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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晓非 文/图

在精神病医院，患者的生活状况是
什么样的？你以为是单调的吗？其实
是丰富而又充实的；你想用黑白色调来
形容吗？其实是五彩缤纷的。

7 月 28 日下午，记者来到许昌市建
安医院（许昌市精神卫生中心、许昌市
精神病医院）进行了探访。

在许昌市建安医院康复科多媒体
治疗室内，康复师李迤玄迪面带微笑，
正耐心地与坐在电脑桌前的患者沟通：

“现在写出你的 3个优点。”
患者明显有些不自信，低着头不怎

么说话。在李迤玄迪的引导下，她慢慢
地写出了自己的优点。随着交流的深
入，患者的头慢慢抬了起来，说话逐渐
多了，脸上也偶尔露出了笑容。

在许昌市建安医院康复科美术治
疗室内，康复师正带领着患者练习书
法、绘画。每一名患者都端坐在桌前，
聚精会神地练习着，还在结束后轮流分
享自己的心得体会。从中，记者能感受
到他们内心的平静、轻松。

“每一名住院患者都会定期到我们
这里开展相应的娱乐项目，这些都属于
康复治疗的内容。对患者进行精神康
复治疗的目的是让患者在娱乐中得到
治疗，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语言
表达能力、手眼脑协调能力，缓解其焦
虑、抑郁情绪。”许昌市建安医院康复科
主任王桂玲对记者说。

目前，许昌市建安医院康复科开展
了手工治疗、美术治疗、舞蹈治疗、多媒
体治疗、阅读治疗和音乐放松治疗等康
复治疗项目。

“在我们医院，患者住院期间的生

活是丰富多彩的，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
娱乐活动。”许昌市建安医院副院长常
双海对记者说，“每个病区都设置有康
复大厅，我们每天组织患者开展娱乐
活动。每个病区会定期组织患者到康
复科进行康复治疗，还会根据患者的
病情恢复情况，带领他们到户外开展
活动。”

这些康复治疗项目多种多样，有
些是为了提高患者的个人生活能力，
如叠被子、做饭、洗衣服、种地、坐
公交车等；有些是为了缓解其焦虑、
抑 郁 情 绪 ， 如 练 习 书 法 、 绘 画 、 跳
舞、练瑜伽、做有氧健身操、读书、
进行手工制作，或者到户外打球、跑
步、做游戏等；有些是为了帮助其掌

握职业技能，如使用电脑进行文档编
辑、表格制作、网上查询等；有些是
为了提高其人际交往能力，如进行场
景模拟、与他人沟通等。

走进许昌市建安医院病区，患者
与医护人员一起开展娱乐活动的场景
随处可见。

在老年病科，一场医患乒乓球赛正
在激烈地进行着。患者踊跃报名，选手
各显神通，展示自己的球技。比赛现场
激烈而又快乐，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和叫

好声。经过初赛、半决赛和决赛，最终
选出了冠军、亚军、季军，医护人员为他
们颁发了精美的礼品。

儿童少年精神医学科康复大厅内
热闹非凡，一场深受患者喜爱的趣味活
动正在进行。医护人员特意买来了食
品和小礼物，患者们兴致勃勃、情趣盎
然，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你来比画
我来猜”游戏再一次将活动推向高潮，
台上的人铆足了劲猜，台下的人欢呼声
不断。此外，该科还购买了音响，定期
举行 K 歌大赛。

心境障碍二科的康复大厅内则显
得异常安静。该科收治的全部是女性
患者，医护人员正带领着她们练习瑜
伽。她们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熟练地
完成一个又一个动作。此时，记者的确
很难将她们与精神疾病患者联系起来。

“真没想到住院后的生活还是很丰
富 的 ， 原 来 我 以 为 就 是 吃 药 而 已 。”

“这里的生活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无
聊，在这里我也没有那种被监管起来
的感觉。”“我很喜欢这里，甚至觉得
比在家里还开心。”……患者的心声是
对许昌市建安医院医护人员工作最好
的肯定。

“精神疾病患者也有尊严，也应该
被尊重。我们尽最大可能让患者在住
院期间的生活丰富多彩，也是为了矫
正他们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使他
们更好地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常双
海说。

患者在精神病医院的生活怎么样？记者探访许昌市建安医院发现——

生活丰富多彩 每天都有娱乐活动

患者在该院学习电脑操作技能

□本报记者 马晓非 文/图

过去，采取化疗的方法对肺癌患者
进行治疗，即使治疗效果比较好，也很
少有患者能够生存一年。

如今，通过基因检测找到肺癌由哪
种基因突变引起，然后进行精准的靶向
药物治疗，EGFR 突变型肺癌患者可生
存 3 到 5 年，ALK 突变型肺癌患者可生
存 8年以上。

