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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心血管内

科三病区位于新院区病房大楼 7 楼 A

区，由老院区心内三科整体搬迁而来。

自去年 11月开诊以来，该科与全国一流

的心血管专家团队精诚合作，以精湛的

医疗技术、先进的医疗仪器为广大患者

的健康保驾护航。

2021 年 12 月 28 日，市第一人民医

院和著名心血管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霍勇教授团队签约，成立心血管病中

心暨霍勇教授工作站。

心血管病中心（霍勇教授工作站）

特聘请霍勇教授为中心主任，刘潮中教

授、丁燕生教授、曲华清教授和潘广玉

教授分别为中心执行主任、中心首席专

家以及中心副主任。引进国内一流团

队入驻市一院，在专家坐诊、手术开展、

临床带教、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教学科

研等多个方面带动提升，实现了管理与

技术的双输入，让心血管病患者就近就

能享受到国家级医疗团队提供的高质

量筛查、预防、治疗、康复和慢病管理一

体化服务，从而提升我市心血管疾病诊

疗技术水平。

该病区擅长以下四个方面的诊治：

1.冠心病的急危重症抢救。快速、安全、

有效地挽救患者生命。2.心律失常的

诊治。尤其是房颤的射频消融和左心

耳封堵术，这项技术在我市开展较早。

该技术有较高的技术门槛，目前心血管

内科三病区完成了我市绝大多数射频

消融和左心耳封堵手术，积累了丰富的

临床经验。3.顽固性高血压的诊治。

在我市率先设立高血压门诊，在高血压

的规范诊治、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方面

有丰富经验。4.冠心病的精准诊治。

引进了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设备，

作为目前血管内血栓探测的“金标准”

检查，可以高分辨率展示病变细节，尤

其对支架放入后的效果有更精准判断，

为患者提供更精准的治疗。

据病区主任张铁须介绍，在市一院

心血管病中心，胸痛救治绿色通道24小

时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开通。近日，一

个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从宝丰转院而来，

胸闷、痛持续数小时未缓解。抢救心肌

细胞就是抢救生命，一个标准化的胸痛

救治绿色通道立即启动。经

医护人员奋力抢救，患者转危

为安，经半个月的观察治疗，

情况稳定，顺利出院。

心血管内科三病区目前

有医生 11人，其中高级职称 6

人、硕士 7人。张铁须为主任

医师，具有医学硕士学历，其学术兼职，

目前有河南省高血压达标中心联盟副

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

搏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高血压

防治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高

血压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师

协会心血管医师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师

协会心电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卒中学

会房颤心律失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平顶山市心电生理与起搏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平顶山市医学会高血压防

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他还是

市高血压专业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曾获

得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市学术技术带

头人等称号。

2019年，市一院正式通过中国房颤

中心和国家高血压达标中心的认证。

张铁须表示，心血管内科三病区正以此

为契机，进一步深化院内多学科协作，

统一诊疗规范，优化诊疗流程，为提高

我市房颤治愈率和促进我市高血压防

治水平的提升做出卓越贡献。

（本报记者 魏应钦）

——记市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心血管内科三病区

携手一流专家团队托起“心”的希望

他是一名“铅衣战士”，在射线下操

控精密的脑血管介入手术；他是急危重

症救援的“急先锋”，却成为护航神经中

枢的“慢先生”。

平衡快与慢，行医术之精妙，展医

德之美好，这位心系百姓健康的医者就

是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以下简称

总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李舟。

蛛丝马迹中辨明疾病“真凶”

