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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和9分钟

“陈院长，紧急情况。”
子夜 1 点，刚躺下准备入

睡的陈学英接到一个紧急电
话。一名产妇突发羊水栓塞，
请她赶紧过去主持抢救。

羊水栓塞，被称为孕妇的
“鬼门关”，是产科最凶险的并
发症。

“产妇浑身都在出血，怎么
办？”赶到手术台，疲惫的医生
声音都已经颤抖了。

“保持输血，赶紧联系血
源。这种情况对血的需求量很
大。”陈学英投入抢救，组织团
队，实施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案。

手术室里争分夺秒，这里，
是医生和死神间的战场一线。

8 点，策勒县的天刚蒙蒙
亮。日出破晓之际，手术终于
顺利完成。7 个小时，几千毫
升输血，终于换来母子平安。

清冽的冷水扑在脸上，换
来一丝清凉的陈学英终于松了
一口气，跟科室的负责人们嘱
咐着：“这个病例很有意义，咱
们尽快开个会，把协作抢救的
规范再补充完善一下。”

这样的抢救，在过去 3 年
已经发生过多次。每次抢救结
束，陈学英和大家一个病例一
个病例磨，制定完善相应的工
作流程、工作方案、应急预
案，制定了抢救的流程图。

也是在这 3 年里，越来越
多好的变化发生在策勒县人民
医院。

“刚来的时候，这里的医生
的水平和天津有比较大的差
距，操作也不够规范。”陈学英
带着援疆医疗专家组的成员们
制定了详细的规划：结成对子

“师带徒”，下班后开设辅导
课，邀请协和专家讲课……

如此一来，当地疑难重症
救治能力大幅提升，医院也创
建了合格的孕产妇救治中心和
新生儿救治中心，还开创了 2
个二级学科——风湿免疫科、
皮肤科。

与此同时，新生儿重度高
胆红素血症、新生儿重度窒
息、新生儿败血症、35 周以下
的早产、呼吸机治疗……以前

需要转到和田地区医院的患者
在策勒县人民医院就能治，转
诊率大幅度下降。

“2022 年 1 月 5 日，一名产
妇来院孕检，胎心只有 30 多
次，家属也不在。我们从发现
产妇情况不好、到医务室签字
抢救、最后产妇脱离危险，一
共只花了 9 分钟。”陈学英说，
这个速度，已经能说明自己这
3年没白干了。

“大山子”和“小雪儿”

医院得管、门诊得出、手
术得做、项目得跟，大量的材
料得整理好留给继任者……援
疆即将期满，陈学英天天忙得
脚不沾地。

饭后是陈学英不多的休息
时间，她打开手机相册不断左右
扒拉，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这
是大山子，现在可壮实了，见我
就笑。小雪儿也是漂亮小姑娘
了，都学会跳舞了……”

大山子、小雪儿，是策勒
县的两个维吾尔族孩子。3 年
援疆，两个娃娃就像工作组成
员们自己的孩子一般，时时牵
挂着大家的心。

2020 年 3 月 23 日，陈学英
赴疆投入工作第一日，行囊刚
打开，一个急讯突如其来：“有
个产妇难产，急需支援。”

这名产妇便是大山子的妈
妈阿瓦古丽。

“胎位不正，体型巨大，生

不出来，咋办呢？”当地医生早
已急出了一头汗水。

“立刻顺转剖，做好输血准
备！”专家组换上手术服，当机
立断。

但是，剖，也不是那么容
易的事儿。手术室里众人都沉
默着埋头工作，空气里充斥着
凝重而紧张的味道。

终于，在一阵响亮而清澈的
啼哭声中，主刀医生发出最后的
结论：“9斤4两，母子平安！”

无独有偶，第二天专家组
又接诊了一名当地的维吾尔族
产妇，一样的胎位不正，一样
的难度极大，经救治，产妇平
安生出了一个小姑娘。

“这两个孩子是来迎接我们
工作组的啊。”策勒县委常委、
副县长，天津对口支援新疆前
方指挥部策勒工作组副组长董
子忠对陈学英说，“这么有缘，
咱们就认个亲戚吧。”

对这些来自远方的亲人，
两个维吾尔族家庭欣然接受，
还提出，能不能由接生的专家
们给两个孩子取小名。这就是

“大山子”和“小雪儿”的来
由。“巍巍昆仑，高大伟岸，像
和田的顶梁柱，而昆仑山上融
化的雪水静默无声，却滋养万
物，有了大山，有了小雪，就
有了这里万物的生长。”陈学英
解释说。

从那之后，这两个孩子就
成为了工作组的结亲户。难得
的休息日里，去看两个娃娃，
成为了大家最快乐的休闲时光。

孩子满月或生日，工作组
的亲人都会去看他们，给他们
庆祝一下。到了家里，他们给
孩子做好儿童保健，教两个新
妈妈科学的哺乳方法。大家还
自发自费给大山子和小雪儿买
了很多玩具和书籍。

3 年援疆，大家都处成了亲
人。去年因为忙，很长一段时间
专家组没法去看望两个孩子。不
久前，得知专家组在隔壁村义
诊，阿瓦古丽开上摩托，装了满
满一盒核桃、鸡蛋、红枣，来送给
自己的亲人们。

