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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新闻健康

链接

超 声 、影 像 、检 验 、病 理 、核 医
学 …… 一 些 患者可能对于这些学科
比较陌生，但在患者的诊疗过程中，这
些以往被称为“医技”的科室正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这些科室的医
生更是当之无愧的幕后英雄。

“我本来学的是生化学分子生物
学，其实这是检验学的前置学科。”周
围说，来到市一院检验科工作后，他选
择临床分子诊断作为工作方向，参与
建立检验科分子诊断平台，常规开展
多种病原体的分子诊断和药物基因检
测技术，目前已成为全市规模最大的
临床分子检测实验室之一。作为检验
科副主任，周围期待着和同事们共同
努力，打造一个更加全面、更加专业的
团队，建设常州第一个精准中心，开展
病原体快速精准诊断、质谱诊断等检
验，方便患者就诊。

作为“80 后”，王建锋已在核医学
界声名鹊起。2011年，市一院核医学

科新址投用，王建锋也来到常州。他
从啃文献起步，陆续掌握核素显像、核
素治疗等核医学相关诊疗技术，尤其
擅长心血管核医学的临床应用，围绕

“核素心肌显像在心血管疾病诊疗中
的应用”开展的系列临床及基础实验
研究更取得丰硕成果。如今，他已是
常州市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并在省级及以上多个学会中任委员，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1项，
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山西省
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及江
苏省医学新技术引进奖多项。

以前辈专家为引领，众多像周围、
王建锋这样的青年医师不断成长，市
一院超声、影像、检验、病理、核医学等
医技科室日益壮大，开设常州首个肺
超声门诊，助力市一院与新疆尼勒克
县人民医院共建远程影像和病理网络
会诊定点医院……为越来越多患者的
精准诊疗提供依据。

市一院年轻的他们锐意进取、勇于创新

牢记青年使命，不忘医者初心
□本报记者 陈荣春
通 讯 员 李祉萱 吴洁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在医院，青年医师是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创造者，是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的
奔涌后浪。

回溯百年历史，市一院一代代青
年医师始终秉持“厚仁、博术、精勤”的
精神，在“健康每一个人”的使命号召
下砥砺前行，以自己的不断成长推动
医院的不断进步，为守护常州市民健
康作出积极贡献。

今年 8 月 19 日是第七个“中国医
师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来临之际，
让我们一起走近市一院的青年医师
们，了解他们在临床、科研、医技、援助
等方面的精益求精，感受他们“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
医者初心。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上个月，
市一院接连举行第二届大内科临床
诊疗思维大赛、首届大外科腔镜基础
技能大赛的决赛，吸引了全院众多青
年医师的参与。

青年医师蒋婉岚是第二届大内科
临床诊疗思维大赛一等奖得主。作为
风湿免疫科医生，她很喜欢“像侦探小
说一样”为疑难杂症寻找病因的过
程。她至今清楚记得，有一名年近70
岁的患者反复发热，辗转多家医院找
不到病因。蒋婉岚发现，患者头颅磁
共振检查未发现异常，但低钠低氯等
生化指标异常却很难解释，查阅多个
文献后，她分析会不会是内分泌系统
问题？果然，垂体磁共振检查发现竟
然是垂体病变，这才为后续治疗明确
了方向。

作为甲状腺小儿外科的一名青年
医师，洪礼钊经常在业余时间练习夹持
传递、精细剪裁、缝合打结等腔镜基础

技能，在首届大外科腔镜基础技能大赛
中，他一举夺得单项奖第一名和全能一
等奖。但比起技术，他觉得，“医生最重
要的是要给患者人文关怀”，为此，他和
同事们坚持每天两次查房，把患者当家
人、对患者轻声细语，力争把这种人文
关怀落实到具体细节。

临床水平是衡量医生业务能力的
重要标准。近年来，市一院积极推进

“内科外科化、外科微创化”，强化与国
内外顶尖机构的交流合作，以“真儒新
技术奖”为引领，鼓励青年医师不断提
升理论水平、拓宽诊疗思维，锻炼操作
技能、丰富手术方式，而他们也不负众
望，不仅屡屡在全国、全省舞台上喜获
殊荣——全国第三届浆细胞疾病知识
大赛一等奖、首届南京数斯论坛全省甲
状腺手术视频大赛一等奖、第十届电生
理中国好术者争霸赛江苏赛区一等奖
等，更为患者带来更精准、更高效、更便
捷的诊疗。

