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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近日，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联合重

症医学科成功救治了一名心脏骤停患者，

展现了该院在急危重症救治领域的专业医

学水平和高效协作能力。55 岁的周女士因

心肌梗塞，经历了从生死边缘到重获新生

的惊险历程。

今年 11 月底，患者周女士在家反复胸

痛一星期，症状未见缓解。12 月 5 日，周女

士病情持续加重，被家属紧急送往就近医

院接受治疗。刚到达医院进入急诊科抢救

室，周女士就出现室颤现象，情况十分危

急。医院立即为她采取了除颤和胸外按压、

气管插管等措施，极力稳定周女士的生命

体征。经过初步诊断，周女士被确诊为心肌

梗塞。随后，医院立即采取了静脉溶栓治

疗，溶解堵塞冠状动脉的血栓，恢复心肌的

血液供应。但因周女士反复发生室颤，频繁

电除颤，生命体征难以平稳，急需进一步治

疗。面对危急病情，医院迅速联系了市中心

医院心血管内科。该科主任石向江接到求

助后，立即赶往周女士所在医院。

当石向江赶到周女士所在医院时，其

病情已呈现进行性恶化，突发心脏骤停。医

护人员立即对她实施了多次除颤和心脏按

压，并紧急调整药物治疗方案。此时，周女

士的血压仍需依靠大剂量升压药物来维

持，心脏彩超结果显示，她心脏搏动微弱。

面对这一紧急情况，石向江迅速联系

了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ECMO 团队副

主任邓定发。邓定发迅速组织 6 名成员，携

带 ECMO 设备赶赴现场。在抢救室内，邓

定发带领团队成功在病床旁为周女士植入

了 ECMO 设备，并使其顺利运行，为后续

救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经过一系列抢救

措施，周女士的心跳终于恢复，生命体征也

逐渐平稳下来。

周女士的病情稳定后，为了让她能够接

受更为全面和系统的治疗，家属决定将其转

院至市中心医院。转运过程中，邵阳快警沿

途开辟了绿色通道，确保转运路线畅通无

阻。医护人员全程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测

周女士的生命体征，确保转运过程安全顺

利。同时，市中心医院相关科室也进行了紧

密沟通与协作，做好了充分准备。

抵达市中心医院后，周女士被迅速送入

手术室，接受冠状动脉造影手术。手术过程

中，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石向江团队

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成功为周女

士开通了堵塞的血管。手术顺利完成后，周女

士被送入重症监护室（ICU）进行密切观察。

在 ICU 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周女

士的病情持续稳定好转，相继撤除了呼吸

机及 ECMO。12 月 15 日，周女士顺利转入

普通病房，继续接受康复治疗。为明确治疗

效果，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再次为周女

士进行了造影复查，结果显示她的血管已

完全恢复通畅。如今，周女士正在医护人员

的指导下进行康复治疗，科室团队根据她

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个性化康复方案，周女

士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都在逐步恢复。

此次成功救治心脏骤停患者，不仅体

现了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重症医学科

在紧急救治方面的过硬实力，也展示了该

院在跨院区转运和协同救治方面的高效能

力。从接到求助到启动绿色通道，再到火速

救援、跨院区转运和无缝衔接治疗，每一个

环节都体现了该院医护团队成员之间的紧

密合作和高效协作。

一直以来，市中心医院始终秉承“患者

至上”的服务理念，致力于为患者提供优质

的医疗服务。该院不仅拥有先进的医疗设

备和技术精湛的医疗团队，更在救援协作

方面展现出强大的实力。各科室间紧密配

合，形成了一套高效、有序的救治体系。在

紧急情况下，该院能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调动各方资源，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

治，为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保障筑起了

一道坚实的防线。

争分夺秒 重获“心”生
——市中心医院多学科协作成功救治心脏骤停患者

邵阳日报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李文娟 阳媚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刘

