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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岸萌 文/图

平煤神马集团总医院（以下简称总
医院）肾病风湿科始建于1990年，是我
市最早独立成科的肾病专科，我市重点
临床专科，担负着鹰城肾脏病及风湿免
疫疾病的诊治重任。经过30余年的跨
越式发展，目前科室年接诊门诊及住院
患者近两万人次，在肾病风湿专业的临
床医疗、科研和教学等方面始终处于区
域领先地位。

“一站式”治疗 更好服务患者

去年年底，85岁的肾病患者潘宏（化
名）不慎摔倒致髋骨骨折，入院后经评估
只能保守治疗，又因他是一名肾病患者，
所以最终住进了总医院肾病风湿科。

“肾病患者用药需要多方考虑，所
以有其他病合并肾病的，一般都会住进
我们科室，进行‘一站式’治疗。”肾病风
湿科主任李倩说，潘宏入院的时候，除了
透析，还合并严重的肺部感染、呼吸衰
竭、下肢静脉血栓、营养不良等症状，患
者还要制动6-8周以便骨折的骨痂形成。

李倩说，治疗期间，在保证正常透
析的同时，科室的医护人员想尽办法让
患者在制动情况下翻身，避免褥疮出
现；同时多措施解决患者肺部反复感染问
题，让其安全度过呼吸衰竭期；使用药物
让患者下肢静脉血栓消失。“下了好几次
病危通知，最终还是挽回了患者的生命。”

肾病风湿科现有开放床位数 54
张，有医护人员26人，其中临床医师一
半以上为硕士或重点院校毕业，高学
历、高临床经验和高科研能力的人才梯

队不仅能为肾病风湿病患者提供专业
的诊治，也可为多系统疾病患者、疑难
疾病患者提供“一站式”优质、精心的医
疗救治服务。

检测技术提升 生物治疗高效

2019 年，50 多岁的市民李先生因
为全身高度水肿到总医院肾病风湿科
就诊，检查后被确诊为膜性肾病，此类
疾病是中老年人发病率最高的肾病。
确诊后，医生试用了市面上所有的诊治
方式，然而效果不好。

2021年时，科室引进了“膜性肾病
外周特异性抗体检测”技术，通过这个
关键检测技术的提升，率先在平顶山市
应用了生物制剂治疗帮助患者。李先
生使用生物制剂治疗后，24小时蛋白

尿量很快就从25克降到5克，病情很快
得到缓解，没多久就回归工作岗位。

“两年前，CD20等生物制剂治疗膜
性肾病的方法在全市甚至全省使用的
都不多。大家对这种治疗方式的认可
度、接受度不高，用药所具备的辅助检
查手段都很少。”李倩说，李先生是他们
科首位使用此方法治疗的患者，疗效非
常好。技术引进两年来，他们已成功诊
治了30余位膜性肾病患者。

除了常规检验检查手段外，该院肾
病风湿科目前还配备有肾脏疾病和风湿
疾病的专项检查设备，如 T 细胞亚群
CD19/20监测，IgG4检测，关节肌骨超声，
大血管的PET检测等多种检测技术，可为
罕见肾脏疾病诊断提供帮助，为“精准医
疗”提供了更加精确、个体化治疗方案。

首推腹膜透析 更方便更省钱

腹膜透析（以下称腹透）是以人体
腹膜作为交换膜，以腹腔内的空间作为
交换场地，把腹透液通过导管灌入腹
腔，使血液中的代谢废物和水分交换到
腹透液中。患者定期更换腹透液，实现
清除水分和代谢废物的治疗目的。总
医院肾病风湿科1996年在我市率先开
展腹膜透析技术，现为全国透析质控中
心网络成员单位。

今年48岁的市民刘先生已在总医
院做腹透13年，因为恶心呕吐住医院，
住院期间他在科室专设的腹膜透析操
作室进行自主透析。手部消毒、检查透
析液、夹管、拉栓、进液……不到 10分
钟，刘先生已经做完一次腹透：“我有低
保，医保报销比例大，还办的有慢病补
助，现在一个月下来也就花200多元。”

李倩介绍说，终末期肾脏病患者最
优选择是腹透，相对于血透，腹透在腹
部置管，具有可居家操作、透析每次10
多分钟、费用约是血透的一半、医保报
销比例比血透更高、对医院依赖低等优
势。“目前在我们科登记做腹透的有76
人，大家都说比做血透省事。”

在提高诊疗技术的同时，总医院肾
病风湿科还为众多病患提供温情服
务。该科室创建市级志愿者服务“肾肾
关爱”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角色互换、
场景法等多种形式提高科室服务意识、
质量。有效医疗、优质服务，一直以来，
科室以此为“准绳”，为我市广大肾病、
类风湿病等患者祛病除痛，广受认可和
好评。

平煤神马集团总医院肾病风湿科：

“肾肾”关爱 精准诊治

□记者 魏应钦 通讯员 郭傲寒

本报讯 近日，市二院心内科三
病区主任张领带领科室介入手术团
队，为一位87岁高龄的前降支弥漫
性狭窄伴重度钙化病变患者，成功实
施了冠状动脉内冲击波导管治疗
术。据悉，该手术的独立成功开展填
补了我市在冠状动脉冲击波碎石方
面的空白，也意味着该院在复杂冠脉
介入治疗领域持续走在领先行列。

