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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9月 14日，美年大健康
平顶山体检分院向全市公安机关部
分民警及亲属捐赠公益体检仪式
举行。此次公益体检捐赠对象为
全市公安机关因公牺牲民警亲属、
四级以上伤残民警及 2017 年荣获
省级以上优秀人民警察（亲属），总
价值16万元。

捐赠仪式上，美年大健康平顶
山体检分院总经理申远翔代表捐
赠方表示，全市广大公安民警忠诚
履行职责，顽强拼搏担当，在城市
乡村第一线、在扫黑除恶主战场、
在专项行动最前沿，用民警的“辛
苦指数”换来了社会大局的平安稳
定、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公安民
警是和平时期“牺牲最多、贡献最
大”的英雄群体。

申远翔说，美年大健康平顶山
体检分院是 A 股上市企业美年大

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连锁体检分院，入驻鹰城已累计为
超过20万人次提供专业体检、健康
管理服务，服务范围涵盖全市所辖
各县（市、区）。作为责任企业，美
年大健康平顶山体检分院积极参
与社会公益，送上企业关心关爱，
旨在激励公安民警全身心投入各
项公安保卫工作当中，警民共建和
谐平安鹰城。

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陈殿军
代表公安民警向美年大健康平顶
山体检分院的慷慨捐赠致谢。他
说，近年来，全市公安机关和广大
公安民警着力升级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全力防风险、保稳定、夯基
础、促发展，有效维护了全市社会
大局持续平安稳定，公安整体工
作进入全省第一方阵。特别是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市公安
机关勇当扫黑除恶主力军，迅速
行动、扎实推进，集中整治、频出

重拳，形成对黑恶势力犯罪的压
倒性态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
得了阶段性战果。成绩的取得，
饱含着全市广大公安民警的智慧
力量，凝聚着因公牺牲民警、伤残
民 警 和 优 秀 人 民 警 察 的 鲜 血 汗
水，印证了全市公安机关对党和
人民的忠诚担当。

陈殿军表示，民警守一方，美年
护健康。美年大健康平顶山体检分
院秉承服务社会、奉献爱心光荣传
统，大力支持公安事业，关心关爱民
警（亲属），用实际行动树立了有责
任、敢担当爱心企业的良好形象，必
将激励公安民警奋勇争先、励志前
行，全力维护全市社会政治稳定和
治安大局持续平稳，以实际行动兑
现“守护鹰城、光彩河南”的庄严承
诺。

当日，美年大健康平顶山体检
分院医护人员为体检对象发放体检
卡，并组织分组体检。

美年大健康平顶山体检分院
向公安民警及亲属捐赠公益体检

□记者 牛瑛瑛
通讯员王世欣

本报讯 9月 12日是中
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
预防出生缺陷日的主题是

“防治出生缺陷，助力健康
扶贫”。当日上午，湛河区
卫计委组织辖区医疗卫生
单位在河滨公园健康主题
广场开展了预防出生缺陷
宣传咨询活动。

活动现场，市妇幼保
健院、市第五人民医院、湛
河区人民医院、湛河区妇
幼保健院等6家医疗卫生
单位设立了宣传咨询台，
并通过展出宣传展板、悬
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资

料、免费测量血压、提供咨
询服务等方式，宣传免费
婚前医学检查、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免费产前
检查、新生儿疾病筛查等
国家免费预防出生缺陷惠
民政策和健康扶贫政策，
为群众解答优生优育咨
询，免费测量血压和发放
叶酸片。

本次活动共设置宣传
咨询台 7 个，展出宣传展
板 13 块，悬挂宣传条幅 7
条，发放叶酸片 110 瓶，发
放预防出生缺陷宣传资料
600余份，为200余人免费
测量血压并解答健康咨
询，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
果。