基因检测是指通过血液、其他体
液或细胞，对 DNA 进行检测的技术，
可以说是肿瘤精准治疗的“助推器”。

许昌市中心医院院士工作站自成
立以来，主要在精准医学领域开展科
学研究，基因检测在肿瘤精准医疗中
的应用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研究项目。

“肿瘤治疗已经进入精准医疗时
代，而精准诊断是精准医疗的前提。”
7 月 28 日，许昌市中心医院肿瘤科主
任医师王鹏远对记者说，“基因检测触
及了疾病的根源问题，能够诊断出肿
瘤是由哪一种基因突变引起的。病因
找准确了，治疗就能更加精准，效果
自然会更好。”

近年来，肿瘤发病率持续升高，
但治疗成功率很低。不同肿瘤患者的
肿瘤基因突变存在差异，如果了解患
者哪种基因发生突变，适合应用哪种
药物、哪种治疗方法，就可以大大提
高治疗的有效率。

基因检测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就
好比“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通过基因
检测找到疾病这把“锁”，然后再找到
与其匹配的这把“钥匙”——药物，
从而顺利地将这把“锁”打开，而不
是用一把又一把“钥匙”轮流试着去
开这把“锁”。

在没有使用基因检测之前，肿瘤
患者只能使用某种靶向药物，有些患
者使用后效果并不明显，属于盲目用
药。进行基因检测之后，只需要找到
是哪一种基因发生了突变，然后对症

下药即可。
治疗更加精准、有的放矢，达到

了为患者“量体裁衣”的目的，既让
患者少走弯路，又取得良好的治疗效
果，且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伤。

4 年前，一名 50 多岁的患者因胸
闷、气喘、咳嗽、咯血等来到许昌市
中 心 医 院 肿 瘤 科 进 行 治 疗 。 经 过 诊
断 ， 王 鹏 远 发 现 该 患 者 属 于 肺 癌 晚
期，已经错过了手术时机。王鹏远对
患者进行放疗和化疗，但效果并不明
显，患者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基
本走不动路，躺在床上后也很难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王鹏远对患者进
行了基因检测，发现患者为 EGFR 突
变 型 肺 癌 ， 便 及 时 为 其 调 整 治 疗 方
案，让患者口服靶向药物。

“放疗和化疗都不管用，每天只吃
这一个小片药能治好吗？”刚开始，患
者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王鹏远，充满
疑惑地问。不过，随着治疗的进行，
患者心中的疑惑逐渐消失了。

服药 3 天后，患者胸闷、气喘症
状明显缓解，可以下床活动。服药一
周后，患者饮食恢复正常。服药两个
月后复查，患者肺部肿块几乎消失。

服药半年后，患者到许昌市中心
医院复查时激动地对王鹏远说：“王医
生，我现在彻底相信你了。我恢复得
特别好，你看我能不能重新去工作。”
在王鹏远的建议下，原来基本走不动
路的患者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直到
现在，患者身体状况依然很好。

开展基因检测之后，类似的患者
还有很多。他们曾经饱受病痛折磨，
精准医疗为他们重新点燃生命的希望。

许昌市中心医院院士工作站是我
市卫生健康领域成立的第一个院士工
作 站 ， 是 我 市 深 化 医 疗 卫 生 体 制 改
革、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提升医疗技
术水平的重大举措。该工作站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经河南省科技厅正式批复
成立，于 2019 年 11月 13日正式揭牌。

许昌市中心医院院士工作站由博

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奥
生物） 与许昌市中心医院联合建设。
博奥生物是清华大学布局生物医药领
域的旗舰企业，在出生缺陷、感染性
疾病、肿瘤、个体化用药、健康管理
等方面开发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产品。

2018 年 4 月 19 日，博奥生物与许
昌市中心医院共同成立了许昌市精准
医学中心，在耳聋基因检测、遗传代
谢病检测、HPV 基因检测等方面开展
合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依托于许昌市精准医学中心这个
研究平台，许昌市中心医院院士工作
站 主 要 在 精 准 医 学 领 域 开 展 科 学 研
究，并围绕慢性病、肿瘤等检测项目
的技术开发及成果转化开展工作，为
我市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科研水平和
临床水平的专业人才，更好地造福许
昌群众。

“除了促进临床工作开展以外，许
昌市中心医院院士工作站的成立为科
研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
王鹏远对记者说。

2019 年，王鹏远开始就“肠道菌
群与免疫治疗疗效的相关性”这个课
题进行研究，博奥生物专门派了一名
从事相关科学研究的博士与他合作，
从思路设计等方面进行指导。

