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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广州市

荔湾区金花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医生上门

为 92 岁的陈阿婆检

查身体。

近年来，广州市

荔湾区为满足老年群

体就医需求，大力推

进“百医护老”惠民

工程，加强家庭病床

建 设 、优 化 就 医 流

程，着力办好“民生

微实事”。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摄

记 者 唐颖

通讯员 胡智 钟涛 谢翠玲

近日，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胸外科团队成功为一位肺功能衰
竭且胸腔内长有直径达 13 厘米的
巨大肿瘤的患者实施了开胸摘瘤
手术。这一举措不仅成功挽救了
患者的生命，也再次彰显了该院
胸外科在解决疑难重症方面的卓
越能力。

艰难求医路

两年前，一次偶然检查的结果
如同晴天霹雳砸向张先生——胸腔
内竟出现了一个 3 厘米×4 厘米大
小的肿块。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
初步诊断张先生为孤立性纤维瘤。
这种肿瘤虽属良性范畴，但其潜在
风险不容小觑。更糟糕的是，张先
生的肺功能已经严重受损，使得他
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面对这样的诊断结果，张先生
和家属心急如焚，四处求医问药。
然而，由于病情复杂且手术风险极
高，求诊的多家医院都建议采取保
守治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肿块
迅速膨胀至直径13厘米，严重压迫
周围肺组织，导致张先生呼吸困
难，以至于需佩戴无创呼吸机辅助
呼吸，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张先生内心充满了无助与绝
望。他深知，如果再不采取措施，自
己可能将永远失去与病魔抗争的机
会。于是，他带着最后一丝希望，踏
上了“拆雷”的征途。

希望的曙光

经过多方打听，张先生来到了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当该院胸
外科教授张百华、尹辉博士团队接

诊张先生时，他们也被其病情的严
重性所震惊：张先生的肺功能评估
是极重度通气功能障碍，这基本是
属于开胸手术的禁区。

在充分了解了张先生的病情
后，张百华判断：肿物很可能长在肺
的外面，仅对肺组织造成一定程度
的压迫，如果切除病变能不损伤肺
组织，反而有可能改善患者肺功能。
面对患者的渴望和信任，团队决定
放手一搏，为患者制定了两步走的
计划：第一步先打孔用胸腔镜探查，
如证实了判断就继续实施开胸手
术。他们深知，这场手术不仅是对他
们技术实力的考验，更是对他们医
者仁心和责任担当的检验。

为了确保手术的成功和患者
的安全，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迅
速启动多学科协作机制。该院委派
医务科主任邓毅亲自挂帅，组织了
全院大会诊。来自麻醉科、手术室、
重症监护室等多个科室的专家齐
聚一堂，共同为患者制定了个性化
的手术方案。从术前锻炼到术中麻
醉管理，再到术后的康复计划，每
一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策划和反
复推敲。大家深知，对于这样一位
肺功能衰竭且胸腔内长有巨大肿
瘤的患者来说，任何一点疏忽都可
能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因此，他
们对待每一个细节都格外谨慎和
认真。

创生命奇迹

手术当日，整个手术室弥漫着
紧张而凝重的气氛。张百华、尹辉
带领着胸外科手术团队在曾少林、
李耿章带领的麻醉团队以及护理
等团队的配合下，小心翼翼地先用
胸腔镜探查。果然如事先所料，肿
瘤没有累及肺组织。于是，团队果

断切开患者的胸腔，面对巨大肿
瘤，他们凭借着精湛的技术和丰富
的经验，快速有序地将肿瘤与周围
组织分离。经过不到一小时的努
力，终于成功地将肿瘤完整切除。
当手术室传来成功的消息时，所有
在场的医护人员及患者家属都松
了一口气。

手术成功后，真正的考验并没
有结束。患者转入重症监护室继续
治疗。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
张先生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呼
吸功能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经
过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后，张先
生终于顺利出院，并以赠送锦旗
和感谢信的形式表达了他内心的
感激。