2007年，李舟自郑州大学临床医学

专业毕业后进入总医院神经内科工

作。翌年，按照医院安排，李舟进入急

诊科轮转。

急性主动脉夹层是急诊中最致命

的急危重症之一，由于其临床表现复杂

多样，诊断十分具有挑战性。

2010 年冬天的一个凌晨，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突发双下肢瘫软无力入

院。李舟详细询问发病情况，“四五点

时他起床喝水呛了一下，突然腰疼，两

条腿就使不上劲了。”“平时血压挺高，

前几天腰疼还去按摩了……”碎片化的

信息中，李舟一边快速检查，一边判断

可能的病因。

就当基本排除脑血管病变时，“90/

60mmHg”的血压值引起李舟的注意。

“患者有高血压病史，怎么出现如此低

的休克血压？”李舟下意识地掀开被子：

双下肢苍白！他立马伸手去摸足背动

脉，动脉搏动触及不到……

“会不会是主动脉夹层？”此念头一

闪而过，高血压史、双下肢无力……这

些原本串联不上的症状似乎有解了。

“若是主动脉夹层，就太凶险了！”李舟

脑中的弦立即紧绷起来。半个小时后，

超声及 CTA结果印证了李舟的判断，患

者立即被送往重症医学科治疗。

“在最短时间内，完善最多检查，以

最快速度明确诊断。”李舟的经验总结

无疑是治病救人的“法宝”。

孜孜探寻神经中枢密码

2015年 6月，随着脑血管疾病发病

率的增长，总医院专门开设神经内科急

诊，李舟的工作更忙了。2016 年，他前

往四川大学附属华西医院进修神经内

科专业，接触神经中枢疑难疾病后，他

就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

脊髓性相关疾病、脑部炎症性疾

病、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这些普

通人知之甚少，却令患者深受困扰的疾

病，就是李舟不断抽丝剥茧、探寻破解

密码的领域。在李舟手机里，存着许多

典型病例的资料。让他印象最深刻的，

是一位女性患者陈某。

年仅 36岁的陈某是拄着拐蹒跚而

来的。半年前，她出现了四肢麻木、走路

不稳，在多家医院被当作颈椎病医治。

“大夫，我可能是抑郁了。”陈某在

熟人的推荐下找到李舟，想缓解一下精

神压力。在李舟的详细询问下，陈某讲

述了患病后的经历。排除心理因素后，

李舟隐隐感觉到这可能是中枢和周围

神经系统变性的疾病。随后的神经系

统查体证实了他的判断：陈某的脊髓后

索、侧索以及周围神经多发损害。

“可能是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李

舟解释说，这是一种由于维生素 B12的摄

入、吸收、结合、转运或代谢障碍导致体

内含量不足而引起的中枢和周围神经

系统变性的疾病。该病起病隐匿，多发

于胃大部切除术后或酒精依赖的群体。

而陈某并无胃切除病史和喝酒的

嗜好，发病原因是什么呢？在花费大量

时间查看陈某提供的过往检查资料时，

李舟在一份基因检测报告中找到了答

案：甲硫氨酸合成酶数值低。

甲硫氨酸合成酶正是与维生素 B12

合成甲硫氨酸。甲硫氨酸合成酶缺乏

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体对维生素 B12

的吸收。找到病因后，陈某补充维生素

B12后，四肢症状完全消失。

急诊的经历让医生的脚步“快”起

来，而诊断神经内科疾病却需要“慢”下

来。李舟说，曾经，为了明确诊断一名

被“诊断”为“格林巴利综合征”的 28岁

小伙子，他用时 5 天查阅文献资料，最

终辨明小伙子为营养相关性周围神经

疾病。从而帮助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

免去了数万元的治疗费用。

精诚行医护航百姓脑血管健康

对神经内科医生来说，症状千变万

化，治疗更是千头万绪。而明辨其宗的

背后是李舟多年来对医学的默默钻

研。他说，看书是他坚持多年的习惯。

繁忙工作之余，他攻读了神经内科专业

硕士研究生，考取了执业药师证书和心

理咨询师证书。

去年 6月，李舟到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进修神经介入技术。学成归来

后，他又加入到总医院卒中中心神经介

入治疗工作中。通过介入支架、介入机

械取栓技术救治脑血管患者于“生死之

间”。

李舟说，在争分夺秒的急诊救治之

余，他还不断完善着对比增强 TCD（经

颅多普勒超声）诊断右向左分流、脑血

流微栓子监测技术。未来，希望能将神

经介入与脑血流微栓子监测相结合，为

脑梗患者提供更安全的围手术期治疗

环境。不断学习精神分析、认知行为、

催眠等心理治疗技术，为青少年神经症

患者排忧解难。

行医十五载，对于李舟来说，在争

分夺秒的“快”和潜心钻研的“慢”之间，

正逐渐找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就是

患者的安全与健康。快慢对立统一，医

者更能精诚护卫百姓健康。 （李莹）

——记总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李舟

探寻神经密码 精诚守护生命

2 月 8 日，一位患者在新华区人民医

院内科就诊。

春节期间，由于暴饮暴食或者饮食过

度油腻导致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高发，

近日到该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该科

主任李忠吉表示，近几年，节日期间饮食

不节制诱发胃肠道疾病的情况很常见，节

后需尽快调整饮食结构，如有不适应及时

就诊。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胃肠道疾病患者增多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 通讯员

