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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新闻健康

□本报记者 李青 通讯员 孙镇江 王忞炜

人吃五谷杂粮，有谁能避开疾病呢？几乎每个人都有看病
的经历，可怎么算“看好了”？当医生告诉你手术很成功，病就
好了吗？当医生给你开出药方，病就好了吗？并没有。医学关
心病灶是否除去、指标是否正常，而普通人，想要的是回到没有
被疾病摧毁的生活中去。

疾病就像一阵龙卷风，毫不留情地摧毁了我们勤勤恳恳建
设的美好生活，房塌了、电断了、水脏了……可我们要的只是风
停了吗？我们想要的是回到没有被龙卷风摧毁的生活中去。

康复团队则像是一支抢险救灾小队，他们清扫道路、重建
房屋、修理电路，帮助我们在龙卷风后重建生活，并且提升抵御
下一次龙卷风的能力。尽管折断的树无法再生，但我们可以栽
下新的树苗，假以时日，还能在树下纳凉吃瓜。

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常州二院），就有这样一支
“抢险救灾小队”。

心脏康复：重塑健康生活的动力

下午2:30，54岁的任先生走进心脏康复中心，
将外套和背包放入寄存柜，做完热身，领了自己的

“康复日记”，坐上脚踏车，按照要求的心率开蹬。
这是他第17次康复锻炼，已经能笑着和康复医生
讨论明年去哪里旅游了。

即便是这样乐观的人，也曾陷入过至暗时
刻。几个月前，任先生从云南旅游归来，突发心梗
被送到医院。尽管支架置入手术很成功，他却陷
入了严重的焦虑之中：“我爱吃、爱旅游，从小到大
身体都很好，从没生过大病，也没住过院。突然心
梗就像一记重锤，把我砸懵了。手术之后，我感到
从未有过的虚弱，没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稍微有
些不舒服，就担心心梗要复发。有天晚上，我躺在
床上问自己，以后还能去户外徒步吗？还能安心
吃喝吗？如果今后的生活要剥离我所热爱的这一

切，该怎么办？”
“心脏手术后，大约有40%的患者会出现焦虑、

抑郁等心理问题。”曹鹏宇说，“因此，在心脏康复
中，我们不仅要提供身体上的康复治疗，也要提供
人文关怀。”

为达到这一效果，心脏康复中心的环境就与普
通诊室大相径庭。600平方米的大空间被玻璃门
隔断成不同的功能空间，比起医院诊室更像是健身
房，开放、敞亮。

“从训练计划到饮食安排，任何有疑问的地方
医生有问必答，不是只告知‘你要做什么’那种，而
是会详细解释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已经完成
了36次门诊康复训练的数学老师胡先生，怀着小
小的“野心”，主动提出再来康复一个阶段，“现在日
常生活已经恢复了，希望将来还能参加竞技性的打

羽毛球比赛。”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病友，互相聊天、互相鼓

劲，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氛围非常好，来康复就像
来朋友聚会。”37 岁的彭先生自己就是一名康复
师，每周三次的康复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月，“运动完
之后，他们还会免费给我们进行肌肉放松，这在外
面收费可不便宜。现在，我的疲惫感大大减轻，感
觉状态比装支架前更好了！”

逐级递增的运动强度让患者看到自己的进步，
帮助他们建立起康复的信心；宽敞明亮的公共空
间，方便患者与患者、患者与医护之间交流沟通，孕
育出群体康复的良性环境；从数据解读、动作指导
到日常饮食、用药、居家锻炼，耐心细致的解答将康
复从院内延伸至院外……一个个细节，化成“一砖
一瓦”，帮助患者找回希望，重铸美好健康生活。

上周，57 岁的苏女士约上朋友逛了半天商
场。当她拎着“战利品”，走进久违的茶馆时忍不住
感慨：“曾经只道是寻常，现在方觉多珍贵。万幸，
历劫归来，我的生活还在继续。”

一年前，苏女士因为子宫内膜异位反复大出血，
尽管手术成功，仍旧虚弱得厉害。“手术后，我浑身没
力气，整日躺在床上静养，坐起来喝口水都费力，下
床要人搀扶，没走两步就喘得厉害。”提起那段日子，
苏女士眉头紧蹙，“我静养了好些时日，只觉得越来
越虚弱。有时，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想，难道这辈
子就要这样过了吗？想着想着，就哭湿了枕头。”

导致苏女士虚弱的原因，一是长期失血，二是
心血管疾病。她有三根冠脉血管病变，且无法放置
支架，因此心脏常年供血不足。

“提起术后康复，很多患者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静养’，恨不得足不出户卧床休息。其实，一味静
养，反而会导致心肺功能下降，生活质量随之明显
下降。”在曹鹏宇看来，“摆烂躺平”和“卷生卷死”都
是不科学的，有心脏疾病的患者经过医疗评估，在
医疗监护的护航下，循序渐进地运动康复，才能科
学地提升受损的心肺功能。

苏女士就体验了这种科学康复的效果：“最开
始，医生安排我做体外反博治疗。我称之为‘躺平治
疗’，我只要躺在治疗床上，四肢裹上气囊就行了。
神奇的是，一段时间后，我真的走路没有那么喘了。
第二阶段，医生安排我踩脚踏车，身上贴着监测心率
等指标的仪器，只要稳定在医生要求的心率踩规定
时间即可。运动计划根据我的数据时常修改，两个

