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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刻 坚 守 患 者 最 后 一 道 生 命 线

在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淮南市第一人民医
院）， 有这样一个经常创造生命奇迹的地方———重症医学
科 （ICU）。 送到这里的病人， 都处在即将被死神拉走的
边缘， 科室医护人员时刻都在与时间赛跑， 同病魔智斗，
和死神 “拔河”， 时刻坚守患者最后一道生命线。

“我们始终秉承着一个理念 ： ‘即使只有 1%的希
望， 我们也要尽 100%的努力， 绝不放弃！’” 医院重症医
学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吴化奎介绍说 ， 科室全体人员秉
持医者仁心， 尽一切努力挽救患者生命 ， 使很多曾在死
亡线上挣扎的重症患者重获新生。

砥砺奋进， 打造省内一流大型综合性 ICU
2001 年， 医院重症医学科初成立时 ， 仅有 2 张简易

的重症床位。 多年来， 在吴化奎主任带领下 ， 在医护人
员的不懈努力下， 该科室已发展为设备齐全 、 监测与生
命支持全面、 拥有 25 张重症监护床位 （包括 3 间单人病
房、 2 间负压病房） 的省内一流大型综合性 ICU。

“重症医学科是研究危及生命的疾病状态的发生 、
发展规律及其诊治方法的临床医学科。” 吴化奎主任介绍

说， 目前科室有医师 12 名， 护士 50 名； 高级职称 6 名；
硕士 6 名； 省级重症专科护士 3 人 。 同时配备了大批先
进的危重病人监测与急救治疗设备， 包括 26 台高端进口
呼吸机， 2 台转运呼吸机； 2 套中心监护站； 2 台低温治
疗设备； 2 台电子支气管镜； 2 台床旁连续血液净化治疗
设备； 42 台精密输液泵和注射泵； 1 台血气分析仪； 2 台
心脏除颤起搏仪； 2 台人工肝可为肝衰竭病人提供人工肝
治疗； 淮南市首台 ACMO 等 ， 可行高级生命支持治疗 ，
为重症患者的救治提供了坚实保障。

仁心仁术， 为危重患者筑起生命屏障
去年 9 月 ， 一名 35 岁男性病人 ， 因腹痛 2 天入住

该院 ， 并诊断为急性胰腺炎 ， 患者病情进展迅速 ， 入
院 24 小时内便出现休克 、 呼吸衰竭 、 肉眼血尿 、 尿量
减少等症状 ， 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 ， 立即转入重症医
学科 。 “当时腹部 CT 提示全胰头胰体尾坏死 ， 腹腔 、
胸腔都有大量积液 。” 吴化奎主任介绍说 ， 患者转入重
症医学科后 ， 他带领科室团队科学研判 ， 精准施救 ，
针对呼吸衰竭给予有创通气 、 肺保护策略 ； 针对肾功
能衰竭给予持续床边透析治疗 ； 针对贫血予以共计三
千多毫升红细胞悬液 ； 针对腹部膨胀呈 “板状腹 ”、 完
全性肠梗阻 ， 给予改善肠道血运并结合中药灌肠 、 外
敷 ， 以及腹腔穿刺引流 ， 共计引流血性胰腺坏死液七
千多毫升 。

从气管切开到气管封堵， 经过 268 小时的机械通气，
在吴化奎主任及团队的悉心治疗下 ， 患者脏器功能衰竭
逐渐恢复 ， 肠道逐渐恢复蠕动 ， 开始排便排气 ， 随后 ，
经过 46 天的精准救治和悉心护理， 最终他们将患者从死
神手中抢救回来。

在重症医学科 ， 像这样的危急重症患者有很多 ， 吴
化奎主任都是带领团队 ， 全力以赴 ， 认真分析 、 争分夺
秒抢救每一位患者， 为百姓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多年来 ， 医院重症医学科对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能
力稳步提升。 高危肺栓塞尤其是栓子巨大或同时阻塞左
右肺动脉， 往往造成患者即刻死亡 。 近三年 ， 重症医学
科共计收治 17 例高危肺栓塞患者， 其中有的患者已经心
跳停跳， 但在科室团队的全力救治下 ， 这些患者都成功