湛河区卫计委：

开展预防出生缺陷日
宣传咨询活动

刚刚过去的一个月，我市脊柱
外科专业好消息不断。我市医学会
骨科学会主任委员、市第一人民医
院（以下简称市一院）脊柱外科主任
孙国绍当选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
髓损伤康复学组委员，成为河南省4
位当选的专家之一；9月1日，河南省
骨质疏松学术年会上，孙国绍发表
的题为“单椎体撑开治疗陈旧性胸
腰椎骨质疏松压缩性骨折（以下简
称单椎体手术）”的学术讲座受到了
省内外专家的高度赞扬，今年11月，
孙国绍将再接邀约，于全国骨科专
业最高会议——中华医学会骨科学
术会议上再次发表此学术讲座。敢
于创新、做前人未做之事，孙国绍以
其精湛的业务能力在国内骨科领域
树立了鹰城骨科医生的形象，将地
市级医院临床医师的突破创新惠及
我国骨科学术。

小切口解决老年骨折大问题

听起来拗口的“单椎体手术”让
很多人不明所以，事实上，该手术就
是治疗老年人骨质疏松导致的胸腰
椎压缩性骨折的新方法。随着我国
社会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发展，老年
人遭遇骨质疏松导致压缩性骨折的
例子十分多见。很多老人不明白为
什么年龄越大，腰背越来越弯，驼
背得厉害，其实这有可能就是胸腰
椎压缩性骨折导致的。

过去，处理胸腰椎压缩性骨
折，常常采用椎体缩短技术，固定
节段长，易造成椎体周围组织、神
经、血管的挤压，有瘫痪的风险。
而单椎体撑开手术则具有创伤小、
无须截骨、费用低、安全性高等特
点，为驼背患者送去了治疗福音。

我市某国企退休老专家梁老
先生（化名）今年75岁高龄，他喜欢
散步，平日里常在小区里遛弯。可
是早在 2年前，走路对于梁老来说
简直是一种奢望。不明原因导致
的胸12、腰 1段压缩性骨折，梁老的
驼背得厉害。不稳定骨折让他疼

得无法直立行走，几乎每天瘫在床
上。老人接受了骨水泥注入强化治
疗，但是驼着的背还是直不起来，受
压的组织脏器引发的背痛、腹痛折
磨得他无法正常生活。

多方打听下，梁老找到了孙国
绍。为了给老人解除病痛，孙国绍
遍览国内外学术论文，仅在一位台
湾籍骨科医生的一篇论文论证中见
到了单椎体手术的基本原理。孙国
绍没有放弃，他结合多年的临床经
验，反复论证椎体撑开技术的可行
性。

当椎体被撑开后，患者弯着的
腰直起来后，会不会导致主动脉延
长造成血管损伤？患者年龄较大，
骨质疏松下的椎体能不能承受内固
定？骨水泥注入后能否再次被截
开？一系列的问题在多方印证下均
找到了解决方案，手术设计可行！

在充分的手术准备下，孙国绍
自患者椎体后入路，从旁侧准确探
至骨折椎体前方，通过特殊材料保
护主动脉以及脊神经后，再从另一
侧探至椎体前方并会合，用骨刀经
椎弓根截至椎体前方，将椎体侧壁、
前壁截断，再深入椎体内部，截断骨
水泥，用钉棒系统将压缩椎体撑开
至骨折完全复位，将备好的骨块儿

填塞至骨折处融合后实施胸 10、11
段以及腰1、2节段的固定术。

手术完成后，患者经20天的恢
复后可自行下床活动。据悉，截至
目前，在单椎体手术下获益的患者
多达50多位，单椎体手术的独创性
和创新性让鹰城专家的技术成就
扬名省内外。

多项技术创新突破生命禁区

多年来，孙国绍带领科室团队
不断在专业领域取得突破。他们
在上颈椎畸形，即颅底凹陷症的治
疗中突破了技术壁垒，在生命中枢
上巧手施术，将3D打印技术应用于
手术模拟和方案制定中，创新使用
椎板螺钉为椎弓根骨质薄弱的患
者实施枕颈融合术，将脊柱外科的
手术治疗带入精准的生命护航高
地。