多月后，我又健步如飞了，脸色也红润了不少。”
“体外反博治疗被称为‘躺在床上的马拉松’，

是一种无创性辅助循环治疗方法，主要用于治疗
心、脑、肾等重要脏器的缺血性疾病。心脏超声显
示，在反博治疗后，苏女士的心脏血管侧枝建立起
了新的供血循环，微小血管循环也明显改善。这
样，后面才能开始主动运动型的康复治疗。”曹鹏宇
的治疗方案建立在严谨的数据反馈之上。每一位
患者都有一本逐渐变厚的“康复日记”，每次康复训
练一页，上面详细地记载着训练的日期、项目内容、
运动数据和各类心肺功能数据。

在苏女士看来神奇的效果，既有先进理念和设
备的功劳，也是康复团队通过一条条数据、一次次
计算、一遍遍指导堆积起来的。

7月8日晚上，55岁的陈先生突发心梗，在120
救护车上突然丧失意识、四肢强直。尽管急救医师
一路持续胸外按压，送到医院时，他已经没有了自
主呼吸心跳。随后的一个月中，陈先生依靠 EC-
MO 维持生命体征、纠酸、维持电解质稳定、脑保
护，在ICU中先后经历了13次抢救和5次输血，终
于从“鬼门关”里抢回了一条命。

冠状动脉造影和支架置入手术很成功，但心脏
超声显示，陈先生的左心室射血分数仅有17%，这
意味着他的心脏收缩功能极差，只能将17%的血液
泵向全身，随时可能再次“罢工”，只能依靠呼吸机
躺在病床上。

和死神鏖战了一个月的医护们没有就此止步，
心脏康复团队赶来“参战”。通过低频脉冲电治疗、

膈肌起搏、缺血预适应等一系列被动康复治疗，陈
先生的心脏功能逐渐好转，病情也随之稳定，在8
月脱机拔管，转入了CCU。

在 CCU，心脏康复团队为陈先生设计了躺着
就可以进行的关节、核心肌群康复，床旁的踏步康
复等，通过监测其血流动力情况等指标，帮助他一
步步从被动康复走向主动康复。

12月，陈先生已经完成了门诊的36次康复，左
心室射血分数恢复到 48%，离正常指标 50%仅有
一步之遥：“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能活下来就好。等
命保住了，又希望能脱机下床。等能下床了，又希
望能走得更远、更稳。说我贪心也好，但每一次，他
们都回应了我的期待！”

在常州二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曹鹏宇看来，

“次次有回应”正是心脏康复在危重症中应该发挥
的作用：“心脏康复是一个全面、长期、综合的医疗
过程，而非仅仅是一种‘收尾工程’。早期心脏康复
可以提高心肌的供血、供氧含量，改善患者心功能，
降低术后心力衰竭的发生率。对于急性心肌梗死
患者，心脏康复能降低心肌梗死后患者的全因死亡
率和心血管死亡率。数据显示，接受心脏康复的患
者一年内猝死风险降低45%，老年冠心病患者五年
病死率较非心脏康复患者减少21%—34%。”

要将这种理念转化成成果，必须将心血管疾病
康复融入到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全过程中，这就要求
临床上必须打破常规的科室壁垒。在常州二院，康
复团队与心内科、重症医学科等多个学科联合治
疗，为患者回归高质量生活创造更多机会。

抢救了13次的猝死患者：

“他们回应了我一次次更加贪心的期待”

无法放支架的大出血患者：

“他们给了我一条回归生活的新路径”

陷入术后焦虑的患者：

“他们帮助我们重新找回了生活的盼头”

数据显示，在我国，心血管病占居民疾病
死亡构成的40%以上，已经成为首位死因。面
对这个健康“强敌”，只重视心梗发作的治疗是
不够的，必须形成从慢病管理、急性发作治疗
到长期康复的“一体化”综合应对策略，通过早
期诊断、规范化治疗，以及心脏康复和二级预
防策略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患者再次发生心
脏事件的风险，减少心脏负担。

中心通过药物、运动、心理、营养以及戒烟和
睡眠指导五大处方，全面覆盖从急性心肌梗死、
心力衰竭、房颤、瓣膜置换术等心脏疾病，到肺动
脉高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肾病透析、代谢
性疾病综合征、肿瘤心脏病等多病种，实现“心—
肺—肾—代谢”一体化的脏器康复。

今年6月1日，胡大一名医工作室落地常
州二院。中国知名心血管病专家、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教授被聘
为心脏康复中心顾问。

医生：曹鹏宇、徐笑飞、严雪娇、朱萌
护士：赵姗姗、余虹、邵雯、胡玲红
治疗师：陶昱、张宁宁、李欣鸿、吴丽雯

中心拥有国际先进的心肺运动负荷试验
评估设备、呼吸肌功能评估设备、心率变异性
评估设备、六分钟步行试验测试系统、体适能
评估测试系统、急性期心脏康复标准化流程管
理与操作系统等检查评估仪器。

中心常规开展体外反搏治疗、缺血预适应
治疗、体外膈肌起搏治疗、低频电刺激治疗、踏
车/跑台/椭圆机的有氧运动训练、腰腹核心肌
群/上下肢力量肌群系统等的抗阻力训练等主
被动康复治疗，并装备了在康复治疗过程中实
现实时个体化监测的心电、血压、血氧等血液
动力学测试与反馈系统。

门诊时间：每周三下午（心脏康复）
门诊地点：常州二院阳湖院区门诊楼2楼

心血管门诊
咨询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咨询地点：常州二院阳湖院区3号楼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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