
诊者及家属进行体温测量，无发热、无“两史”者带
上口罩，才可以进入院内门诊就诊。门诊医师对
需住院的患者进行新冠肺炎筛查后，方可办理住
院手续。入住医院安排的观察病房，单间隔离观
察14天后，转入普通病房继续住院治疗。

疫情期间，患者如果停药了，就会导致精神疾病
复发。针对此情况，该院推出了邮寄药物的贴心服务。

“钱医生，谢谢你！我们会按医嘱好好服药
的。”3月11日，绥宁患者家属龙娟（化名）收到市
脑科医院门诊医生钱小艳邮寄的药物后，在电话
中表达谢意。钱小艳介绍，受疫情影响，一些邵阳
本地和在外面工作的患者不方便前来医院，而服
药维持治疗是防止病情复发的根本保障。得知患
者的需求后，从大年初三开始，她就陆陆续续给患
者邮寄药物，邮寄地点包括洞口、绥宁、隆回、娄
底、怀化、广东等地。

封闭管理，防护再升级

为保障院内200多户住户的安全，医疗生活严
格分区，市脑科医院把原来封闭的老大门再开通，按
照小区管理要求排查、登记进入生活区人员。

为了减少人员流动，市脑科医院所有封闭病区
暂停患者探视，改为电话或微信联系。病区内所有的
物资转运、标本转送，均由外联人员完成。如果需要
给患者捎带东西，患者家属只能放在门口固定处，交
由工作人员转交，防止人员交叉感染。

2 月24 日，在原已实施一系列有力措施的基
础上，市脑科医院实行封闭值班式管理，临床医护
人员分两批7天轮换值班。医护、护工、卫生员等
人员的工作生活不出楼栋，吃住都在科室。至此，
封闭值班的工作人员克服各种困难，已经进行了
第三批次的轮岗，全力保障患者治疗护理的同时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硬核”防控再升级
呵护医患战“疫”情

——市脑科医院做细做实疫情

防控工作侧记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肖向荣

▲感染隔离区的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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