王文璐）为及时有效发现和控制传

染源，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诊

断、早隔离和早治疗，自 1 月 30 日

起，汝州市启动重点人群核酸检

测，汝州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

总院积极响应，检验科迅速行动，

抽调 14 名人员组成核酸检测工作

小组，本着“机器不停歇”的原则，

对核酸样本进行快速精准检测，确

保及时、准确地完成检测任务。1

月 30日至 2月 2日，该集团总院共

检 测 核 酸 样 本 52410 份 ，全 部 阴

性。

“从去年 12月 30日开始，检验

科所有人员便放弃休息时间，开启

24 小时三班倒模式。面对近期骤

增的工作量，大家的工作依旧有条

不紊，严格按照汝州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力争在

最 短 的 时 间 内 完 成 核 酸 检 测 任

务。”该集团总院检验科 PCR 实验

室主任王延军说。正是全体核酸

检验员开足马力、日夜赶工，才使

被送往实验室的核酸样本能够尽

快完成检测。

与身处现场采集核酸的医护

人员不同，检验人员坐在实验室

里，通过一份份标本和试剂进行战

“疫”，在幕后守护着大家的平安。

核酸检测的工作单调、乏味，

却容不得半点马虎。新冠病毒核

酸从收到标本到检测结果发放需

要经过灭活、加样、提取、扩增、审

核等多个环节，检验人员从收到标

本时便马不停蹄进行检测，保证检

测结果以最快的速度发出。

由于 PCR 实验室工作的危险

性，整个操作的过程都需要在密闭

的负压环境下完成，检验人员需要

进行三级防护，穿戴厚重的隔离

衣、防护服、N95口罩几个小时，还

要克服闷热、面屏起雾等多重困

难，在这期间不能喝水，不能上厕

所，往往一个班次下来大家就疲惫

不堪，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工作

谨慎、细致的态度。

“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想到我

们多流一点汗水，就能为抗疫工作

多做一点贡献，更好地护佑百姓的

健康，我们觉得一切都很值得。”王

延军说道。

汝州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总院24小时全力运转

全力支援重点人群核酸检测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在不孕

不育诊治过程中，医生会根据病情

要求患者做子宫输卵管造影检查，

但是总有一小部分人嫌麻烦、怕疼

不愿进行检查。对此，市计生科研

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医生刘伟娜提

醒，有些不孕症患者需要做子宫输

卵管造影检查。

刘伟娜说，子宫输卵管造影是

通过导管向宫腔及输卵管注入造影

剂，根据造影剂在输卵管及盆腔内

的显影情况来了解输卵管是否通

畅、阻塞部位及宫腔等情况的一种

X 线检查手段，对追查阻塞原因及

了解子宫畸形有很大帮助。相对于

输卵管通液，子宫输卵管造影更加

精准，并且造影偶尔可使轻度输卵

管阻塞通畅继而受孕，对输卵管阻

塞有轻度治疗作用。该中心每年做

该项检查近 2000例，绝大多数患者

无明显不适和痛苦。

有部分患者因为碘过敏或者担

心用碘油造影后需要避孕 3个月才

可怀孕，该中心一直采用的是免皮

试的碘水造影，不用考虑碘过敏问

题，在输卵管通畅的情况下隔月就

能试孕。用碘水检查也没有那么麻

烦，当天检查当天即可出结果。

那么，哪些不孕症患者需做子

宫输卵管造影检查呢？刘伟娜表

示，有如下情况者均应考虑：1.平素

监测卵泡发育尚可，男方精液正常，

试孕 3个月及 3个月以上仍未孕者；

2.符合原发不育或继发不育，经诊断

需要检查输卵管是否通畅者；3.输卵

管造口或成形术后需要验证输卵管

是否通畅者；4.输卵管结扎后欲再

通，必须了解子宫输卵管情况以决

定是否能做手术者；5.怀疑子宫输卵

管畸形者。

另外，子宫输卵管造影检查还

需要注意以下事项：1.检查应在月经

干净 3-7天内进行；2.无急性或亚急

性盆腔炎，体温正常；3.白带检查阴

道无滴虫或霉菌感染；4.造影前 3天

和造影后两周内禁性生活及盆浴。

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医生提醒：

有些不孕症患者
需做子宫输卵管造影检查

医疗人员在诊断病例 王俊豪 摄

2 月 7 日，节后上班第一天，记者在市妇幼保

健院看到，门诊人流不断，医护人员都在认真工

作。“对我们来说，春节像平常一样，守护孕产妇和

病人的健康已经成为习惯。”该院的医护人员

说。

长假7天

70个“虎宝宝”扎堆闹春

“从除夕到大年初六，共有 70 个‘虎宝宝’在

我院平安诞生，其中有三对双胞胎。大年初四、初

六诞生的宝宝最多，初四诞生 15 个，初六诞生 16

个，均母子平安。”提到长假期间的情况，产房护士

长陈丽娜高兴地说。

第一个在该院产下“虎宝宝”的是湛河区产妇

霍女士。1月 30 日下午，二胎足月的她有“阵儿”

