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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胃癌高发的国家。在我
国，早期胃癌患者检出率只有 5%-
10%，大部分病人发现时已属中晚
期。因此，及时的胃镜检查显得尤
为重要。

关爱胃健康公益活动 造福
胃病患者

记者昨日采访获悉，为护佑百
姓胃健康，提高人们对胃健康重要
性的认识，位于平顶山市新城区翠
竹路与祥云路交叉口蓝湾翠园东
门的丁于洲中医胃病专科，特开展

“关爱胃健康公益活动——胃镜公
益筛查”大型减免活动。

胃镜公益筛查减免对象：年龄
30－65岁（凭本人身份证，胃镜检
查只需100元）。

胃镜公益筛查报名时间：每周
一至周五下午 2:30－5:30，接受现
场报名，每天限额10人。

报名地址：平顶山市新城区翠
竹路与祥云路交叉口蓝湾翠园东
门丁于洲中医胃病专科。咨询电
话：18737541088。

坚持中药治疗 胃癌患者
10年后独自登尧山

几天前，丁于洲又收到了一面
锦旗，上面写的“医术精湛 仁心济
世”是一位胃癌患者对他医术的认
可和评价。随着受益者越来越多，
这样的锦旗已经挂满了丁于洲诊
室的墙面。

去年 10 月份，年近 70 岁的郭
女士开心地独自登上了尧山，没人
会想到，10年前她就是一位胃癌患
者，也是丁于洲中医胃病专科的受
益人之一。

郭女士说，10年前她被查出胃
癌后，一家三甲医院为她制订了化
疗计划，但她当时的体质非常虚
弱，已难以进食，家人便放弃了这

个计划，并慕名带她找到了丁于洲
咨询。在望闻问切和详细的诊断
后，丁于洲告诉她和她的家人，可
以用中医药来治疗。中医药治疗
的目标是“带病生存”，提高病人的
生活质量和免疫力，并进一步延长
生存时间。

他为病人的治疗制定了几个
原则：发挥扶正为主兼以活血化
瘀、软坚散结、清热解毒、以毒攻
毒、养气养血等中医药防治肿瘤的
优势，进行专科治疗。之后在四年
时间内，病人几乎每日两剂中药汤
剂。2015 年至今每月复诊 1 次，间
断性服用少量中药。丁于洲说，相
信中医、坚持中药，是病人又享受
10年幸福生活的原因之一。

国医大师弟子 一生只治胃

“精研脾胃，一生只治胃”是丁于
洲行医的宗旨。他家三代中医，多年
来，他精研脾胃，他的行医目的是让
群众少生病、不生病、生小病，明确诊
断，规范治疗，早日恢复健康。

一生只治胃的丁于洲曾获得
“河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河南省
中医临床技术骨干人才”“平顶山市
十佳优秀医生”等荣誉称号，他还是
国医大师亲传弟子。

丁于洲现为中国中西医学会消
化内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
药信息学会基层医师医疗分会副会
长、丁氏中医胃病学术经验继承人。

他擅长消化，精于脾胃。对慢
性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胃及
十二指肠溃疡、胃食管反流病、胆
汁反流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伴
（肠化、不典型增生）以及食道癌、
胃癌等消化系统疾病和肿瘤的中
医药治疗，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和领先的技术水平，有独特疗效。
曾先后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
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等国
家级脾胃病学、肿瘤学临床重点专
科学习。

致力临床研究 出版多部
医学著作

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慢性
萎缩性胃炎与胃部癌前期病变”
的中医药临床治疗研究工作。是
继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之后，
国内第 3 家开展以中医药为主治
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部癌前期
病变”的专病门诊。主编、参编出
版《临床消化内科学》《内科常见
病诊断与合理用药》《消化内科常
见病诊治》《常见病中医实用诊治
精粹》《现代肿瘤学治疗技术与进
展》《慢性萎缩性胃炎与胃部癌前
期病变中医临床诊疗路径与治疗
学》等医学著作6部。

由于成绩突出、百姓认可，去
年，河南广播电视台“健康大河南”
栏目特别对话了丁于洲，栏目中，
他针对胃病的中医治疗提出了自
己独到的见解，受到观众好评。当
年，他还作为访问学者前去菲律宾
圣保罗大学访问研学。

（本报记者 牛瑛瑛）

精研脾胃 济世利民
——丁于洲中医胃病专科“关爱胃健康公益活动”启动

□记者 牛瑛瑛
通讯员 付春晖

本报讯 近日，市二院
普外二科为一位 83 岁高龄
的男性结肠癌患者成功实
施了“腹腔镜右半结肠癌
根治术”，术后患者恢复良
好。

据了解，该患者家住湛
河区，3 个月前，他无明显
诱因出现黑便，伴有眼前
黑蒙等症状，并晕倒过一
次。起初他并未在意，但
随着黑便次数的增加，老
人这才紧张起来。在家人
的陪同下，他来到市二院
就诊。

入院后，经结肠镜检
查，显示患者结肠肠腔狭
窄，经活检病理确诊为乙
状结肠癌。“若不及时手
术，随着病情的发展，极有
可能导致肠梗阻及肠道继
续出血，甚至会危及生命。”
该院普外二科副主任刘传
亮说。

考虑到患者年龄大，
血压高，病情相对复杂，手
术风险较大，该科主任葛
万灵、副主任刘传亮邀请
了心内科、神经内科、麻醉
手术部等相关科室的专家
进行了会诊，准确评估手
术风险，制定了周密的手