立足临床实践进行科研创新，依靠科
研创新反哺临床实践。对于青年医师来
说，只有临床和科研齐头并进，才能有强
大发展后劲，才能取得更大进步。

“白天上门诊、做手术，晚上看文献、
做科研，每天睡4—5个小时是常态。”邢兆
宇是泌尿外科的青年医师，在繁忙的门诊、
手术之余，他还长期参与医院和剑桥大学
医院泌尿外科在肾肿瘤领域的临床和科
研合作项目，并于2019年受邀至剑桥大学
阿登布鲁克医院进行访问学习。近年来，
借助前期的研究成果，他积极探索如何通
过影像学检测为肾移植、肾肿瘤以及糖尿
病肾病患者的诊疗提供帮助，并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资助，希望通
过3年的研究，为糖尿病肾病患者的早期
筛查及早期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和
面上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和面上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
助等科研项目，发表SCI论文和北大核心

期刊论文40余篇……工作的10年间，杨
欣已经完成了从博士到博士后的“华丽”转
变，并在肿瘤科研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作为市一院肿瘤科主任助理，杨欣长期从
事各类恶性肿瘤的一线诊疗工作，在肺癌
的诊断、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他致力于肺癌淋
巴结转移和免疫治疗相关的基础研究，在
业内率先探讨GPC5基因参与肺癌淋巴结
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为肺腺癌的淋
巴转移机制提供新的实验和理论依据。

市一院的科研氛围历来浓厚，尤其是
近年来，医院出台一系列政策搭建平台、培
育土壤：获批设立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帮助青年医师再攀高峰；聘任苏州大学医
学部10位教授为兼职教授，推动科研工作
向纵深发展；与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战略合作，加强医企产学研用合作
研究……统计数据显示，近5年来市一院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就获得24项，
为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汇聚澎湃动能。

援助帮扶，人间大爱。在市一院，
无论是走出国门，医疗援助桑给巴尔、
圭亚那，还是援疆、援陕、援青，以及常
州—阜宁南北结对帮扶等，都活跃着
青年医师的身影。

成功抢救宫外孕破裂失血性休克
患者、为77岁患者实施子宫内膜恶性
肿瘤分期手术、为72岁患者实施腹腔
镜下巨大卵巢囊肿切除术……作为市
一院第二批“组团式”援陕帮扶医疗队
队员，妇科副主任医师薛春燕将提升
诊疗理念、创新诊疗技术作为帮扶工
作的重要内容，自今年1月份至今已带
领开展腹腔镜等8项新技术，还指导当
地医生做手术、搞科研，“当地患者对

‘常州专家’的尊重与信任让我们感
动，也为我们的坚守鼓足信心”。

援助帮扶，不仅仅在医疗。今年6
月，江苏省驻阜宁县乡村振兴工作队
进入阜宁，市一院血液科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曹阳是其中唯一来自卫生健康
系统的队员。从医生到村官的跨度有
点大，但曹阳很快适应了，“都是为群
众服务，只是不同领域、不同方式”。
下农田、进农家、访农民，曹阳和队员
们很快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并围绕
发展产业、改善民生等形成思路。同
时，挂职阜宁县卫健委副主任、党委委
员的她始终不忘专业，希望通过多种
形式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乡村，为
当地村民带来更多温暖。

一台台紧急手术、一项项创新技
术、一面面鲜红锦旗，凝聚着市一院广
大青年医师在帮扶援助中的创新与汗
水。短则数月、长则3年，他们在当地
迎来数个日升月落，在以先进的医学
理念和医疗技术服务当地人民的同
时，也为自己的人生书写出一段别样
精彩，更为展现“常州医生”的良好形
象作出重要贡献！

推动医技协同 助力精准医疗

无私援助帮扶 谱写大爱篇章创新科研活力 筑牢发展根基提升临床水平 增强服务能力

本报讯（李青 孙镇江） 民间谚语说：“立秋反比大暑热，
中午前后似烤火。”连日来，常州持续高温，医院急诊科几乎每
天都有中暑患者。8月12日起，南医大三附院（常州二院）专
门开设中暑门诊，提供专业的防暑治暑医疗服务。

常州二院急诊内科主任陈卓友介绍，中暑即热射病，是由
于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人体散热机制失调，导致体温调
节功能障碍，进而引发的一系列症状。中暑是一种紧急情况，
及时的急救措施和专业的医疗帮助是至关重要的。中暑的早
期症状包括头痛、恶心、眩晕、皮肤湿冷、心跳加速、呼吸急促、
大量出汗或无汗等。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应立即采取措施，避
免症状加重。