脱离危险， 康复出院 。 产后大出血也时刻吞噬着年轻妈
妈和胎儿的性命， 近三年来科室救治了 26 例凶险产后大
出血产妇， 续写了医学 “神话”。 此外， 科室近五年收治
110 例各型难治性重症胰腺炎患者， 大多是由外院经治加
重后转入， 多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 。 “在我们团队的努
力下， 这些重症胰腺炎患者全部治愈 ， 无一例因治疗原
因转上级医院。” 吴化奎主任自豪地说。

勇担重任， 扛起最重的 “生命之托”
2022 年12 月 7 日优化疫情防控 “新十条 ” 发布后 ，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进入由防转治的新阶段 ， “保健康 ，
防重症” 成为核心目标 。 市卫健委紧急成立新冠肺炎救
治组， 由吴化奎主任担任重症医疗组组长 ， 该科室其余
7 名医护人员担任医疗组成员 ， 积极配合市卫健委统筹
协调全市新冠感染急危重症患者救治工作 ， 守好生命的
最后一道防线。

践行医者初心， 扛起 “生命重托”。 去年 12 月中下旬以
来， 医院新冠感染就诊患者数量激增， 一批有基础病的危重
患者亟需诊治。 气管插管、 支气管镜、 帮病人吸痰……进
入 ICU 里的患者一般都需要医护人员进行有创操作和悉
心照顾， 因此重症医学科也是感染风险最大的科室之一。
科室医务人员都是 24 小时连轴工作， 那段时间每天都有
医护新发病例感染 ， 高热 、 全身疼痛 ， 咽痛 ， 工作量骤
增、 身体病痛、 极限疲惫 ， 但他们从未有过退缩 ， 而是
全力救治， 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

为了全力开展新冠病毒感染救治工作 ， 医院坚持全
院一张床、 全院一盘棋， 动员一切力量、 打通所有科室，
将多个科室改造为急危重症病区 。 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
又勇担重任 ， 冲锋在前 。 科室副主任 、 教授 、 主任医师
徐胜负责急危重症二病区 ； 科室副教授 、 副主任医师金
磊负责急危重症六病区， 保障重症救治率、 降低病死率，
全力以赴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防线。

2023 年 1 月 1 日， 80 岁裴大爷新冠感染后白肺症状
严重入住医院重症医学科 ， 科室给予高流量和无创辅助
通气配合治疗、 加以俯卧位通气， 最终好转。 1 月 29 日，
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了一例体重达到 300 多斤的 17 岁
“大白肺” 男孩， 患者入院时昏迷， 呼吸衰竭， 双肺弥漫

性病变， 当时命悬一线 ， 科室紧急给予气管插管呼吸机
治疗、 积极抗病毒治疗 、 序贯脱机等对症治疗 ， 在经过
10 天的救治终于转危为安。

与此同时， 76岁王奶奶、 80岁刘奶奶、 73岁凌大爷……
多例白肺高龄患者， 在重症医学科通过积极治疗康复出院。

守护生命防线， 打开 “希望之门”！ 医院重症医学科
将继续坚守初心， 敬畏生命 ， 踏踏实实做好生命最后一
道防线的守望者。

———记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ICU）

妙手无“痕”匠心铸就美好生活

一位前来我市工作的美国籍患者 ， 近期因为患糖尿
病足严重 ， 并发感染性休克 ， 入住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烧伤整形科治疗 。 该科室针对患者病情实施了保
肢术 ， 术后不影响患者正常行走和站立 ， 患者对治疗效
果非常满意， 并为烧伤整形科的一流技术点赞。

“糖尿病足的发生率约占糖尿病患者的 4%-10%，
是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 ， 表现为糖尿病
患者足部血管 、 神经单个或同时出现病变 ， 导致足部
供血不足 、 感觉异常 ， 出现感染 、 破溃 、 糜烂等症状 ，
严重者病变可累及肌腱 、 肌肉及骨骼 ， 导致组织坏死
甚至截肢 。” 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 、 副教授 、 副主任医
师王君介绍说 ， 科室在不断地提高治疗水平 ， 为病人
创造最佳的治疗效果， 让患者恢复正常生活。

