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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防疫10件事 公安将依法打击
A03

前9个月全市实现社零总额875亿元
增长3.3%，社零指标重回全省前三位

A02

韩国首尔踩踏事故
已致4名中国公民死亡

29 日晚，韩国首尔市龙山区梨
泰院洞一带发生踩踏事故。首尔消
防部门通报，截至 30 日 16 时 30 分，
事故已造成153人死亡、103人受伤，
伤亡人员多为年轻人，不排除死亡
人数继续增加的可能。中国驻韩国
大使馆 30 日向记者确认，有 4 名中
国公民在踩踏事故中死亡。图为30
日凌晨，救护人员在现场工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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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胸廓、躯干严重畸形遇上胆总管结石伴急性胆管炎

市二医院普外科团队巧施妙手“排雷”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通讯员/陈

恺祺）“终于可以回家了，非常感谢市二
医院普外科的医护人员，关心着我、照顾
着我，挽救了我的生命！”70岁的郑奶奶
刚经历了取石手术，尽管身体仍有些虚
弱，但她仍努力坚持一字一句地表达内
心的激动和感谢。回想起几天前的经
历，她和家属仍心有余悸。

“一开始就是肚子痛，感觉有些胀，
吃过饭后会更痛更胀。连着一周都没有
好转，还出现了发烧、寒战的情况，这才
想着来医院。”杨奶奶在家人的陪同下来
到市二医院就诊，找到了病因——胆总
管结石伴急性化脓性梗阻性胆管炎。

这种情况，必须行急诊手术解除胆
道化脓梗阻，才能挽救病人生命。一般
来说，胆总管结石伴急性胆管炎可通过
不开刀的 ERCP 下胆总管结石取石术
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郑奶奶本身还

存在身形低矮和胸廓严重畸形、腰腹躯
干扭曲变形等情况，导致该套方案无法
进行。经过多学科急会诊，最终科室主
任柳涵冒着开腹手术也可能因患者的
腹部高度扭曲畸形而难以进行的风险，
为其行传统手术。

术中，柳涵快速切除胆囊，探查胆总
管及左右肝管，见胆总管内有 2 枚不规
则形结石，便于胆道镜下冲洗并取出结
石，随后放置 T 管。在麻醉科及手术室
护士的密切配合下，手术非常顺利。

“胆管结石是指胆管的任何部位发
生结石的疾病，属于临床胆石病的一种，
分为肝外胆管结石和肝内胆管结石。肝
内胆管结石又称肝胆管结石，原发于肝
内胆管，多为胆色素性结石，是我国常见
而难治的胆管疾病。”柳涵介绍。

针对患胆管结石的病友，柳涵建议
一定要早诊早治、勿拖延。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通讯员/黎
婕妤）近日，在心血管健康联盟、房颤中
心联盟公布的“第五批次标准版房颤中
心”名单上，株洲恺德心血管病医院榜上
有名，并获得“规范抗凝先锋奖”，这标志
着医院在房颤规范诊疗方面获得了心血
管学科行业认证，也意味着医院在房颤等
心律失常领域的综合管理、规范诊疗工作
上了一个新台阶，将为株洲乃至周边地区
患者提供更好的救治服务。

房颤是临床上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
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在80岁以上
人群中，房颤患病率高达15%至20%。房
颤会导致心悸、活动耐受性下降、生活质
量下降，严重者还会引发心力衰竭、血栓
栓塞导致中风等并发症。然而，目前我国
房颤患者对该病的知晓率和早期诊断、治
疗率较低。

鉴于此，2021 年株洲恺德心血管病
医院开启房颤中心筹建，中心在医院医务
部的统筹安排下，由心内科大科主任刘
宇、心一科主任陈曼君牵头，在心外科、急
诊科、神经内科等多学科协作下，恺德房
颤中心启动建设，期间严格按照房颤中心
建设相关规定开展工作，并对辖区内外患
者进行义诊筛查、健康宣教，对医务人员
进行规范房颤抗凝治疗及诊治流程培训，
医院开展了房颤射频消融术、左心耳封堵
术等多项房颤诊治技术，有效落实了“治
疗房颤、预防卒中”的房颤诊治理念。同
时，该中心还重点与基层医院增强了双向
互动，帮助和提升基层医院从业人员相关
素质，促进本区域房颤全程管理科学体系
的构建，不断提高房颤整体诊治水平，造
福房颤人群。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通讯员/欧
阳骁杰）“选择了医学这条路，我就会
用一生的忠诚和热情对待它，完成医生
的使命！”这是株洲市人民医院脊柱外
科副主任医师何新民一直用行动践行
的信念。

