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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腎臟疾病監測網絡公布
的2013年至2017年調查結果，中
國透析人數加速增長，2017年透
析患者數量約為58萬，而預計到
2025年，透析患者數量將達到87
萬。慢性腎臟病是全球死亡率中排
名第十一位的疾病，其致殘致死率
增幅位列所有慢性病之首。預計到
2040年，慢性腎臟病將成為全球
第五位的致死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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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疫情趨緩，這讓剛在3個多月前經歷了瀋陽冬季疫情的瀋陽醫學院附屬

中心醫院腎內科主任孫藝的工作稍輕鬆了些。

孫藝的科室收治的疑難重症病患比例較高。從醫20多年來，孫藝為無數亟

待搶救卻投醫無門的急重症患者打開了生命通道。他常聽患者家屬說：

「到您這裏就是（我們）最後的希望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在血液淨化中心，最小的一名患者
只有12歲。「我很早就在擔心這孩子

青春期怎麼辦？當他長大意識到病情，他
又該怎麼獨立面對？」孫藝和醫護團隊堅持

了解病患們的心理需求。「重症患者更需要人文
關懷。」

每周兩次透析，這名小患者都是由爺爺全程陪伴，但
孫藝說，這種關愛或許也有隱患。「一旦他青春期來臨，

家人的倍加愛護反而會引起他更強烈的叛逆。」這種擔心與日
俱增，孫藝決定跟小患者的爺爺好好談一下，「每次來，我都
找機會跟老人聊，把這種擔心解釋給他，也讓他傳達給家裏
人。」孫藝希望，在醫護和家人的共同努力下，能夠支持小患
者平安度過青春期。

派車接送患者參加女兒婚禮
在最近的一次公益講座中，孫藝科室的醫生紀鎮華一眼就認

出了14年前接診的患者家屬、69歲的于大娘，兩人擁抱在一
起。

「是他們完成了我老伴最後的心願。」于大娘拉着紀醫生的
手回憶起2007年的場景，「當時我老伴已經快不行了，唯一的
心願就是看着女兒出嫁。」于大娘眼眶微紅，「當時我找到孫
主任，沒想到，他不僅答應收治，還答應讓老頭平安地去參加
婚禮。」那天清晨不到6時，護士提早上班給病患抽了腹水，
科室協調出救護車往返接送，「病房就作為女兒的『娘
家』。」三個月後，老伴病逝，于大娘將這份感動銘記至今。

這樣的人文關懷氛圍，正是孫藝堅持點滴構建起來的。

「拒收紅包絕非說說口號」
「患者有多麼不容易？我剛接手科室就遇到了一個事情。」

2003年，他收治了一個尿毒症患者，「他的愛人有一天過來找
我，拿出皺巴巴的500塊錢（人民幣），非要給我。」孫藝頓
了頓，「這夫妻倆是裝修刮大白的工人，她那天正好穿着一個
沾滿油漆的工作服，這500塊錢該是他們怎麼辛苦掙來的？」
「我內心受不了這種折磨，也是從那時開始，我就在科室提出
拒收紅包，而且絕不是說說口號！」

犧牲家庭時間 堅持除夕值班
孫藝的付出還體現在他常年堅持與患者保持聯繫。今年大年

初一一早，孫藝又來到血液透析室給患者拜年。「對患者來
說，這堅持了快20年的除夕夜值班、初一拜年，象徵意義更大
一些。」

因為對這一傳統的堅持，孫藝說，他也因此犧牲了自己的一
些家庭生活。「我女兒小的時候，每到除夕就我不讓離開，有
一次我借口下樓倒垃圾才出門，還穿着襯衣襯褲（秋衣秋
褲）。」最後，他的妻子偷偷從窗戶把外衣扔給了他。

因為常常面對的是高度依賴醫療資
源的尿毒症病患，疫情發生一年

多來，孫藝和他的醫護團隊一刻不曾停
歇。疫情最初，他們自製防護口罩；疫

情常態化中，他們保證所有患者「24小時內得到科室最
高醫療水平救治」，且力保血液透析患者的救治通道。

疫境病人增 救治不計成本
在3月11日的世界腎臟日，孫藝在醫院辦了一次現場

義診，這也是他自2006年首個世界腎臟日開始，連續
第16年舉辦義診活動。「我們科室常常面對的是急、
危、重症患者，希望通過這樣不間斷的公益科普，喚起
公眾對腎臟疾病的重視。」
這樣的感觸，在疫情下顯得尤為突出。在去年年初發

生疫情後，不少醫院關閉了病房，住院床位緊缺。「我
們科室的重症室幾乎每天都有患者，」有的是突發器官
衰竭卻沒有就醫通道的，有的是在急診室等待緊急透析
的。
「去年4月，疫情還比較緊張，有一個多器官衰竭的

