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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敏 通讯员
谢翠玲） 8月7日，省卫健委下发《关于确
认湖南省 2024 年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
（培育）项目的通知》，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呼吸疾病诊疗中心获批2024年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培育项目。这标志着该院重点学
科建设工程顺利跨入“国家级”新台阶。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是国家卫生健康委
遴选产生的代表我国先进医疗技术和管理

水平的优势临床专科。入选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培育项目是学科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
重要体现。

近年来，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持续
锚定学科建设年工作目标，大力推进重点
学科建设和医院高质量发展，通过培养高
层次人才队伍，不断提升诊疗服务水平和
技术辐射能力，持续为患者提供优质、高
效的医疗服务。

据了解，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
病诊疗中心打破学科壁垒，是一个由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牵头，胸外科、肿瘤放疗科、血
管外科、影像医学科、病理科等参与建设的
多学科呼吸系统疾病诊疗中心。该中心现
有床位194张，医护人员149人，医资力量较
强。其中，主任、副主任医师共15名，博士、
硕士研究生共14名，硕士生导师2名，博士
后1名。

“国家级”呼吸诊疗中心落户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8 月 14 日，邵东
市健走激励大赛参赛
队员在进行赛后体质
监测。为期100天的
全国第九届“万步有
约”健走激励大赛，该
市组织了 25 个团队
共 300 余 名 队 员 参
赛，普及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李世近 摄

在临床医学中，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是一
门极其复杂的学科，耳鼻咽喉科医生更是被
誉为“刀尖上的舞者”。每一次刀尖在狭窄
的神经、血肉组织空间里旋转、跳跃，都是对
施术者技术的一次挑战和考验。从医 14
年，易天华已经大大小小经历了这样的战场
上万次。

2010 年，从郑州大学医学院硕士毕业
后，易天华就来到了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14年里，他从一名普通的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医生成长为如今的科主任，邵阳市医学
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
员，并荣获邵阳市青年五四奖章、市最美医
务工作者、市科技进步奖等诸多殊荣。

14年来，他始终坚守医者初心，秉承工
匠精神，用一项一项新技术造福患者。由他
先后开展的 20 多项邵阳市领先手术，为邵
阳地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事业的发展作出
了突出贡献。今年 8 月，他在省卫健委、省
文明办启动的“湖湘好医生 湖湘好护士”
评选活动中荣获了 2024 年首批“湖湘好医
生”光荣称号。

2010年，刚参加工作的易天华，只身一
人从家乡永州来到邵阳。为了更快地适应
和熟悉工作，他每天都会花费很长时间泡在
图书馆，精研技术。“只要是行业新出的书，我
都会买回来，认真学习，仔细研究。”易天华说，
那时候，只要科室里有机会送医生出去学习，
他都会主动跟主任申请参加，他特别珍惜每次
与同行、老师们的交流学习机会。

很快，凭借着勤奋钻研的这股劲头，易
天华的医术水平突飞猛进，对相关领域的常
见病乃至疑难杂症也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2017年，一位老年女性患者因顽固梅尼
埃病导致眩晕频繁发作，严重影响生活。易
天华为其实施了内淋巴囊减压手术，术后患
者再也没有出现眩晕。这也是当时邵阳最
早开展的首例眩晕外科手术，展示了高超的
医术水平。

2021年，易天华率先在省内开展了经口
颈内镜手术入路在头颈良性肿瘤中的应用，
为有美容需求的颌下腺、腮腺及咽旁头颈肿
瘤患者带来了福音；2022年，他在省内地市
级医院中顺利开展了号称“耳神经外科最高
水平”的第一例经迷路入路听神经瘤切除
术，深受业内同行赞誉。

14年来，易天华先后创下邵阳地区耳鼻
咽喉头颈领域20余项空白技术“第一”。“医
学也是‘工匠’，干的也是技术活，只有不断
精益求精，才能满足人民健康的需求。”易天
华如是说，也是这样做的。

在14年的从医生涯里，易天华做过的手
术上万台，却做到了患者“零投诉”。这源于
他对待每位病人，都一视同仁，尽职尽责，是
病人眼中贴心、暖心、放心的“360健康卫士”。