“阿瓦古丽，你是了解我们
的，我们有工作纪律，不能收。”

“工作是工作，我们是亲人，
给亲人带点自己种的红枣怎么
了？你们这么辛苦，得补一补。领
导要批评你，你让他找我来。”

工作组研究后拍了板：“不
收下，会寒了亲人的心。但纪律
不能违反，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份
钱以礼物形式还回去，还要注意
方式方法，不能伤了亲人的心。”

2021 年，陈学英获得和田
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
人”称号。2020 年，天津对口
支援新疆前方指挥部策勒工作
组被评为“自治区‘民族团结
一家亲’活动先进集体”。

舍不得离开新疆

第一次援疆期满，陈学英
递交了延期申请。

“太多事儿刚到一半，我实

在不愿意这时候撒手，耽误了
医院的发展速度。”跟家里人说
起这个理由，家人全力支持，
让她放心工作。

家里人不知道，陈学英刚
到新疆，就患上了支气管哮
喘。曾经引以为豪的身体，变
得爬个三楼就上不来气，不得
不开始服药治疗。

陈学英也不知道，爸爸在照
料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时，发生
了严重过敏反应，一米八的大个
子一度瘦到只有120多斤。

“虽然知道自己在家也改变
不了什么，但是能陪着父母，
心里会好受一些啊。”陈学英说
起这事儿，红了眼眶。

“你在新疆，有更重要的事
情。家里又不是离不开你。”父
亲反过来宽慰她，“我们都是你
坚强的后盾，你放心工作，我
们等你凯旋。”

第二次援疆即将期满，陈
学英坦言：“临别在即，我真的
很舍不得离开新疆。”

这里有自己一手完善起来
的医院和学科，有自己牵挂难
舍的大山子和小雪儿，还有经
常邀请她去自己家里做客的热
情同事和老乡。

休 息 日 ， 有 时 候 去 村 里
义 诊 ， 能 看 到 巍 峨 的 昆 仑 ，
壮丽的雪山，陈学英就打开
视频，给 4000 多公里外的爸
爸妈妈看：“爸妈你们看，这
里多美啊！”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天津医生陈学英倾情援疆三年——

“爸妈你们看，这里多美啊”
本报记者 蒋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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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3 岁的王阿姨，长期居
住于河北燕郊，务农。长年累月
的生活重负使得她满脸风霜。近
一年，她反复胸痛，以至于胸闷
喘憋，甚至不能平卧。当地医院
医生开给她的药物也不能缓解痛
苦，生活受到巨大困扰。

王阿姨独自带大一双儿女。
如今儿子儿媳在本地经商，女儿
在京工作。因为怕耽误孩子们的
事，她从不轻易麻烦子女。1年前
心梗发作时，她怕影响孩子工作
就没有及时去就诊，直到逐渐出
现喘憋、咳嗽咳痰后才到当地医
院就诊，当时她已经出现了胸腔
积液和肾功能衰竭。

当地医院立即对她进行利尿
治疗，但症状只能稍稍缓解。王
阿姨的儿子也带着她辗转多家北
京三甲医院，但均因手术风险
高，建议她药物维持治疗。这次
就诊是因难以忍受的胸痛，女儿
带着她连夜来到我院急诊。女儿
对医学知识并没有太多了解，但
很坚定地认为，只要做了手术，
母亲的病就会好。

当王阿姨第一天住院时，就已
是满肺啰音、氧合低、血压低，少
尿、肌酐高，心脏射血分数仅有
25% （正常的1/4），心绞痛发作时
出现前壁导联广泛的压低，病情非
常危重。我们请患者女儿来讲病情
时，女儿却认为母亲的状况并不严
重。她很关心母亲，但因平时工作
忙，而且住得远，和我们会面的时
间很短，匆匆 20 分钟。我们只能
够将患者的概况描述一下。但我能
感觉到，患者女儿发自内心地想为
母亲争取更多的机会。于是，我们
和她为患者制定了一个稳步的进阶计划，争取让老人获得
积极治疗的机会。

王阿姨入院后很少说话，吃得也很少，轻微活动就
会出现胸闷的症状，夜间还有喘憋出现。在全面药物治
疗、有创血压监测下，她的心衰症状稳定住了，未再发
作胸闷症状。但患者依然无精打采，每次看到我，她就
非常迫切地问：“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做手术？”她期待的
眼神让我们产生一定要帮她完成心愿的信念。

“您的心衰症状已经得到控制了，但血压实在太低
了，争取多吃一些吧。”老人是回族人，很多食物都有限
制。我们为老人制定了每日食谱，联系她的女儿了解她
的口味。老人渐渐地吃得多了一些，有力气独坐一会
儿，甚至能够下床站立。

但因为王阿姨缺血性心肌病诊断明确，是否还有手
术机会需要进一步评估存活心肌，而她的情绪已经很急
迫了。

在危重患者讨论会上，我们从病情评估到患者情绪
稳定都做了讨论。患者的文化水平和心理状态都不能接
受无法马上手术这个现实。手术是否有指征取决于是否
还有存活心肌，但我们首先需要说服老人接受这项
检查。