两天前，博奥生物的那名博士再
一次来到许昌，和王鹏远一起对课题
进行细化、深化。“我们的目标是用这
个课题申请省级科研立项，我非常有
信心。”王鹏远笑着说。

许昌市中心医院院士工作站自成立以来，将基因检测应用于肿瘤精准医疗中

肿瘤治疗有的放矢 重燃患者生命希望

□本报记者 马晓非
通讯员 毛树存

7 月 28 日是“世界肝炎日”。许昌
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郑惠平提
醒，主动接种疫苗是遏制肝炎危害的有
效措施之一。

“肝炎分为病毒性肝炎和非病毒性
肝炎。病毒性肝炎是由多种肝炎病毒
引起的、以肝脏损害为主的一组全身
性 传 染 病 。 常 见 的 病 毒 性 肝 炎 包 括
甲、乙、丙、丁、戊等五种。”郑惠平
对记者说，“目前，甲肝、乙肝和戊肝
有针对性的疫苗。由于丁肝病毒是缺
陷 型 病 毒 ， 其 复 制 必 须 依 靠 乙 肝 病
毒，因此乙肝疫苗也可以预防丁肝。”

病毒性肝炎的高危人群包括以下
几类：因家庭、工作、生活等原因易
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感染肝炎病毒
预后比较差的人群，感染肝炎病毒后
容易将病毒传播给他人的人群。

接种甲肝疫苗时，健康状况良好
人群可自主选择接种甲肝减毒活疫苗
或甲肝灭活疫苗。甲肝减毒活疫苗只
要接种 1 剂次，甲肝灭活疫苗需要接
种 2 剂次，2 剂次接种间隔 6 个月。免
疫功能低下人群只能接种甲肝灭活疫
苗，HIV 感染儿童可按照免疫程序接
种 2 剂次甲肝灭活疫苗。另外，接种 1
剂次甲肝减毒活疫苗和甲肝灭活疫苗
后，均可刺激机体迅速产生抗体，可
用于应急免疫。如果接种甲肝灭活疫
苗，需要 6 个月后再接种第 2 剂次以保

证持久的免疫力。
接种乙肝疫苗时，健康状况良好

人群可按照第 0、1、6 月的常规程序
完 成 3 剂 次 接 种 。 乙 肝 表 面 抗 原

（HBsAg） 阳性母亲所生的新生儿应在
出生后 12 个小时内尽早接种第 1 剂乙
肝疫苗，1 个月和 6 个月后完成第 2、3
剂次接种。如果乙肝表面抗原 HBsAg
阳性母亲所生的新生儿为早产儿、低
体重儿，也应在出生后 24 个小时内尽
早接种第 1 剂乙肝疫苗，但在该早产
儿或低体重儿满 1 月龄后，再按第 0、
1、6月的程序完成 3剂次接种。

特 殊 病 理 状 态 下 人 群 按 照 第 0、
1、6 月的程序完成 3 剂次乙肝疫苗接
种后，其抗体阳转率可能比较低。如
果没有出现抗体阳转，可以增加接种
剂次或接种剂量。器官移植者和血液
透析患者，可按照第 0、1、2、6 月的
程序接种 60ug乙肝疫苗。

“目前，全球上市使用的戊肝疫苗
只有 1 种，为我国自主研发、具有独
立知识产权的疫苗。”郑惠平告诉记
者，该疫苗仅用于 16 岁及以上人群，
推 荐 免 疫 程 序 为 第 0、 1、 6 月 接 种 ，
高风险人群可按照以上程序完成全程
接种。

主动接种疫苗 遏制肝炎危害

□本报记者 马晓非 文/图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晚上将近 23 时，许昌市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二病区副主任医师苏志辉刚
刚处理完一名脑出血患者，又有一名病
情严重的脑出血患者被送到了科室。
他有种预感，这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已经忙碌了一天的苏志辉顾不得
片刻休息，匆忙投入下一场“战斗”之
中。抢救患者，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

经过一夜奋战，第二天早上 7 时左
右 ，患 者 终 于 转 危 为 安 ，脱 离 生 命 危
险。苏志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紧皱了
一夜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疲惫的脸上
也露出了笑容。

“一晚上的努力能换回一条生命，
无论如何都值了。”7 月 27 日，回忆起当
时的情景，苏志辉笑着对记者说，作为
一名外科医生，他喜欢这种快速为患者
解决问题的感觉。

2005 年，苏志辉正式踏上工作岗
位。在一年的科室轮转期间，对神经专
业感兴趣的他发现，对于许多复杂的脑
血管疾病，手术治疗竟然可以那么快为
患者解决问题，而且取得意想不到的效
果。