几年前，一患者半夜突发剧烈咽部出
血，病人家属第一时间向易天华打来求救电
话。在仔细了解患者病情后，他第一时间帮
患者联系当地人民医院做好接诊准备，并安
排病人就近先到该医院做紧急处理。即便

当时患者的病情已基本得到控制，易天华还
是不放心，随即联系医院救护车连夜赶赴县
级医院，将该患者接回科室。顾不上长途奔
波疲劳，一刻也没有休息，他又马上投入到
新一天的工作。

2015年，易天华下班回家，偶然发现一
位老人蹲在交费大厅的一个角落里，独自发
愁。出于医生的职业敏感，他赶忙上前询
问，原来老人因为做手术花掉了所有积蓄，
现在不仅买不起回家的车票，连吃一顿饭的
钱都没有了。易天华赶忙帮老人从医院食
堂打了一份热乎饭，又塞给了老人200元让
他买票，并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老人，叮
嘱老人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或者需要帮助
就给他打电话。

真诚地对待病人，他也收获了不少温
暖。至今，易天华还收藏着一位小患者送给
他的手工小钱包，里面写了一封信：“谢谢易
医生，让我重新听到美妙的声音，给予我新
的生命！”原来，这是多年前，经他治疗，听骨
重建、修复鼓膜、外耳道重建，重新恢复听力
的一个8岁小女孩送给他的。他说，这是他
从医以来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

2021年，湖南省首个“耳鼻咽喉腔镜临
床医疗技术示范基地”正式落户邵阳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这意味着，该院耳鼻咽喉腔镜
技术实现了从临床实施上升到技术推广、规
范化诊疗与人才培养建设等多个领域。次
年，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被确认为湖南省临床
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一个8岁小女孩在给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生易天华的信里写道——

“谢谢你，让我重新听到美妙的声音！”
邵阳日报记者 刘敏 通讯员 谢翠玲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王群
郭晓波） 近日，家住大祥区的伍女士出现口干、多饮、
多尿症状，同时还发现双下肢不对称性凹陷性水肿，其
中左下肢水肿更为严重，并且伴有左足背皮肤溃烂，在
其他医院诊治后左足背皮肤溃烂的情况未见明显好
转，血糖控制不理想。为了寻求进一步的有效诊治，伍
女士辗转来到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病科求诊。

伍女士被诊断为“2型糖尿病伴血糖控制不佳皮
肤溃疡”，该科医生朱苗苗为其定制了个性化的治疗
方案，不仅帮助伍女士控制血糖，还针对她左足背的
皮肤溃烂进行精心治疗，促进伤口愈合，提高伍女士
的生活质量。经过10余天的治疗和护理，伍女士的
伤口面积逐渐缩小，下肢水肿消退。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而糖尿病足是
糖尿病严重的并发症之一。”朱苗苗提醒，糖尿病足是
由于糖尿病患者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导致下肢神经
和血管发生病变，使得足部容易出现感染、溃疡和深
层组织损伤。如果不及时治疗，甚至可能导致截肢等
严重后果。

对于糖尿病足患者来说，日常护理至关重要。朱
苗苗建议这类患者应每日检查足部，仔细观察足部有
无红肿、水疱、破损、鸡眼等异常情况。保持足部清
洁，用温水洗脚，避免使用刺激性的肥皂，洗脚后用柔
软的毛巾轻轻擦干，尤其要擦干脚趾间的水分。要正
确修剪趾甲，剪成平直状，避免剪得过短或过深，以免
损伤皮肤。选择宽松、舒适的鞋袜，避免挤压足部；袜
子要柔软、透气，避免穿有破洞或补丁的袜子。同时
要注意保暖，但要避免使用热水袋、暖宝宝等直接接
触足部取暖，以防烫伤，并定期进行足部按摩，促进足
部血液循环。

朱苗苗提醒，糖尿病足的预防和治疗，关键在于
严格控制血糖，保持血糖稳定在正常范围内。患者需
要定期进行足部检查，注意足部卫生，避免足部受
伤。一旦发现足部有伤口或异常，应立即就医，切勿
自行处理。

糖尿病足“伤”不起

日常护理至关重要
医生提醒：防治关键在于严格控制血糖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颖 通讯员
马凯嘉 蒋艳） 8月3日，2024年湖南省烧
伤与修复重建学术年会在我市召开。