87岁的何先生出现胸闷、胸痛等
症状3月余，接受口服药物治疗后症
状无明显改善。4月20日因病情加
重来到市二院就诊。该院以“冠状动
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将何先生收入
心内科三病区治疗。入院后冠脉造
影提示，患者前降支开口及近中段可
见重度钙化影及弥漫性狭窄，最重处
狭窄达到95%，钙化伴狭窄病变犹如
一道“紧箍咒”，牢牢卡住了血管。

此时，患者急需接受冠脉介入手
术治疗。对于这种严重钙化且迂曲
的血管，普通预扩张球囊无法达到扩
张效果，支架植入困难，且容易出现
支架膨胀不良、贴壁不良、血管夹层
等状况，增加急性血栓的风险，引发
严重后果。对此，张领表示：“针对患
者的钙化病变，目前较为有效的办法
是冠状动脉旋磨术和冠脉血管内冲
击波导管治疗术。”他带领科室团队
仔细研判、论证利弊，与患者及家属
充分沟通交流后，患者同意实施冠状

动脉冲击波导管治疗术。
4月25日，在张领带领下，主任

医师李满生、副主任医师陈军军等心
内科三病区专家团队密切配合，为患
者进行前降支血管内冲击波导管治
疗。

术中于前降支开口及近中段钙
化狭窄处共发射冲击波70次，使得
狭窄处钙化环松解碎裂，其后造影显
示血管钙化狭窄处扩张效果良好，冲
击波治疗有效。随后于前降支开口
及近中段狭窄处顺利植入两枚药物
洗脱支架，复查造影显示支架内未见
明显残余狭窄，支架膨胀良好，手术
圆满成功，手术用时仅40分钟。

术后患者一般状况良好，未诉不
适，胸闷、胸痛等症状消失，于4月28
日顺利出院。

据介绍，冠状动脉冲击波导管治
疗术是攻克钙化病变的又一神器。
术中冲击波治疗仪通过血管内的冠
脉冲击波球囊导管发放冲击波，间
歇性的声压力波作用于血管内膜浅
层或血管壁深层的钙化病变，使钙
化斑块震裂破碎，从而明显改善血
管的顺应性。有了冲击波球囊导管

“开路”，让钙化病变这一坚硬的堡
垒被轻松“攻克”，有助于后续支架
植入、支架良好膨胀和贴壁。该术
式打破了以往钙化病变手术方式的
局限性，具备良好的便捷性和可靠
性，被称为冠状动脉钙化病变的又
一“终结者”。

市二院成功开展冠状动脉内
冲 击 波 导 管 治 疗 术

□记者 魏应钦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印发通知，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
批河南省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命名
单位名单，平顶山市中医医院脑病科
和儿科两个专科成功获批。

多年来，市中医医院注重发挥专
科优势，以重点学科建设为龙头，带动
其他学科整体发展，形成了具有一定
规模的重点专科群。该院现有国家临
床重点专科1个（儿科），国家中医重点
专科1个（肛肠科），河南省中医重点专
科3个（儿科、脑病科、周围血管科），市
重点专科（专病）5个（周围血管病、肝
病、心病、骨伤、糖尿病）。此次脑病科、
儿科成功创建成为河南省区域中医专
科诊疗中心，实现了人才与学科齐头并
进、诊疗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全面提
升，对完善专科专病防治体系、科学划
分重点专科层次、充分发挥重点专科的
辐射和带动作用具有深远意义。

市中医医院脑病科是河南省脑病
重点专科，各病区开放病床 200 张。
该科是以收治中风、睡眠障碍、眩晕、
头痛、焦虑抑郁、心身障碍、面瘫、突聋
优势病种为主，同时收治神经病理性
疾病（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等）、多系
统萎缩、植物人促醒、多发性硬化、重
症肌无力、帕金森病、运动神经元病、
癫痫、抽动障碍、肌张力障碍、多发性
肌炎、痴呆等脑病的重点专科。科室

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通过
长期临床实践，逐步形成中医、中西医
结合治疗与康复同步，药物与心理治
疗并举的独特治疗方法。其中，“针药
结合、内外结合、中西结合”的“三结
合”特色疗法治疗各种神经系统疾病，
在全市独树一帜。

市中医医院儿科是集中西医结
合、预防保健、教学与科研为一体的综
合科室，自成立至今已有 30 多年历
史。2005年，该科被河南省中医管理
局评定为河南省重点专科；2007年被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定为“十一五”国
家重点专科；2012年河南省中医管理
局批准医院增挂“平顶山市中西医结
合儿童医院”牌子；同年被确定为河南
省0至6岁贫困残障儿童抢救性康复
工程定点医院；2013年被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评定为“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儿科现开放病床200张，并根据
患儿诊疗需求设有门诊和呼吸病区、
消化内分泌病区、重症监护病区、小儿
康复一病区、小儿康复二病区等5个
专科病区。

今后，该院将继续以重点专科建
设为抓手，强化要素保障，做优做强一
批中医优势专科，提高中医临床和疑
难危急重症诊疗能力，探索建立有效
的资源整合、协同创新和高效管理模
式，为百姓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持续推动中医药服务高质量发展，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市中医医院两个专科获批
河南省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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