经过劝说，老人认可了普通服药也能解决问题。
解决了心病，她逐渐恢复了笑容。当天下午患者女儿
打来电话，跟我说老人特别开心，让母亲在我们这里
治疗家人也很放心，对于后续的检查他们也都会积极
配合。

可惜，PET-CT 结果还是令人沮丧，没有看到存活
的心肌，血运重建对患者心功能及缺血并没有获益。拿
到报告，我们试探性地问王阿姨，做手术对肾脏风险还
是很大的，而且通过目前咱们的用药，心绞痛心衰并没
有再发，不做手术您觉得能够接受吗？

老人坦然地说，肾脏坏了需要透析，会给孩子添更
多的麻烦，不做手术也罢。她的女儿对于这个消息已经
有所准备，既然目前的状态是老人最好的状态，还能避
免更大的损伤，这对患者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仍记得在一次人文医学课中，老师讲到“心术不可
得罪于天地，言行须留好样给儿孙”。患者和家属的配合
是珍贵的。能够发自真心地进行交流和沟通，对于我们
自身也是一笔财富。站在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对良好
医患关系建立是个很好的开始。

治疗要从“心”开始，只有先打开患者的心结，才
能使临床治疗发挥最佳效果。每一位患者都是一本故事
书，要读懂它，需要我们真正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去考虑
问题，同时要采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进行我们的医
疗行为。

（作者为北京安贞医院心内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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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邱煜雯）“左眼的视力感觉
比右眼还要好，看东西清楚了。”近日，
84岁的韩先生在辽宁沈阳爱尔卓越眼科医
院接受了屈光性白内障手术，术后左眼视
力从原来的 0.1提升到 0.8。他也是全国首
批接受全新一代 TECNIS Toric II 散光矫
正型人工晶状体手术的患者之一。此次手
术的成功开展，进一步丰富了白内障患者
对人工晶状体的选择，并为合并角膜散光
的白内障患者提供了更优质的一体化诊疗
方案。

调查显示，41.8%的白内障患者有大
于100度的角膜散光。《中国散光矫正型人
工晶状体临床应用专家共识》中指出，我
国白内障术前角膜散光的患者人群庞大，
白内障术后散光残留问题，已成为当前影

响患者视觉质量的主
要因素之一。

此次接受手术的
患者韩先生，左眼患
有白内障同时伴有散
光，视力仅为 0.1，且
角膜散光达到了 300
度。因患者有角膜散
光，所以需要选择能

够同时解决散光问题的人工晶体。综合患
者需求，在进行详细全面的术前检查之
后，沈阳爱尔卓越眼科医院院长张劲松教
授带领医院白内障诊疗团队为其量身定制
了手术方案。

一直以来，对术后旋转稳定性的担忧
是人工晶状体散光矫正手术开展的难点。
因此，此次采用的散光矫正型人工晶状体
具有更加卓越的旋转稳定性，不但能显著
降低白内障患者术后的残留散光度数，也
可以更好地提高患者的裸眼远视力和脱镜
率。“目前的白内障手术已经进入屈光性手
术的时代，不仅为了防盲治盲，更是为了最
大化提高术后的视觉质量，不仅要看得见，
更要让患者看得清、看得持久舒适。”张劲
松说。

白内障手术进入屈光性手术时代

不光看得见 还要看得清

上图：在广东省江门市，中建路桥江门船厂项目部为
弘扬雷锋精神，日前开展了一场志愿献血活动，青年志愿
者踊跃报名参与无偿献血活动。图为活动现场，青年志愿
者正在献血。 赵振兴摄 （人民视觉）

右图：日前，在江苏省如皋市如城街道举办的一场无
偿献血活动中，来自街道机关、事业单位、村 （社区） 的
党员团员纷纷撸起袖子、无偿献血。图为一名青年志愿者
在献血时展示无偿献血证。 吴树建摄 （人民视觉）

图为陈学英 （右一） 术后组织多学科讨论。

“去新疆？”
“对，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人民医院需要一名主持内科

的副院长，我们觉得你很合适。你和家人商量一下，一天之
内答复我。”

被领导突如其来的消息搞懵的陈学英，是天津蓟州区人民
医院感染免疫科主任。她惴惴不安地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家人。

婆婆患有心脏病，陈学英放心不下。有着几十年党龄的公
公却坚定地说道：“党员就得听组织的，有什么好犹豫的？去！
你婆婆有我照顾呢。”

妈妈因脑梗生活不能自理，爸爸一直在家照顾妈妈。这
时，爸爸说：“你不要担心家里，有我、你哥哥、你弟弟。”

丈夫和女儿也是全力支持。女儿说：“妈妈，我长大
了，你放心去援助新疆吧，你是我心里的英雄。”

一晃，这已经是3年前的事情了。第一次援疆1年半期
满，陈学英递交了延期申请。

现在，已经是她第二次期满了。

右图：在大山子家里，陈学英 （右二）、董子忠 （右一） 给大山子
过2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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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天津援疆医生正在做手术。图为天津援疆医生正在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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