敏 通 讯 员 吕 许 艳 胡

婉） 为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内

涵建设，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12

月 27 日上午，邵阳市脑科医院举

办的 2024 年中层干部管理能力

培训班正式开班。该院领导班

子、临床科室主任、护士长、职能

部门负责人等中层以上骨干共

60余人参加培训。

在开班仪式上，该院党委书

记周爱明说，中层干部是医院高

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医疗

质量与医疗服务的责任人，打造

一支高素质、履职能力强的管理

团队，是提升医院精细化管理水

平和综合服务能力，推动医院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全院

中层干部以此次培训为契机，认

真学习，思考领悟，不断提升开拓

创新的履职能力，着力推进学习

成果转化，助力医院在创建三级

甲等医院和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

蓄力奋进。

据了解，本次《运营管理能力

提升》培训班特别邀请北京成功

使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高级讲

师、医院管理实战专家宋天杰进

行 现 场 授 课 。 培 训 时 间 为 期 3

天，培训内容紧紧围绕提升管理

人员综合能力，锻造新质生产力，

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进行授课。

宋天杰老师从团队建设、领导力

开发、强化执行力、加强有效沟通

等诸多方面，与医院中层骨干进

行深入讨论交流。

培训过程中，学员们认真听

讲，积极互动，大家纷纷表示，老

师的授课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对进一步提高沟通与管理水

平，增强责任意识，推动医院实

现跨越式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

作用。

市脑科医院 60 余名中层以上骨干接受集训

加强内涵建设 凝心聚力提效能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熹

珩 通讯员 周娟 于豆） 为提

升全院医疗应急快速反应能力，

确保门急诊及住院危重患者的抢

救成功率，进一步规范危重病人

管理，保障医疗安全，邵阳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于近日举办了首届院

内四人组快速反应小组应急演练

竞赛。

本次竞赛围绕科室可能发生

的紧急医疗情况展开，包括患者

过敏性休克、突发心脏骤停及心

肌梗死等高风险事件。该院共

24 个临床科室积极响应，组队参

赛，医务部、护理部、应急与公共

卫生部等相关部门全程参与考核

及评价，确保竞赛的规范性和公

正性。

演练设计紧贴“实战”需求，

从场景布置、用物准备到情景设

计均经过精心策划和反复推敲。

在演练过程中，各部门人员分工

明确、配合默契，反应迅速且操作

规范。诊疗过程有条不紊，应急

处理流程合理且各环节衔接紧

密，充分检验了医院突发事件应

急处理流程和救治能力，也进一

步增强了医护人员的团队协作意

识和应急反应能力。

经过紧张激烈地比拼，竞赛

最终评选出 11 个表现突出的快

速反应团队。该院急诊科凭借出

色的团队协作和应急处置能力夺

得桂冠，神经外科与泌尿外科荣

获二等奖，心血管内科、神经内

科、新生儿科获得三等奖，关节与

创伤外科、重症医学科、肝胆疝外

科、肛肠外科、产科、脊柱与骨肿

瘤外科获得优胜奖。

应急处置救治能力是衡量医

院综合救治能力的重要指标。该

院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坚持“以

赛促改、以赛促进”的原则，不断

优化应急处置救治流程，规范应

急处置救治行为，并始终坚持以

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为医院高

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人民

群众的生命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24 个临床科室
参与应急演练竞赛

检验和提升应急处置救治能力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黄

灵芝 吕许艳） 为进一步规范

精神疾病临床诊疗行为，提高精

神医学诊疗质量，12 月 19 日至 20

日，我市举办 2024 年精神医学质

量控制中心工作会议暨全市常见

精神障碍防治专题培训班。

会议对我市精神医学质量控

制中心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部

署。为了把提高精神医学质量作

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重要

内容，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将建

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完善质量

控制标准和指标，加强对精神医

疗机构的质量监督和检查，规范

诊疗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建

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加大对

精神医学专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专业素

质，同时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医疗

机构和专家的交流与合作，引进

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提高邵阳精

神医学的整体水平；将加强精神

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通过多种

形式和渠道，向公众普及精神卫

生知识，提高公众的自我保健意

识和能力。

会议现场，还为市脑科医院

12 家医联体成员单位进行了授

牌。

会后，省、市知名精神医学相

关专家分别以危重症的识别与救

治、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化管

理、痴呆的管理等内容为主题，向

100 余名精神卫生专职人员开展

了培训。

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
提高精神医学诊疗质量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蒋玲慧 通
讯员 颜程 李文娟 阳媚） 12 月 23