了，便迅速赶到市妇幼保健院，住进产科三病

区。接诊医生何英丽为她进行详细检查，发现羊

水偏少。在医护人员的周密观察下，霍女士于除

夕晚上 11 点半进入产房，初一早晨 6 点半顺利产

下一名健康女婴。住院 3 天后，她就喜滋滋地抱

着宝贝出院了。

“我们科一位产妇在初四产下了一对双胞胎，

两个男婴，一个 2940克，一个 2670克。剖宫术非

常顺利，孩子也很健康。”科管床大夫杨春笑盈盈

地说。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健康，

从除夕到大年初六，该院 6 个妇产科病区和其他

病区、产房、手术室、新生儿科的主任及护士长都

没有休息。医务人员成功克服了一些产妇早产、

疤痕子宫等问题，帮助她们实现了新年的第一个

心愿。“长假 7天，我科共收治新生儿 20名，最危重

的是一位孕 28 周的超早产儿，经过大家的努力，

孩子们都很平安。”新生儿科医生石磊说。

“保健院不仅人亲切，而且改造后的产科楼、病

房楼环境优雅、舒适，在这里住院感到很舒心。”不少孕产妇纷纷点赞。

多科协同

成功救治重症孕妇

从大年初一到初六，一位叶县转来的重症孕妇始终牵动着该院领导

和医务人员的心，该院中层微信群实时播报着这位病人的情况。得知该

患者渐渐康复，大家在群里为其送笑脸、送鲜花。

大年初一下午 3点半，这位孕妇在家出现抽搐，由 120紧急送到市妇

幼保健院急诊科。急诊科一刻也不敢耽误，迅速把她护送到产科五病

区。接诊医生李倩倩见病人血压高达 163/105mmHg，未听到胎心音，紧急

进行彩超检查。彩超检查提示：胎死宫内，怀孕 32周左右。

李倩倩一边紧急为患者办住院手续，一边将情况汇报给科主任。此

时，病人再次出现抽搐、意识丧失，被诊断为子痫抽搐。当天值班的科主任

杜幸琴、护士长王鸽及内科医生霍晓芳紧急赶来救治患者，实施药物制止

抽搐、降压、降颅压，放置开口器防止患者唇舌咬伤等一系列抢救措施。

闻讯赶来的医教部主任陈绍林，产科三病区主任、市危重孕产妇救治

中心主任孙菊英，手术室主任郭国建和医生徐小宾等人一起投入急救。在

病人没有缴费的情况下，检验科、超声诊断科、药房等相关科室一路绿灯。

经过急救，病人抽搐得到控制后，杜幸琴及主治医师王亚丹为病人紧

急进行剖宫取胎术，手术顺利。病人术后转到内科，内科主任辛藏玲、医

生霍晓芳等人带领医护团队，一次次帮助病人度过了再次出现的高血压、

抽搐昏迷、心衰、肾衰以及住院前就出现的视网膜脱落、双目失明等难关。

为了病人的安全，从病人转到内科直到次日下午 4点，霍晓芳寸步不

离守在病床旁，直到病人拔掉插管，病情逐渐平稳，才下班回家。目前，病

人视力基本恢复，心肾功能改善，不久即可康复出院。

这位病人住院一周前就出现水肿、心悸、胸闷、双目视力模糊等症状，

到叶县医院检查时，血压高达 160/103mmHg，尿蛋白 3+，但是没有得到家

人足够的重视。到该院时，病情发展得更严重了，靠着大家的一起努力，

她才转危为安。“病人康复了，我们比什么都高兴！”一位医务人员说。

全员调动

用心做好保障工作

为确保长假期间全院平稳运行，服务好病人，春节前夕，该院党委书

记岳小妹、院长宋基中主持召开春节安全工作会，再次部署疫情防控和安

全生产工作，并带领院党政班子成员深入全院督导检查；除夕，他们还带

领院党政班子成员及机关科室负责人，为值班人员送上节日问候及慰问

品。机关后勤人员抓紧调试好病房中的彩电，保证孕产妇、病人能看到春

晚。长假期间，院党政班子成员以身作则，轮流带班，机关、后勤、基建等

科室都在围着临床转，充分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坚守在医院各个疫情防

控点的志愿者 24小时轮流值班，认真管控，为孕产妇及病人的安全保驾

护航。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确保了全院平稳运行。 （魏应钦 苗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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