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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岸萌 文/图

她钻研不辍，用前沿思路延展患者生命
长度；她细致入微，用医者仁心激发病人生
之希望；她普惠大众，用丰富经验提醒大家
早治未病……她就是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
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科研教学中心主任、
肿瘤四区副主任柳家荣。

乐观开朗、元气满满是柳家荣给人的第
一印象，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每天就像“打了
鸡血”一样精力充沛。12月8日，虽然上午的
工作结束很晚，柳家荣下午依然准时上班，
精神饱满、有条不紊地安排各项事务。

把握前沿思路 延展生命长度

柳家荣的手机下载最多的是医学类
App，关注最多的也是医学类公众号；而她
的案头，最显眼的是一个大笔记本，记录着
她每天的工作和学习心得。

“医生这个职业不进则退，需要每天不
停学习。”柳家荣说，她几乎每天早上、晚上
都会抽出时间看视频、看文献学习，保证自
己能在第一时间把握国内外最前沿的诊疗
思路并运用到临床中。3年前，一位80岁的
老人因为头疼、头晕伴恶心、呕吐、卧床不
起，后被确诊为结直肠癌合并脑转移、肺转
移，因为高龄、体质差无法行放化疗治疗，家
人很是悲观且一度想放弃治疗。

“患者在老年病科住，确诊后我们全院
会诊，大家都感觉治疗很棘手，我当时提出
可以用免疫治疗药（帕博利珠单抗）来治
疗。”柳家荣说，当时她刚从世界肿瘤大会发
表的壁报上了解到该药在结直肠癌中的 III
期临床研究结果，在MSI-H的结直肠癌患者
中，单药免疫治疗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我
们充分讨论了可行性并取得家属同意后给
患者使用了此药，患者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反
应，两个月左右，患者的瘤体逐步缩小至稳
定，身体症状也慢慢缓解，带瘤生活至今且
生活质量很好。”

在因上努力，在果上随缘。柳家荣说，
对于肿瘤的治疗，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看
开”，而作为医生，则必须掌握各种治疗的方
法和灵活的思路，这样才能为延展患者生命
长度作出无愧于心的努力。

持续鼓励病人 激发生之希望

柳家荣先后在血液净化科、肿瘤科工

作，20多年来遇到了很多现阶段无法治愈的
疾病，这也让她意识到，相较于身体上的治
疗，心理上的“希望”更加重要。

2009年，才30岁出头的凌凌（化名）被
查出了肺腺癌晚期，万念俱灰时，柳家荣反
复给她做思想工作，人生还长、孩子还小、治
疗效果明显，不断的鼓励，让凌凌逐渐冷静
下来接受治疗。然而，放化疗带来的各种不
适严重折磨着身体，也腐蚀着凌凌本就不太
坚定的信心。“在癌症患者的病痛面前，很多
时候我们不得不讲一些善意的谎言，把患者
病情往轻了说、把疗效往好了说，激发他们
对生命的希望。”柳家荣说，“现在医学很发
达，新药出来很快，坚持下去，可能就会出现
可以维持或治愈的新药。”

幸运的是，凌凌真的等到了治疗肺腺癌
的靶向药物ALK抑制剂，从初代到第二代、第
三代，她持续服用至今，今年46岁的她每个
月都要找柳家荣开药：“柳医生开朗、乐观，要
不是她不断鼓励，我都没有信心活到现在！”

诊治一个病人，奉献一份爱心，结交一
个朋友，这是柳家荣的“初心”，多年来像凌
凌这样处成朋友的患者有很多。

潜心医学科普 致力早治未病

上医治未病。肿瘤诊治，早发现早干预
早治疗可以大大提高治愈率。

柳家荣重视科普工作，坐诊、进病房、下
矿区、上电视，只要有机会，她就会给大家做
科普：“如果大家都具备肿瘤的初步判断知
识，那么就可以及早就医。”

去年，柳家荣做科普讲座时，50岁的张女
士提到自己短期内瘦了20来斤（1斤=500克），
她以为自己是减肥成功，但是柳家荣根据经验
判断她的身体可能有问题，建议她去做检查。

“我听柳医生的建议去做了体检，被确诊为恶
性淋巴瘤。”张女士在电话中说，因为发现得
早，做了6次化疗后肿大的淋巴瘤完全缓解，
至今没有复发，“柳医生的科普救了我一命！”

除了肿瘤的诊疗，柳家荣还担任该院科
研教学中心主任，主持市级、省级科研立项6
项，参与全国多中心科研项目10余项，2022
年省级重点项目立项成功（省科技攻关项
目），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柳家荣说，她要带领团队做好肿瘤临床
及科技创新领头羊，促进肿瘤专科及医院的
科研教学培训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鹰城人的
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精力充沛潜心诊疗
乐观开朗情暖患者
——记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肿瘤四区副主任柳家荣

□记者 魏应钦

本报讯 下肢静脉曲张俗称
“蚯蚓腿”，病程较长且曲张明显
者若不积极治疗，常可在小腿下
段及踝部出现皮肤色素沉着、皮
炎湿疹和溃疡，还可因曲张静脉
破裂而导致出血。62岁的市民
冯先生下肢静脉曲张多年，近日
病情加重，出现了并发症。在市
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医务人员
为其行射频消融术治疗，解除了
他多年来的困扰。