日，市中心医院成功开展了邵阳地区首例

“经心尖途径植入 J-valve 瓣膜”手术，这

是该院在心血管介入领域的又一重要突

破。此次手术由该院心内科主任石向江，

主任医师、心胸外科负责人姚发与武汉亚

洲心脏病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华正东和主任医师韩啸共同完成。

患者尹兴（化名），男，73岁，因反复胸

闷气促加重3天入院。2个月前，他因胸闷、

气促及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多次住院，症

状持续反复。12月3日，患者胸闷气促症状

加重，伴有腹胀，且无法平卧。12月6日，尹

兴由当地医院救护车转入市中心医院急诊

科。入院后，经过详细检查，医生排除了“冠

心病”的诊断，最终诊断为“重度心衰”。心

脏彩超与心脏磁共振显示，尹兴患有主动

脉瓣重度反流，直接导致了心衰。

考虑到尹兴年龄较大、心功能较差，

传统的外科开胸换瓣手术风险较高，且

可能对患者造成较大创伤，该院组织了

MDT（多学科会诊）讨论，最终决定为患

者选择经心尖途径植入 J-valve 瓣膜进行

治疗。12 月 23 日下午，在市中心医院心脏

中心内外科、麻醉科、超声科和 ICU 全力

配合下，手术历时 3 小时顺利完成。术后

心脏彩超显示，尹兴的重度反流已转为

少量反流，手术十分成功。

“经心尖途径植入 J-valve 瓣膜”手术

的成功开展，为邵阳地区的心血管疾病患

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该手术是经导

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杂交手术的

一种创新应用。TAVR 作为一种微创介入

手术，通常通过股动脉路径进行瓣膜植

入。然而，对于某些高风险患者或血管条

件不适合经股动脉途径的患者，TAVR 杂

交手术通过结合其他路径，如经心尖途

径，不仅有效避免了传统开胸手术的创

伤，还能够克服股动脉路径受限的问题。

与传统手术相比，有创伤小、恢复快、并发

症少等优点，为高龄及高风险患者提供了

更为安全和有效的治疗方案。

市中心医院取得心血管介入领域又一重要突破

首次成功开展“经心尖途径植入J-valve瓣膜”手术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畅珺 通讯
员 龚平） 为进一步保障新生儿安全，12

月 26 日至 12 月 28 日，我市举办 2024 年新

生儿早期基本保健技术县级师资培训班。

据了解，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技术

（EENC）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和推广的

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改善新生儿健康的适

宜技术，是我国新生儿安全项目的重要组

成部分。该项目强调以新生儿健康需求为

中心，改善分娩时和新生儿生命早期保健

服务。提升该技术的核心措施覆盖率，能

有效降低新生儿疾病的发生风险，改善新

生儿生存质量。

来自各县市区的 20 余名基层医疗机

构儿科、妇产科医护人员共同参与了这场

专业且实用的培训。EENC 省级师资、省

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主任冯彬彬详细解

读了《湖南省第二周期新生儿安全项目实

施方案》，深入阐述了推广实施新生儿早期

基本保健技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本次培训班的课程内容丰富，涵盖了

有呼吸新生儿分娩日常操作及指导、无呼

吸新生儿分娩日常操作等多个方面。通过

专家授课、实操演练、小组讨论等多种形

式，学员们不仅熟练掌握了新生儿分娩操

作的基本流程和技巧，还显著提高了在实

际工作中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能力。

我市举办 2024 年 EENC 县级师资培训班

提高技能 护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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