医院烧伤整形科是淮南市唯一一家公立性的烧伤
整形科 ， 目前有 8 名医生 ， 其中副主任医师 3 名 ， 开
放床位 19 张 。 科室医护人员坚持以技术和质量为生
命 ， 情系患者 ， 救死扶伤 。 在烧伤救治方面 ， 承担着
淮南地区烧伤危急重患者救治工作 ， 多年来成功抢救
了许多大面积烧伤患者 ， 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 在
整形美容外科方面 ， 可以开展先天性及后天性畸形的
矫治 、 各种体表肿瘤的治疗 、 重睑 ， 眼袋整复 ， 隆鼻 ，
面部除皱 ， 吸脂 ， 丰胸等手术 ， 有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

随着天气变热， “腋臭” 异味令人尴尬， 而医院烧伤
整形科却可以解除患者烦恼。 “以前处理腋臭就是进行大

切口手术， 将汗腺、 毛囊一起切除， 创伤大。” 王君主任
介绍说， 现在科室治疗腋臭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是
小切口腋臭根治术， 沿皮纹设计切口， 彻底切除皮下汗腺
及毛囊， 并采用美容缝合技术缝合， 术后效果确切， 可以
一次性解决腋臭烦恼 。 第二种是可以通过黄金微针来改
善， 利用高频电流作用于皮肤下的汗腺组织破坏汗腺， 从
而达到治疗腋臭的效果， 这种治疗方法一般随做随走， 不
留瘢痕， 有利于当前快节奏生活工作的白领人群， 但一些
重度患者可能需要 2-3 次才能达到根治效果。 第三种是注
射肉毒素治疗， 一般疗效只能维持 4-6 个月。

在医院烧伤整形科 ， 我们了解到科室日常对各种体
表肿瘤的治疗较多 ， 近期连续治疗了三例恶性黑色素瘤
患者 。 恶性黑色素瘤虽然发病率低 ， 但是因为恶性度
高， 转移发生早 ， 死亡率高 ， 因此早期诊断 、 早期治疗
很重要 。 如何早期判断是否患有黑色素瘤 ？ 王君主任说
一般恶性黑色素瘤有五个常见特征 ： 肿瘤不对称 ； 边界
不完整 ， 看着不规则 ； 颜色很黑或斑驳 ； 肿瘤直接大于
6 毫米 ； 肿瘤表面有突出 。 如果患者发现出现这几种症
状 ， 就要高度怀疑是恶性黑色素瘤 ， 及早前往医院治
疗。 同时 ， 他还提醒 ， 常见痣治疗有多种方法 ， 但是一

旦出现这样五种情况 ， 即痛痒症状 ； 近期长得特别快 ；
近期有出血 、 破溃 ； 周边出现微型灶 ； 痣的直径超过 3
毫米 ， 建议直接切除痣 ， 不要采用激光等其他方法 。
“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很多病人 ， 通过冷冻或者激光 、 化
学剥脱等方法祛痣 ， 但是因为没有清除干净 ， 刺激残存
的细胞再次增生 ， 形成皮肤癌 。 有的会恶变为基底细胞
癌 ， 或恶性黑色素瘤 。” 医院烧伤整形科在体表良恶性
肿瘤防治上做到早诊断 、 早预防 、 早治疗 。 不仅能彻底
切除病灶 ， 而且在肿瘤确诊后转移的测定及个体基因的
鉴定都在进一步加强 ， 可以帮助患者预测风险 、 针对性
治疗， 有效减少病死率。

烧伤整形科的治疗对象 ， 主要包括儿童 、 老年人 、
美容人士 、 瘢痕患者 。 儿童常见的 ， 比如天热时一不小
心打翻放在桌上的水杯 ， 有可能造成较为严重的烫伤 。
老年人因为疾病等原因长期卧床或行动不便 ， 局部组织
长期受压 ， 持续缺血 、 缺氧 、 营养不良而导致组织溃烂
坏死 ， 造成压疮 。 “压疮 、 糖尿病足 、 慢性溃疡等创面
修复病情复杂 ， 由于诊疗难度高而花费不菲 ， 主要靠预
防 。” 王君主任提醒说 ， 希望市民多了解科普创面修复
常识， 做到小伤早治以避免病情加重。