此次会议由省医学会烧伤与修复重建
专委会主办，市中心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承办。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军特色医学中
心战创伤医学中心主任蒋建新，省外的6位
专家及来自省内14个地区、45家医院的近
200位专家、学者及业界同仁齐聚一堂，共同
探讨烧伤与修复重建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技
术突破。

蒋建新分享了在“多发伤救治”领域的研

究成果，尤其是在爆炸冲击伤与战创伤并发
症方面的治疗经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
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上海烧伤研究所所长
刘琰教授则针对“儿童深Ⅱ度烧伤创面处理
专家共识”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解读。

此外，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研究所所长
谢卫国、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烧伤与皮肤
外科科室主任官浩、广东省人民医院烧伤与
创面修复外科教授赖文、卞徽宁和南方医科
大学附属第十医院烧伤与创面修复外科主
任周军利分别就“混合移植与真皮替代物”

“小儿吸入性损伤治疗”“糖尿病足伤口综合

管理”“瘢痕增生机制”进行了精彩讲座。省
内 42 名专家也在“创面修复学组”“瘢痕与
烧伤康复学组及护理”两个分会场作了学术
报告，分享了他们的临床经验。

此次会议的参会人数创历史新高，线上
收看近 6000 人。通过精彩演讲和互动讨
论，不仅为烧伤与修复重建领域的专家提供
了交流平台，还促进了相关学科之间的合
作，激发更多创新思维。通过分享最新的科
研成果和临床经验，共同解决临床实践中面
临的难题，有助于提升全省烧伤患者的治疗
水平和生活质量。

探讨业内最新进展和技术突破
2024年湖南省烧伤与修复重建学术年会在我市召开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颖 通讯员 刘浩宇
李文娟 孟天笑） 近日，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在C
臂机精准引导下，为一名89岁的老人行左侧三叉神
经半月节球囊压迫术，成功帮助其摆脱三叉神经疼痛
困扰。被这“天下第一痛”折磨了10余年的患者，脸
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89岁的尹女士，被左侧脸部疼痛折磨了10余年，
长期服用口服药物治疗缓解疼痛，也曾辗转邵阳地区
多家医院。随着时间的推移，药物治疗效果不佳，一
直无法根本上摆脱疼痛折磨。经病友介绍，她了解到
市中心医院开展先进技术治疗三叉神经痛，于是满怀
希望来到该院。

该院神经外科接诊后，对尹女士进行了全面的检
查，诊断其左侧面部疼痛是因为三叉神经痛。神经外
科主任蒋开源以及该科功能组组长、副主任医师李朝
霞查看患者后考虑到了患者高龄，开颅风险大，还有风
湿性关节炎、胃炎病史。医疗团队进行术前讨论，很快
制定了治疗方案。经家属同意后，团队决定为尹女士施
行微创手术——三叉神经半月节球囊压迫术。

三叉神经半月节球囊压迫术简称 PBC，是在介
入下经皮穿刺到卵圆孔，将微球囊导管置入麦克氏
囊，压迫半月神经节来治疗三叉神经痛。手术切口仅
一个针眼大小，相对于传统疗法，此疗法可减少手术
痛苦，最大程度降低术后眼部并发症的发生率。而
且，相对于传统药物治疗，PBC治疗时间短，恢复速
度快，避免长期服药及药物带来的不良反应。

术中，手术团队巧用“一根针”，穿刺精准，手术过程
非常顺利。术后效果立竿见影，患者表示再无疼痛。

蒋开源介绍，三叉神经痛号称“天下第一痛”，是
最常见的脑神经疾病，以一侧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
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烈疼痛为主要表现，多见于中老
年人，且女性多于男性。疼痛性质如刀割、针刺、闪电
或烧灼样，骤然发作，持续数秒或数分钟后骤停。疼
痛不定期发作，发作间歇期同正常人一样。可由触摸
面部、说话、洗脸、刷牙、表情变化等诱发。很多患者
被误诊为“牙痛”而把牙齿给拔了。

目前，该院神经外科已常规开展三叉神经痛的开
颅微血管减压术、经皮三叉神经球囊压迫术，疗效确
切持久，为患者提供了更多个性化镇痛方案，为更多
的三叉神经痛患者带去福音。

耄耋老人被三叉神经痛折磨十年

一根针巧治“天下第一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