患者找過來，才58歲，已經透析11年了，疫情後他原
來透析的醫院病房都關閉了，輾轉了幾家醫院，卻突發
多器官衰竭，病情危重。」
家屬無條件的信任讓孫藝決定不計成本展開救治——

連續48小時床旁急救、透析，輸血1,000毫升、抗休克
治療（使用升壓藥200多支）等……「我們科室的救治
是綜合救治，大家都說我是『勞模』，但其實道理很簡
單，就是一切的出發點都是患者。」孫藝和他的醫護團
隊幾乎在超負荷運轉。
在孫藝的日常工作中，他幾乎每天上午都有手術，每

天要查房了解每個住院患者的情況，以及掌握100多個
的透析患者的情況。

設核檢通道 降低接觸風險
去年12月，瀋陽發生了一次由境外輸入引起的秋冬

疫情，一些患者所在小區施行了封閉管理。「護士，我
媽媽今天要透析，出不來，很着急！」在孫藝科室的患
者微信群中，類似的問題不斷被提出。如何出入封閉區
域、如何保證按期透析……擔憂蔓延在患者中。
孫藝和他的科室團隊第一時間開闢出簡易的獨立核酸

檢測通道，可保證透析患者既能作核檢，又避免了與醫
院的其他患者接觸的風險。
另外，他們緊急排查了疫情相關情況，並通過患者微

信群滾動公布免費核酸檢測、透析時間安排等信息，24
小時解答並協調出現的問題。「早在2020年春節武漢
疫情發生時，我們就單獨設立了科室的排查表，（記錄
病人家屬是否有旅居史等情況）。」

緊貼患者心 獲讚滿意度高
特別是在去年疫情初期，按規定，病患必須持核酸檢

測陰性結果才能入院透析。「可是很多患者對自費檢測
有抵觸，我很理解，這一百多塊錢（人民幣）的檢測費
很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透析患者往
往是因病致貧多年，「我就跟院裏提出免費檢測，最後
也得到了醫院的支持。」
同時，由於防疫物資緊缺，護士就自製防疫口罩發放

給患者。「疫情中，我們沒落下一個患者，反而讓（患
者對）我們科室的滿意度提升了。」

「我出任科室主任後就發現，（因為難以負擔醫藥開銷），
很多患者住院不到（病）好就走，還有相當一部分患者確
診後根本不治療。」
2004年，年近40歲的孫藝在出任科室主任後的首

個舉措就是提出「陽光用藥」。「我觀察到，在
非針對治療的輔助用藥上，需要改革的地方
就很多。當時我們都習慣給患者開安全但
效果甚微的『營養藥』，藥品利潤率比
較高，那改革就從這裏開始。」
「我常跟醫護和我的學生說，

你給父母用什麼藥，就要給患
者用什麼藥。」至今在他
的科室，在床位利用率
超過100%的情況
下，藥品使用比
例 卻 不 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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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
前，我救治過

一個在遼寧鞍山
任教的加拿大外教湯

姆，他的經歷也更讓我
相信愛是無國界的。」當時

湯姆患上了巨大的腎囊腫，危及
生命，加拿大的救治方案是要切除

腎臟，但他慕名找到了孫藝。孫藝說：
「我們綜合判斷認為可以不切除並通過
穿刺的方式治療，最後的治療效果也很
好。」
病癒後，湯姆感慨道，「上帝想要我

的腎，而八院的醫護幫我要了（我的
腎）回來。」此後，湯姆開始熱心公
益，連年向鞍山社會福利院捐資助學。
孫藝說，「湯姆的愛人還告訴我，他

在得知一個學生母親身患絕症後，跟着
學生去見了母親最後一面，並非常認真
的告訴這位母親，『你的孩子在我的班
級裏是最棒的，以後一定會有出息的，
你要放心！』」
他表示，自己也在當醫生的過

程中經歷數不盡的感動。
「我一直相信愛是可以傳
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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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醫學院附屬中心醫院腎內科主任孫藝

透析患者人數增
2025年料達87萬

● 孫藝在血液淨化中心
病床旁為外國患者分析病
情，講解血液透析知識。

受訪者供圖

●今年春節，孫藝（左）
與科室醫護為年齡最小、
僅有12歲的血液透析小患

者送去新年禮物——
一副乒乓球拍。

受訪者供圖

● 去年12月瀋陽疫情發生後，孫藝的科室為腎透析
患者在血液淨化中心候診室連夜開闢出一個簡易的核
檢通道。 受訪者供圖

●●今年世界腎臟日今年世界腎臟日，，孫藝在瀋醫中心醫院為市民進孫藝在瀋醫中心醫院為市民進
行公益講座行公益講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攝攝

●● 孫藝在鄉村為留守老人進孫藝在鄉村為留守老人進
行義診行義診。。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