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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丹桂飘香。9月4日上午，解
放军152医院（以下简称152医院）四个诊疗
中心在门诊楼前举行揭牌仪式。自此，该院
的胸痛中心、卒中中心、消化道早癌诊疗中
心、胸部结节诊治中心正式组建，将更好地为
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四个中心托起152医院品牌

152医院院长郭长升说，近年来，医院门
诊量、收治量、手术量、医疗收入同比持续增
加，但药占比、平均住院日、出院患者人均诊
疗费用却持续下降，充分体现了军队医院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尤其是在军
改期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这和
市卫计委领导的关怀和全院工作人员的辛勤
付出是密不可分的。

据了解，近年来，该院心血管内科、呼吸
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分泌科本着人无我
有、人有我精、人精我专的原则，苦心钻研业
务技术，大力打造特色优势学科，在本地乃至
豫西南形成了明显的区域优势。该院成立四
个诊疗中心，其目的就是进一步整合优势资
源，密切科室协作，打造医院品牌，更好地为
人民群众服务。

当日上午，市卫计委主任李自召参加了
揭牌仪式。他说，多年来，152医院始终坚持
军队医院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地
方医改，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参与健康扶贫、精
准扶贫，参加市卫计委组织的各种医疗救援和
义诊活动，积极主动申请参加各种应急灾害救
援和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处置，为我市人民群众
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据介绍，此次该院成立四个诊疗中心，充
分证明了该院整合资源、优化流程、更好地为
群众健康服务的决心，将为胸痛患者、卒中患
者提供更及时、更有效的救治。

胸痛中心：构建无障碍急救体系

记者了解到，该院胸痛中心主任魏运亮

是我市心血管疾病方面的专家，该中心的不
少技术在我市处于领先地位，已构建起了无
障碍的急救体系。该中心在上世纪90年代
就开展了先心病动脉导管未闭弹簧栓堵术，
如今在先心病、心肌梗死等疾病的治疗方面
绝大部分能自主进行，患者不用再奔波到外
地治疗。对于危急重症患者，该科室的抢救
成功率在95%以上。

如今，胸痛中心在魏运亮的带领下得到
了长足发展。该中心的12位医生中，副高职
称以上有5人，中级职称6人，形成了合理的
人才梯队。魏运亮还多次派科室医生到北
京、沈阳等地的医院进修学习，并引进先进的
技术、设备和理念。

近来，魏运亮接诊的心梗患者比较多，
其中有年轻化的趋势，甚至还有 20 多岁的

青年。对此，魏运亮特别提醒，心血管疾病
患者平时要注意劳逸结合，戒烟限酒，膳食
平衡，避免情绪烦躁。如果出现胸闷等情
况，要警惕心梗等心血管疾病，及时到医院
治疗。

卒中中心：先进技术让患者远离病痛

近年来，卒中已成为我国居民第一大致
死疾病，但是传统的急性脑梗死早期治疗主
要局限于静脉溶栓。对于大动脉闭塞进行的
急性脑梗死，单纯静脉溶栓治疗血管再通率
较低。对此，152医院卒中中心在我市率先开
展了多模式桥接治疗脑梗死，根据发病时间、
病变责任血管及发病机制，选择不同的策略
组合，包括静脉溶栓、支架置入、动脉溶栓、机
械取栓等处理方法，进行无缝隙桥接治疗。

该中心负责人岳慧丽说，采取多模式桥
接治疗可让脑梗死患者血管再通率达到
96%，是一种将静脉溶栓与动脉溶栓或机械
取栓相结合的非常具有发展前景的治疗模
式，也是目前国内外公认的治疗急性大血管
闭塞导致的缺血性脑血管病行之有效的方
法。目前，该中心每年都成功救治多例这样
的患者，治疗水平在我市位居前列。

消化道早癌诊疗中心：重视三早，防治消
化道早癌

该中心开展消化道早癌诊疗已有10年，
近年来平均每年接诊患者超过 130例，经追
踪回访恢复得都不错。该中心主任申民强
说，消化道早癌体现在三早：即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经过每年诊治患者的人数对比，
近年来，消化道早癌有明显递增趋势，因此，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据了解，为更好地服务患者，该中心先后
引进了高倍放大的电子胃镜、电子结肠镜等
高端医疗设备。高级人才、先进技术、前沿设
备，为消化道早癌诊疗中心铸就了一座让患
者放心的桥梁。

胸部结节诊治中心：为患者提供高质量
服务

近年来，152医院胸部结节诊治中心喜讯
频传：该中心加入河南省肺部结节（早期肿
瘤）互联智慧诊疗联盟，随后又成为国家呼吸
临床研究中心、北京中日医院呼吸专科医联
体慢阻肺协作组成员单位。

该中心主任刘建刚说，肺癌患者若有疑
难病症，可足不出户让北京中日医院、上海呼
吸病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山医院、河南省人民
医院的知名专家进行远程会诊，达到精确诊
疗。刘建刚表示，胸部结节诊治中心将以此
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专科疾病预防、诊断和治
疗水平，使患者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为呼
吸系统疑难疾病患者保驾护航。

四个中心托起解放军152医院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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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前沿

重症肾衰合并冠心病心绞痛，心功能下
降……近日，我市新华区49岁的李先生深陷
心血管狭窄危机。药物治疗效果不佳，严重
的心血管病变无法实施导管介入治疗，李先
生将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心脏搭桥手术上。
在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二院）心胸外
科的护航下，手术室、肾内科、麻醉科等多学
科协作，通过心脏不停跳冠脉搭桥术，终于解
除了患者的生命危机。