时间：周一下午、周二下午、周三下午
地点：常州二院阳湖院区门诊三层A区3531室

本周起

南医大三附院（常州二院）开设中暑门诊

本报讯（陈荣春 三院宣） 84岁的
范婆婆肝门部胆管癌，市三院专家为
她进行经导管肝动脉化疗灌注术，精
准打击肿瘤，让她重获新生。

因尿黄、皮肤瘙痒，范婆婆在家
人陪同下赶到市三院肝病科就诊，完
善相关检查后，被诊断罹患肝门部胆
管癌，并导致肝内胆汁回流不畅，出
现相关不适症状。肝病科联合介入
科会诊后，为她拟定了相应治疗方
案，综合考虑患者年龄、不良反应等
因素，最终选择了经导管肝动脉化疗
灌注术（HAIC）。

市三院介入科、38 病区副主任张
路西介绍，肝动脉灌注化疗是一种介
入治疗，即经股动脉穿刺达肝动脉经
选择性肝动脉插管，经肝动脉导管持
续性给予化疗药物。

经过一次HAIC治疗后，范婆婆到
院复查，尿黄、皮肤瘙痒等症状已完全
消失，肿瘤指标也基本恢复正常。

专家介绍，HAIC 主要优势包括：

1. 局部高浓度药物效应：直接将化疗
药物注入到供应肝脏的肝动脉中，能
够使药物迅速到达肿瘤组织，并在肿
瘤区域形成较高浓度，显著提升抗肿
瘤治疗效果和药物利用率。2. 降低
全身毒副作用：与全身静脉化疗相
比，由于化疗药物主要集中在肝脏
内，降低了对身体其他正常器官和组
织的暴露，减少化疗常见的恶心、脱
发、骨髓抑制等全身性副作用，使患
者能够在保持良好生活质量的同时
接受有效治疗。3. 适应症广泛：尤其
适用于原发性肝癌，特别是伴有门静
脉癌栓或肝动脉—门静脉瘘的患者，
以及不适合手术切除或者传统介入
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同时，对于结
直肠癌等恶性肿瘤转移至肝脏且无
法手术切除的病例，HAIC 也显示出
了很好的局部控制率。4. 可重复性：
对于需要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肝动
脉灌注化疗可以多次进行，以维持或
增强治疗效果。

肿瘤精准打击疗法
八旬老人重获新生

本报讯（李青 七轩）张先生近日
来反复感到腹部不适，在家人陪同下
到市七院消化内科就诊。经肠镜检

查，医生发现其肠道内有多枚结肠息
肉，进行了内镜下切除。同时，胃镜检
查发现其胃底黏膜下隐藏着一枚黏膜

下肿物，后经超声内镜预估大小，并明
确该肿物起源于固有肌层，考虑可能
为间质瘤。

“胃壁由内而外分 4 层：黏膜层，
黏膜下层，肌层和浆膜层。浆膜层仅
薄薄一层，张先生的黏膜下肿物起源
于肌层，意味着其基底部很可能已突
破了浆膜层。”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宋滢
烨解释。

经过充分术前评估、沟通后，市七
院消化内科团队为张先生进行了内镜
下的黏膜下肿物全层剥除，保证了胃
的完整性，术后快速恢复肠内营养。
经过治疗，张先生顺利出院。术后，病
理检查明确该肿物为间质瘤。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肿瘤分为
良性和恶性，而恶性肿瘤就等同于

癌。然而，多发生于胃肠道的间质瘤，
是一种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恶性肿瘤，
但它并不属于癌。

宋 滢 烨 介 绍 ：“ 胃 肠 道 间 质 瘤
（GIST）是最常见的间叶源性恶性肿
瘤，一般分为低度恶性和高度恶性，其
危险度分级与其大小密切相关。胃肠
道间质瘤发病隐匿，大约有 1/3 的患
者在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常常是在胃
肠镜检查或常规体检时意外发现。肿
瘤长到一定大小后，压迫周围组织和
器官，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腹痛、腹部
不适、消化道出血，及腹部包块等症
状。大约15%的患者在诊断时存在转
移，通常发现于腹膜和肝脏。早期的
胃肠镜检查是及时发现该类‘刺客’的
关键。”

隐藏在胃黏膜下的“刺客”

1.迅速转移到阴凉通风处
一旦发现中暑症状，应立即将患者移至

阴凉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
2.降低体温
使用冷水或冰袋敷在患者的大动脉处，

如颈部、腋下和大腿内侧，以帮助降低体
温。也可以用冷水浸湿的毛巾覆盖在患者
身上，或让患者浸泡在凉水中。

3.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如果患者意识清醒，可以让他们小口

慢饮清凉的水分，如清水或运动饮料，以

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但是，如果患
者已经失去意识，不要强行喂水，以免引
起窒息。

4.通风和休息
保持空气流通，让患者平躺，抬高双腿，

帮助血液回流，减少心脏负担。同时，让患
者保持安静，避免过度活动。

5.寻求专业医疗帮助
即使症状似乎有所缓解，也应尽快将患

者送往医院，接受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
以防止中暑后遗症。

中暑该如何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