2006 年，苏志辉选择了神经外科
这个极富挑战性的专业。从那时起，他
便拿起手术刀，在大脑的毫厘之间，与
威胁患者生命的死神进行无数次交锋，
至今已经坚持了 14 年。每一次手术，
都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因为见过
太多“生命的奇迹”，苏志辉对患者从不
轻言放弃。

一名患者因头痛到许昌市人民医
院神经外科二病区就诊，入院时已经处
于昏迷状态。经过检查，苏志辉发现患
者颅内有 3个动脉瘤，且破裂出血。

颅内动脉瘤多为发生在颅内动脉
管壁上的异常膨出，好比埋藏在人脑中
的“不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破裂出血的
危险，一旦破裂出血，后果不堪设想。

“这名患者情况比较特殊，一是动
脉瘤数量多，二是其中 2 个动脉瘤的瘤
颈较宽，需要支架辅助才能有效固定弹
簧 圈 。 这 些 都 进 一 步 增 加 了 手 术 难
度。”苏志辉说。

患者病情十分危重，苏志辉与该科
医护人员一起，立即对患者进行治疗。

他采用动脉瘤介入栓塞术，将弹簧圈填
充到动脉瘤内，有效止血。紧接着，他
又采用脑室外引流术将脑室内的血液
引流出来，一次性为患者解决了问题。

虽然已经从事神经外科 10 多年，
成功挽救了大量患者，但苏志辉始终保
持着小心谨慎的工作态度，每一次手术
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神经外科手术对精细程度要求极
高 ，有 时 候 真 的 是 差 之 毫 厘 ，谬 以 千
里。所以，再小心、再细致都不为过。”
苏志辉表情凝重地说。

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有 1000
多亿个神经细胞分布其间。由于神经
错综复杂，功能区交错重叠，神经外科
也被称为“外科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对于手术，苏志辉从来都是精益求
精、力求完美。工作之余，他会在显微
镜下将动物标本的血管游离出来，然后
剪断、缝合，并保证缝合后血液能够正
常流通。

越是富有挑战性的事情，越能激发
人的热情。在临床工作中遇到问题时，
苏志辉不会回避，而是勤于思考、认真
总结，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做神经外科手术之前，医生要找到
病灶的位置，最开始采用的是一点定位
法。然而，对于颅骨肿瘤等一些非常小
的病灶，一点定位法不容易精确找到病
灶位置。

发现这个问题后，苏志辉开始思考
解决的办法。他与同事合作，最终找到
了一种新的定位方法——128 排 CT 辅
助下四点精确定位术。通过这种技术，
医生可以实现立体、动态定位，从而更
加准确地找到病灶，且容易操作。

除此之外，醉心于科研创新的苏志
辉还获得了 3 项具有很高实用价值的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分别为可调节方向
血肿腔引流管、股动脉按压器、手套机
等。

志存高远，勇创辉煌。怀揣着医者
的梦想，苏志辉将向着新的医学高峰不
断攀登。

志存高远 勇创辉煌
——记许昌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二病区

副主任医师苏志辉

本报讯（记者 高峡）7 月 26 日，由
许昌市卫健委主办、许昌市妇幼保健
院承办的许昌市妇幼健康服务能力提
升项目——新生儿复苏技术培训在许
昌市妇幼保健院成功开展。他们特邀
郑 州 大 学 第 三 附 属 医 院 新 生 儿 科 兼
NICU 主任徐发林、术后监护室主任
赵 予 颍 等 6 名 专 家 前 来 授 课 ， 各 县

（市、区） 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救
治中心主任，全市各助产机构产科主

任、骨干医师等共计 46人参加培训。
培训以理论讲解+情景模拟演练

的方式进行，内容包含新生儿窒息复
苏原理、胸外按压、气管插管技术及
新生儿复苏药物使用等。在培训中，
徐发林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向参训人
员介绍了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心得体
会，并就各培训人员所提出的问题都
作了积极解答。授课结束后，参训人
员现场进行了分组练习，真正做到了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新生儿窒息是导致新生儿死亡、

脑瘫和智力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据
统计，每年全球大约有 400 万名新生
儿死亡，其中 23%死于出生窒息。因
此，正确掌握新生儿复苏技术对减少
新生儿的死亡和致残率至关重要。

作为许昌市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许昌市妇幼
保 健 院 每 年 都 要 救 治 大 量 危 重 新 生

儿。此次新生儿复苏技术培训，对降
低我市新生儿死亡率、保障新生儿生
命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为
我市新生儿编织了一张强韧的“生命
网”。

许昌市妇幼保健院党总支书记王
福安说，此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许昌
市新生儿窒息复苏专业技术水平，对
降低全市新生儿死亡率、保障全市母
婴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

勤练兵，保障新生儿生命安全
许昌市妇幼保健院开展新生儿复苏技术培训

工作中的苏志辉

工作人员在进行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