术方案，与家属沟通后最
终确定为该患者实施腹腔
镜 辅 助 下 的 结 肠 癌 根 治
术。

近期，由刘传亮为主
刀医生，科室医生张增奇
为助手，在该院麻醉手术
部的协同配合下，大家历
时两个多小时，成功为该
患者实施了手术。

“腹腔镜下结肠癌根
治术是一种微创手术，只
需术中在患者腹部打 5 个
直径 0.5-1cm 的戳孔，并通
过专用医疗器械在电视监
视器下即可完成结肠肿瘤
的切除。手术过程中对腹
腔内脏器干扰小，具有切
口小、创伤小、出血少、恢
复快等优势。”刘传亮说。
到目前为止，这项手术在
该科已经开展近 10 年，技
术成熟，已完成几百例，已
成 为 该 科 的 一 项 常 规 手
术。

刘传亮提醒：结肠癌
在早期症状不明显，多表
现为排便次数增加、腹泻、
便秘，便中带血等。但随
着病情的发展，可有贫血、
肠梗阻等。中老年人如果
出现长期便秘、腹泻等大
便习惯改变情况，切记要
及时就医，不要延误治疗
时机。

市二院普外二科
成功为83岁老人
实施腹腔镜下结肠癌根治术

5月6日深夜，街上已很沉寂，
市一院急诊大厅却一片忙碌和嘈
杂。几名急危重患者先后被推进
抢救室，值班大夫、护士及绿色通
道工作人员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诊治、护理、陪检、分诊……

其中一危重昏迷患者经外科
值班大夫李晨初步诊断，疑为脑
出血，刻不容缓，李晨迅速为患者
开检查单子，急查头颅和胸部CT，
在急诊绿色通道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患者迅速被推到 CT 室做检
查，CT 影像显示患者为大面积脑

出血，绿色通道工作人员周健马
上给脑外一科打电话请急会诊，
不大一会儿，安亚南大夫赶到 CT
室，由于患者出血量较大，又处于
昏迷状态，安亚南建议患者先住
神经重症科稳定病情，再说下一
步做手术的问题。

患者从接诊、初步诊断到做检
查、专科会诊并入住神经重症科，
总共用时不到一个小时，患者家属
连连对工作人员表达感激。

急诊室护士长孔巧红对记者
说，每年的夏天、冬天和每天的晚

上，是急诊室最繁忙的时段，在这
些时段，老人的心脑血管疾病容易
发作，年轻人的意外伤害也比较
多。和普通病房比，急诊室的场景
看上去不免杂乱，这是急诊的特点
决定的，实际上医护人员各司其
职，对自己岗位的工作都很熟悉，
病人一到，就自动“运转”了。据她
介绍，市一院急诊室包括医生、护
士和司机、担架工、绿色通道工作
人员，有近百人，其中两位司机和
两位担架工工作经验丰富，加入了
市一院援鄂医疗队，从2月5日到

3月20日在武汉抗疫，因表现优秀
受到有关部门的表彰。

4月19日，一位60多岁的老人
去山顶公园摘槐花时，突发脑血管
意外，病情危重，接到“120”急救中
心的指派电话后，市一院急诊科医
护人员和担架工火速赶到山上，克
服重重困难，从山上的小路把老人
抬到救护车上，安全转送到医院。

急诊最重要的是时间，它关系
到病人的生命，市一院急诊室的绿
色通道制度为保证用最短的时间
抢救病人，专门安排了8名绿色通
道工作人员，为危重患者做陪检、
分诊服务。

有一次，一个 30 多岁的男青
年因严重脑出血被送到急诊室，一
块来的只有妻子，照顾不过来，工
作人员周健以最快的速度，马不停
蹄地把患者推到 CT 室做检查，又
打电话找大夫会诊，由于送医及
时，这位男青年得到及时抢救，最
终病愈出院，听妻子讲了周健尽力
帮忙的事儿，他多次到医院找周健
表达谢意。

去过市一院急诊室的市民或
许有这样的印象：在焦急的氛围
中，医护人员穿梭在病床间，家属
或亲友有的倚着病床照顾病人，有
的在大厅里或坐或立，有的低声交
谈，有的表情木然，还有的打着电
话就哭了起来……

“在急诊室工作，经常面对生
离死别，按说应该习惯了，但遇

到有些情况还是心情大乱。”护
士长周小芳说。有一次，一位有
心梗史的老太太被两个女儿送
到急诊室，老太太只是小小的不
舒服，自己并不想来医院，是女
儿们执意把她送来的，经诊治老
太太好了许多，准备离开医院时
病情突然恶化，短时间内就没了呼
吸。老太太的小女儿当时就哭倒
在地，抱住医护人员的腿，恳求他
们再救救自己的妈妈。劝慰中周
小芳得知，老太太的老伴几天前刚
刚去世，短时间内两位老人相继离
世，让两个女儿实在难以承受。“很
多人难以接受亲人离开的现实。”
周小芳说。

“那面对这种情况你们怎么
办呢？”记者问。“尽力抚慰。急诊
工作需要很强的沟通能力，对于
医护人员的情商、应变能力、交代
病情的能力都有一定的要求，不
然就可能会出现矛盾和冲突。这
个工作不只医生来做，护士以及其
他工作人员，谁适合谁就来安慰患
者家属。”周小芳说。

（本报记者 娄刚）

市一院急诊室：在繁忙中竭力挽救生命

丁于洲在菲律宾圣保罗大
学研学（图片由本人提供）

医护人员为病人做检查（图片由市一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