———记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科

让患者重回生活轨道 让生命重放光彩

近日 ， 在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病
区， 刚做完康复治疗的患者李先生正在医生的指导下小心
地走着。 52 岁的李先生高兴地说， 三个月前他因脑梗死
造成偏瘫 ， 入住医院康复科后 ， 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
疗和护理 ， 从能下床到借助助行器行走 ， 再到现在能独
立行走， 他完成了一个康复奇迹， 也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让康复患者在最短时间内走出身体和心灵双重的
伤痛 ， 实现生活自理和心理健康 ， 是我们矢志不渝的追
求 。” 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唐文政介绍说 ， 康复医学科

作为一个新兴学科 ,被称为与预防、 保健、 临床医学并驾
齐驱的第四医学 ， 一直贯穿于疾病的治疗始终 。 他们科
室成立于 2012 年 ， 现在已发展为一个集康复诊疗 、 教
学、 科研、 预防于一体的综合性一级临床学科。

目前医院康复医学科门诊设在总院门诊六楼 ， 平时
主要以颈肩腰腿痛的治疗为主 ， 兼顾儿童康复 、 脑卒中
恢复期门诊康复治疗 。 科室病区设在西区 ， 设置了 53
张病房 ， 接受需要住院进行系统康复治疗的患者 。 主要
针对脑卒中恢复期 、 颅脑损伤后 、 截瘫 、 儿童康复 、 骨
与骨关节病康复 、 颈肩腰腿痛 、 以及部分其他系统疾病
康复 。 此外 ， 在医院西区还有评定治疗区 ， 设有康复大
厅 ， 可以开展物理疗法 （PT） 区 、 作业疗法 （OT 区 ）
和骨创伤康复治疗； 儿童康复治疗区、 物理因子治疗区、
传统康复治疗区以及评定区 （言语、 认知、 吞咽、 心理）
及支具室。

唐文政主任介绍说， 科室康复对象包括神经康复、 骨
科康复、 儿童康复、 肌骨康复等不同类型患者， 其中神经
康复针对脑卒中、 脑出血或者颅脑损伤后治疗遗留下的偏
瘫、 言语及吞咽障碍等问题； 骨科康复针对各种骨科手术
后留下的严重功能障碍恢复； 儿童康复主要针对儿童发育
障碍性疾病恢复； 肌骨康复主要促进颈椎病、 颈 ／ 腰椎间
盘突出、 肩周炎、 肌筋膜炎、 骨性关节炎等疾病的恢复。

目前医院康复医学科在吞咽障碍评定与训练 、 儿童
康复技术 、 手功能康复等方面处于全市领先水平 。 “吞

咽障碍会影响患者饮食的摄取、 营养的吸收 ,从而造成患
者体力耐受差 ； 增加肺部感染几率等 ， 严重影响 、 制约
患者康复训练。” 唐文政主任介绍说， 科室可以开展吞咽
障碍造影评定 ， 通过吞咽造影录像检查 ， 观察患者的吞
咽反射， 软腭、 舌骨、 舌根的活动， 喉头的上举和闭锁、
咽壁的蠕动， 梨状隐窝及会厌谷的残留物， 是否有误咽。
这也是吞咽障碍金标准评定技术 。 一旦患者被评定有吞
咽障碍 ， 给予基础训练 ， 合并有环咽肌功能障碍的可实
施吞咽障碍球囊扩张治疗技术 ， 缓解环咽肌狭窄 ， 恢复
其功能 。 在儿童康复方面 ， 主要开展感觉统合训练 ； 儿
童言语训练 ， 具备开展一对多的小组言语训练能力 ； 儿
童发育迟缓的运动评估及言语评估 ； 引导式教育等 。 此
外， 手功能障碍也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 手
功能康复也是该科比较有特色的一项治疗技术 。 手功能
的治疗是以功能为导向 ， 通过多学科合作 ， 对多种引起
手功能障碍的疾病进行治疗 ， 对已经表现出来的手功能
障碍进行积极恢复或代偿 ， 帮助患者重新回归生活 、 工
作和社会。

俗话说 ， 三分治 ， 七分养 。 现代理念的 “养 ” 不仅
指的是卧床休息 ， 而是系统的康复训练 。 唐文政主任表
示 ， 科室将继续秉承 “以患者为中心 ” 的服务理念 ， 细
分亚专科 ， 精益求精 ， 提升医术 ， 努力创造更多康复奇
迹， 让患者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本报通讯员 袁誉宁）

———记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