勇闯生命禁区 攻克技术难关

9月4日，笔者在市二院心胸外科特护病
房见到了手术后的李先生。他正在接受床旁
血滤，还带着氧气面罩，但气管插管已经拔
除，处于术后恢复期。心胸外科护士长王会
霞表示，患者目前情况良好，再过一天就可转
入普通病房。

据管床医生陈海全介绍，患者有慢性肾
功能衰竭病史，每周至少需要透析3次。入
院检查发现，患者肾功能很差，有时一天都排
不出一滴尿，全靠血液透析维持。肾功能几
近衰竭的基础上，患者三支冠状动脉都出现
重度狭窄，心肌供血及心功能评估结果极
差。患者随时可能急性心肌梗死，手术迫在
眉睫。

这样的肾衰竭患者，且伴有严重的高血
压，搭桥手术风险极高。该院心胸外科主任
马治欣说，常规心脏搭桥手术需让心脏停搏，
通过体外循环来进行，但面对可能发生的电
解质紊乱、凝血机制破坏、脏器缺血导致功能
减退等并发症，以及体外循环时产生的各种
炎症因子因肾功能衰竭而无法及时排出等高
危因素，使患者的术中和术后都存在极高风
险。

综合考虑患者的身体情况后，马治欣决
定采用心脏不停搏的方法手术，这虽增大了
手术难度，但能大大降低手术过程对患者全

身脏器的影响。为确保万无一失，心胸外科
会同肾内科、手术室和麻醉科再次会诊，决定
在围手术期为患者进行床旁血滤，滤除血液
中的代谢废物。手术全程氛围紧张，步骤紧
凑，经过4个多小时的努力，这个极具挑战性
的手术取得了成功。

勇闯生命禁区，市二院心胸外科用业务
实力护卫了患者的心脏健康。近年来，面对
越来越多需要心脏搭桥的重症心力衰竭、支
架术后再狭窄、高龄以及合并复杂基础病等
高危重症患者，市二院心胸外科勇于创新，攻
克一道道技术难关，仅近一个月来，该科就完
成了多例复杂、高危重症患者的心脏搭桥手
术及二尖瓣狭窄瓣膜置换、修复手术。在百
姓心脏健康面临生死挑战的最后一道防线
上，该科用勇于担当的精神和精湛的医疗技

术，筑起了鹰城患者的“护心长城”。

至诚至善服务 延伸学科内涵

在该科特护病房，笔者看到护理人员正
在严密守护术后患者，王会霞说，心胸外科手
术多为三四级大手术，术后护理尤为重要，科
室开设的特护病房，专门为患者提供术后全
程监护。

多年来，随着科室护理人员在上级医院
完成进修培训，该科室在患者术后接入病房、
管道管理、无菌操作等方面不断优化流程，全
面完善了患者术后的心理护理、基础护理、循
环系统及呼吸系统护理等，为术后患者提供
安全高效的监护服务，大大降低了潜在并发
症的发生，确保患者顺利康复。

技术与服务的至诚至善，让该科的综合
实力领航鹰城及周边地区。去年11月，由市
二院牵头成立的平顶山市心血管联盟拉开了
我市心血管专科长足发展的序幕。马治欣担
任联盟主席，该院心内科、心胸外科、介入科
等强势学科纷纷加入，为联盟的学科发展注
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为本区域内专科强院的典范，早在2011
年，我国著名心脏外科专家万峰、高峰等应邀
加盟；去年，该科又加盟河南心脏血管联盟，成
为联盟单位。自此，上下贯通、分级诊疗的心
胸外科服务平台更加完善，学科内涵不断延
伸，更多的基层医院和基层患者从中获益。

采访中笔者得知，该科刚刚完成一例鲁
山县风湿性心脏病合并左心房巨大血栓患者
的手术治疗。该男性患者51岁，有风湿性心
脏病病史，近来病情不断加重。入院检查为
重度二尖瓣狭窄、肺动脉高压，超声心动图可
看到左心房内有一直径8cm左右的混合性血
栓。在与患者沟通中得知，该患者家庭收入
微薄，经济状况无力负担手术费用。市二院
启动“两免五优先”扶贫政策，为该患者提供
帮助。经周密的术前准备后，马治欣带领手
术团队实施二尖瓣置换+左房取栓+左心耳缝
扎术，术中严格监测、有效预防了血栓的脱
落，最终成功解除了疾病威胁，阻止了血栓堵
塞血管引发的严重后果。

技术领航，服务优先，在严格质控、团结
协作的市二院心胸外科，完善的医护共同查
房、定期业务学习等制度管理，为专业的不断
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每年，科室都会定期派
遣医护人员前往北京、郑州等国家级、省级医
院的权威专科进修学习，优秀的学习型队伍、
团结协作的科室文化，共同促成了心胸外科的
纵深发展。作为心血管内科的强大支撑和坚
强后盾，市二院心胸外科在守护百姓心脏健康
的最后一道防线上，以开拓创新、锲而不舍的
精神持续贡献着自己的专科力量。 （李莹）

市二院心胸外科连克技术难关
为患者筑起“护心长城”

市二院心胸外科专家正在实施心脏搭桥手术。闫一博 摄

9月4日上午，解放军152医院四个诊疗中心正式挂牌。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