此例患者的成功救治，不仅是
该院医疗技术和团队协作精神的有
力证明，更是对医者仁心和勇于担
当精神的生动诠释。在充满挑战和
未知的医疗领域里，全体医护人员
始终坚守着救死扶伤的初心和使
命，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为患者生
命保驾护航。

据了解，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胸外科历经 60 年发展，胸外科
技术有了深厚积淀，目前各类胸外
科手术均能成熟开展，尤其胸部肿
瘤手术经验丰富。并于近年引进客
座教授张百华博士及尹辉博士，专
攻胸部肿瘤的外科治疗和术前术
后综合治疗，重点打造胸部肿瘤外
科为主的综合治疗技术。与此同
时，该科还与国内最顶尖的胸外科
科室建立密切协作关系，有国内顶
级胸外科专家随时提供线上线下
技术指导，力争让广大邵阳地区人
民不出市即可获得国内顶级的肿
瘤医疗服务，让胸部肿瘤患者都获
得最佳疗效。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启动多学科协作机制

巨大肿瘤“霸占”胸腔
专家“禁区”里拆“弹”

记 者 李熹珩 通讯员 段李婷

本报讯 近日，洞口县中医医院外一科
（普外科）接连发生两起医护人员拒收患者红
包的感人事迹，深刻诠释了“医者仁心”。

92岁高龄的肖奶奶，因左侧肢体偏瘫及左
足溃烂渗液到洞口县中医医院外一科接受治
疗。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细心照料下，肖
奶奶的病情迅速好转，并最终携带留置导尿管
顺利出院。出院后，肖奶奶在家中不慎拔出了
导尿管。

得知此事后，护士长刘佳与护士杨宇一同
前往肖奶奶家中，为其重新置入了导尿管，并耐
心指导家属后续护理。面对家属的感谢红包，
刘佳坚决拒绝，表示：“治病救人是我们的职责，
患者的信任与肯定就是最大的回报。”

患者尹奶奶因阑尾脓肿伴腹痛入院，经该
院外一科主治医师刘志伟及团队治疗，恢复良
好。为表感激，尹奶奶家属赠送了800多元的
红包。在多次婉拒无果后，刘志伟立即报告科
主任蒋新日。经科室协商，刘志伟暂时收下“红
包”，将红包金额如数转为患者住院预交金，并
将收据送到家属手中。“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红包是坚决不能收的。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本职
工作，我们会尽心尽力治好每一位患者。”刘志
伟说。

洞口县中医医院

医护拒收红包扬清风

李恒 董瑞丰

近日，南方多地出现暴雨洪涝灾害，易发生
疾病流行。在国家卫生健康委6月28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专家提示，防病胜于治病。洪涝
灾害结束后，各种污物随水流动，公众要做好个
人清洁和疾病预防。

“洪涝灾害后，含有大量微生物的垃圾、粪
便等会进入洪水当中。此时，人一旦接触到洪水
及其污染的环境，患传染病尤其肠道传染病的
风险显著增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
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应急办主任、研究员孙宗
科在发布会上说。

专家建议，预防肠道传染病，要养成勤洗手
习惯，不吃腐败变质和受污染的食物，尤其是不
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定期对生活垃圾和粪池
喷洒消毒剂和杀虫剂，减少蚊虫的滋生。同时，还
应注意防护媒介生物传染病，出行时穿长袖衣
裤，身体裸露部位可喷涂花露水等进行保护。

专家特别提醒，在有血吸虫病等流行地区，
要尽量避免直接接触洪水。如有不明原因的发
热、腹泻、皮疹等相关症状，要及时就医。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宋坪在发
布会上说，公众要注意保持皮肤干燥、清洁，勤
换鞋袜，穿宽松透气衣物，不穿湿衣服；尽量避
免周围环境损伤皮肤，例如高温高湿环境，日光
暴晒等，要做好防晒；注意防蚊虫，保持室内通
风干燥等。

洪涝灾害后，
公众这样做好健康防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