冯先生双下肢静脉曲张20
余年，其10年前在一家医院做过
左下肢静脉曲张手术，术后不能
下床，疼痛明显。近两个月来，
冯先生右下肢静脉曲张，出现皮
肤色素沉着及瘙痒等并发症。
经多方打听，他来到平顶山市中
医医院周围血管科就诊。接诊
的主治医师罗秀荣告知患者，现
在科室以射频消融术治疗下肢
静脉曲张，零切口，手术当天就
能下床活动。冯先生抱着试一
试的态度决定手术治疗，术后皮
肤色素沉着处颜色变淡，皮肤瘙
痒问题也解决了，更重要的是术
后能下床活动，无任何疼痛，他
感叹道：“早知道如今解决下肢
静脉曲张这么微创化，而且无痛
苦，早就过来做手术了，也不至
于等到并发症出现才决心手术
治疗。”

据罗秀荣介绍，下肢静脉曲
张是由于患者久站久坐或先天
性静脉管壁薄弱、静脉瓣膜功能
不全，导致血液在静脉内蓄积，
静脉内压力增大而出现的静脉
迂曲扩张，该病的发病机制分为
内因和外因。

内因方面，人体的构造非常
奇妙，腿部的静脉中有很多“静

脉瓣”，像是很多单向阀门，帮助
静脉血液回流到心脏，防止血液
倒流。但这些静脉瓣会由于一
些原因受损，瓣膜关闭不严，造
成血液倒流，从而导致下肢静脉
血液瘀滞，形成静脉曲张。因
此，若是因遗传、先天性静脉壁
薄弱、静脉瓣发育有问题，静脉
曲张就易找上门。另外，随着年
龄的增长，静脉也会随之出现异
常扩张，导致静脉曲张。

外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长期站立。人站久了就会使静
脉扩张，瓣膜无法合上，血液难
以回流，就易形成静脉曲张。2.
久坐。久坐会导致盆腔充血，给
下肢带来更大的压力。跷二郎
腿、盘腿等坐姿也非常容易压迫
到腘窝处的静脉，影响血液回
流。经常保持这些坐姿的人，也
要小心患上静脉曲张。3.慢性咳
嗽和便秘。此类症状的人会无形
之间增加腹腔的压力，也会影响下
肢静脉回流。4.肥胖和妊娠期。
这虽不是直接原因，但过重的力
量压在腿上可能会造成腿部静
脉回流不畅，使静脉扩张加重。

罗秀荣提醒，预防静脉曲张
建议常做以下三组动作。第一
组：站立时，有频率地踮脚或抬
脚尖，然后高抬腿，通过收缩肌
肉促进静脉血液回流。第二组：
坐着时，双脚可以有频率地“踩
刹车”，一踩一放，同时配合高抬
腿，也能帮助血液回流。第三
组：躺着时双腿在空中“蹬自行
车”，这个动作可量力而行，最好
至少坚持5分钟。总之，预防静
脉曲张要从改变不良习惯做
起。如果已经患上了静脉曲张，
应及早治疗，还要避免长时间热
水泡脚，以免血管扩张后血液聚
集而加重病情。

六旬男子下肢静脉曲张多年
市中医医院微创手术一朝解决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年过九旬的王奶奶
平时心衰且伴有房颤，12 月 7
日，她突然感觉腰部疼痛，以为
是腰扭了，没想到随后左下肢也
开始疼痛，经检查发现，原来是
下肢动脉血管出了大问题——
双侧股动脉栓塞。市一院优越
路院区普外二科（肝胆甲状腺血
管外科）团队急诊为其实行双侧
股动脉切开取栓术，成功为老人
保肢。

王奶奶今年 91 岁，家住市
区。12月7日，老人突发腰部疼
痛继而出现左下肢疼痛、苍白无
力，家人急忙将她送进市第一人
民医院优越路院区救治。该院
普外二科副主任李忠询问后得
知，王奶奶有房颤病史，查体发
现其左侧股动脉明显减弱，大腿
远端以下皮温冰凉，感觉减退，
足部不能活动，足背动脉搏动消
失。他初步判断，王奶奶左下肢
动脉栓塞的可能性大。随后的
检查证实了他的判断：下肢动脉
CT 血管造影检查提示，王奶奶
左侧髂动脉股动脉栓塞、右侧股

总动脉栓塞；心脏超声提示左心
射血分数只有35%；左下肢濒临
坏死，心功能非常差。

“风湿性心脏病或动脉硬化
性心脏病伴发心房纤颤的病人，
一旦血栓脱落易引发下肢动脉
栓塞。此病往往发病突然，栓塞
部位远端的肢体因急性缺血发
生剧烈疼痛，病情进展迅速，可
很快出现肢体坏疽，甚至需要截
肢。“李忠解释说，针对王奶奶的
紧急情况，经与患者家属沟通，
普外二科团队综合评估讨论后
决定全麻下行双侧股动脉切开
取栓术。

随即，在麻醉科协助下，普
外二科主任段宏罡带领副主任
吴二斌、副主任李忠等人立即展
开手术。术中，他们在王奶奶腹
股沟动脉处切开一个小口，用导
管将球囊送入动脉，找准血栓位
置后，拉出球囊将血栓一并带
出。术中共取出血栓两条和数
枚血栓块，仅用1个多小时顺利
结束。患者肢体远端动脉搏动
即刻恢复，术后第一天肢体活动
正常。目前，王奶奶双下肢恢复
良好，正在调整心衰症状。

九旬老人突发下肢动脉栓塞
市一院优越路院区普外二科成功取栓保肢

柳家荣（右）和同事查看患者的CT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