1983 年出生的何新民，怀揣着对医
生职业的向往考入泸州医学院，2008年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进入株洲市人民医
院工作。从初出茅庐的住院医生到现在
的学科骨干，何新民从未停下探索前进
的脚步。

“医疗技术飞速发展，我经常到国内
先进的医院进修学习新技术，回来再将
新技术用在患者身上，减轻患者痛苦。
看到患者治愈时的笑脸，感到特别有成
就感和获得感。”何新民说道。

何新民回忆，他曾遇到一位99岁高
龄的患者，胸11、12椎体压缩性骨折，合
并腰椎间盘突出症。这是科室自成立以
来遇到的年龄最大的手术患者。综合评
估手术风险后，显示患者获益远远超过
相关风险，科室建议行微创手术治疗，快
速解决患者病痛。

起初，家属非常反对，害怕老爷子下
不了手术台。经过反复沟通，家属最终
同意手术。何新民利用最新学成的微创
技术，半个多小时就完成了手术。老爷
子特别高兴，术后几天便痊愈出院。

出院时，家属对何新民说道：“大夫，
您每天细心查房、耐心沟通，让我们感受
到了您负责任的态度和过硬的专业能
力。最后事实也证明，相信你是正确的
选择！”

近日，何新民又接诊了两位腰椎复
杂性自发感染的患者，因该类疾病治疗
难度大、疗程长、费用高、愈后不佳，使得
患者饱受折磨，家属焦虑不已。了解情
况后，何新民常常陪着患者及家属聊天，
从疾病发生发展的经过，到患者的各种
生活起居营养餐食等，极大地缓解了他
们的焦虑。在后来面对是否行脓肿清除
手术治疗的决策时，患者直言：“何主任
你决定就好了，我们绝对相信你！”

在何新民看来，医生和患者是同一
条战线上并肩作战的战友，只有彼此信
任、支持和配合才能战胜病魔。

以匠心仁术挺起生命脊梁
——记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何新民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通讯员/黄晓敏 周
艳姿）“患儿情况紧急，立即通知手术室准备急
诊手术！”令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主任刘志新
如此心急的，是出生仅21小时的早产儿轩轩（化
名），他的胎龄仅30+6周，出生体重1.2公斤。

10月24日下午5点，轩轩在当地妇幼保健院
出生，因为提早出生，又是极低体重儿，轩轩的各
项器官功能均未发育成熟。予以脐静脉置管后，
经X线检查，提示双膈下大量新月形气体影，考虑
为新生儿消化道穿孔，急诊转入市妇幼保健院。

入院后，考虑到轩轩的特殊性，医院立即召
集医务科、小儿外科、新生儿科、麻醉手术室、放
射科、输血科、B超室等多学科专家进行会诊。考
虑到新生儿胃穿孔可能性很大，小儿外科主任刘
志新当即表示患儿必须接受急诊手术。

此时，属于极低体重儿的轩轩，腹腔空间只
有杯子那么大，胃仅有鸡蛋大小，要找到穿孔部
位很难。再加上早产儿免疫系统、呼吸系统等各
方面器官发育不成熟，抵抗力、耐受力差，意味着
这台手术对药物种类和剂量的选择、医生的技术
等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手术开始后，进入轩轩腹腔的瞬间，黏连成
团的肠管呈现在眼前，刘志新仔细地探查每一节
肠管，终于在胃小弯近胃窦处发现了胃壁组织呈
膜状，范围约 3×2 厘米，下端可见直径约 1 厘米
的穿孔。

“这是典型的新生儿胃壁肌层缺损并穿孔。”
刘志新说道。他立即为轩轩切除了膜状胃壁组
织，修补了胃壁穿孔，并用生理盐水反复冲洗腹
腔清除腹腔内脓液。

两个小时后，手术顺利结束了，轩轩被送往
新生儿科继续监护。

那么，胃穿孔一般都发生在成年人身上，新
生儿怎么会得呢？刘志新介绍，先天性胃壁肌层
缺损并穿孔为小儿外科较少见的急腹症，是新生
儿自发性胃穿孔最常见的病因。该病病死率高，
即使能及时救治，也仅有 75%至 80%的存活率。
新生儿胃穿孔多数在出生后 3 至 5 天内发病，表
现为拒食、吃奶困难、呕吐，呕吐物可能含有血
液。典型者可能突然出现腹胀并进展迅速，呼吸
窘迫，并伴随全身情况迅速恶化。对于新生儿尤
其是早产儿，爸爸妈妈一定多留心观察，若出现
上述症状，就要尽快就诊。

出生21小时早产儿胃穿孔
市妇幼多学科专家成功救治

▲认证名单（部分）。通讯员供图

株洲恺德心血管病医院
又添一个心血管学科行业重量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