此外，他先后引进了脊柱侧弯
矫正术、脊髓肿瘤摘除术、肿瘤椎体
切除术，椎体转移瘤活检术、骶骨肿
瘤切除术，引进并发展了腰椎间盘
镜。纳米人工骨在颈椎管成型术中
的运用、无骨折脱位型颈髓损伤患
者的治疗及椎体间终板下镶嵌植骨
研究均达到了省级先进水平。

（李莹）

在国内骨科专业领域
树立鹰城形象

——记市第一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孙国绍

本报讯 9月 12日晚 7
时许，伴随着平煤神马医
疗集团总医院（以下简称
总医院）120 急促的警笛
声，该院创伤中心迎来了
一名重症车祸伤患者。患
者颌面部骨折，颅后、面
部、鼻腔大量出血，呼吸困
难，总医院快速启动创伤
中心统一调度，以重症医
学科为平台，多科室协同
合作，数十名医护人员奉
命于危难之间，精诚合作，
彻夜奋战，挽生命之将倾，
终于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
回。

9月13日，笔者在总医
院重症医学科了解到，接
诊当晚，患者出现昏迷，
面色苍白，四肢湿冷，颜
面 部 血 流 如 注 ，心 率 达
130 次/分 ，血 压 仅 80/
40mmHg，更可怕的是患
者出现误吸，氧和下降，
且查体不能除外腹腔及
骨盆出血情况。当晚创
伤中心二线值班专家重
症医学科主任李洪荣得
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
急 诊 科 抢 救 室 指 导 抢
救。急诊科医生彭俊举
快速为患者行气管插管，
建 立 人 工 气 道 ，改 善 通
气；护理人员建立中心静
脉通道，输血、补液，纠正
创伤失血性休克；急诊绿
色通道一路畅通，完善 CT
检查后，明确患者存在肝
脾破裂、骨盆骨折！

普外科、手术室迅速
投入手术抢救，急诊行剖
腹手术探查。与此同时，
介入科参与会诊，明确头
面部出血责任血管，待机
而动。患者被推入手术室
时 ， 血 压 仅 为 60/
30mmHg。麻醉科医生梁
超精细操作、沉着应对：镇
痛、镇静、肌松，升压药物
应用……多学科抢救紧张

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麻醉完成后，急诊剖

腹探查明确，患者存在肝
脾破裂。此时，患者腹腔
持续出血不止，术中加压
输红细胞 20个单位，血浆
1050 毫升，术中出血量达
到 6000 毫升，手术室一片
鲜红。普外科二区主任陈
宁临危不惧，沉着完成肝
脾破裂修补术。术后，患
者返回重症医学科，但颜
面 部 、口 鼻 腔 仍 出 血 不
止。因颅底骨折，填塞止
血无法实施。介入科紧急
介入抢救，患者再次入导
管室，造影明确为双侧上
颌动脉远端出血，介入科
主任朱培欣以精巧娴熟的
技术给予双侧动脉远端栓
塞止血，患者头面部出血
终于得到控制。数十位参
与抢救的医护人员汗湿手
术服，持续到抢救深夜，为
守护患者，多学科医护人
员一夜无眠。

截至发稿时，患者未
再出现活动性出血，呼吸
循环趋于稳定，下一步将
于重症医学科接受持续监
护治疗。该患者的成功抢
救，彰显了总医院创伤中
心对特重症患者的救治能
力。据了解，总医院是国
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矿山
医疗救护中心平顶山（河
南）分中心，其创伤急救体
系拥有数十年的历史积
淀。今年 8 月，为响应国
家卫建委关于“构建快速、
高效、全覆盖的急危重症
医疗救治体系”的号召，总
医院启动了创伤急救中心
的建设工作。该中心涵盖
了重症医学科、创伤骨科、
普外科、介入科、急诊科、
医学影像科、检验科等多
学科，其技术实力位于省
内前列。 ★

（李莹）

总医院创伤中心：

多学科联合抢救
重症多发伤患者

9月14日，孙国绍利用影像资料为患者分析病情。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