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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为烧伤患者再造美丽人生
——记河南省烧伤诊治中心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中心主任牛希华

35 年来，她深爱着让
人“惨不忍睹”的烧伤专业，
从风华正茂的女大学生，到
鬓生华发的国内烧伤界重
量级专家，始终坚守在临床
一线。

35年来，她呕心沥血、
锐意拼搏，让一个仅有两名
医生、12张床位的烧伤“小
儿科”，蝶变成为享誉国内
外的全省烧伤诊治中心。

35 年来，她甘当“人
梯”，带出了 500 多名专家
队伍，打造了一支国内烧伤
界的“王牌军团”。

她，就是郑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烧伤中心主任、河南
省烧伤外科学会主任委员、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郑州
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郑州
市卫生系统改革开放30年
突出贡献者、河南省百名巾
帼科技英才者、河南省三八
红旗手、河南省“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牛希华。

新华社内参《动态情
样》曾报道了她的先进事
迹，原省委书记徐光春曾批
示，要求全省广大医务人员
向牛希华同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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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来，对于牛希华来说，基本上她的每
一天都是从烧伤中心病房楼开始的。7点钟，
她会准时出现在这里，从BICU开始逐层巡房。

烧伤中心有 3个病区，一个BICU病房。
一病区住的是小儿烧伤患者，二病区是中小
面积烧伤、电烧伤、化学烧伤、特殊部位烧伤
患者，三病区是大面积烧伤的危重患者。

每个病区的患者都熟悉牛希华亲切的面
容，每天早晨看到她的微笑，心里就很安定。

一位名叫封文华的患者，在一起意外的火
灾事故中被烧成重伤，牛希华亲自为他手术。

他伤后情绪抑郁，牛希华经常和他谈心，
耐心宽慰他勇敢面对人生。最终，封文华的
双臂和双手不仅恢复了功能，而且也有了面
对生活的勇气。

封文华激动地说：“牛希华主任是我的救
命恩人，也是我全家的恩人，是她给了我第二
次生命，如同我的再生父母。”

1976年，风华正茂的牛希华从河南医科
大学（现郑州大学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郑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科工作。当时，科室
只有12张病床，两名医生。

创立之初的烧伤科条件简陋让人心灰意
冷，病房里惨不忍睹的情景让人不寒而栗。

面对病床上躺着的一个个残肢断臂、肢
体粘连、赤身裸体、散发着腥臊恶臭的烧伤患
者，一同分配来的几个大学生惊呆了。

没几天，几个分来的大学生就纷纷另谋
高就了。但牛希华坚持了下来，她成了郑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一个分到烧伤科的女大学
生，并在烧伤科一干就是35年。

医学界有句话：“金眼科，银外科，最脏最
累妇产科。”而烧伤科却是比妇产科更脏更累
的地方。没有去过烧伤科病房的人，是永远
体会不到这种感觉的。

虽然现在条件改善了很多，但是走进烧
伤中心病区，还是能闻到一股其他科室没
有的味道。

那是烧伤患者的体味和涂抹的药物混合
在一起散发出的味道，而与这股难闻味道相
伴的，是烧伤患者面目全非的惨相。

如果没有坚韧的神经、强大的意志，根本
没有办法在这里长年累月地工作。

由于失去了皮肤的天然屏障，大面积烧
伤患者往往躯体冰凉，又不能盖被子，以前没
有远红外保暖的时候，需要用大瓦数的灯泡
炙烤。

每次换药的时候，全副武装的医生都要
在这种湿热、蒸烤的状态下操作很久。“那时
候才叫难熬，现在条件好多了。”牛希华淡淡
地说。

这还只是视觉和嗅觉的冲击，更让人难
以忍受的是，烧伤科医生还必须面对清洗创
面和换药工作。那滋味，让人一个星期想起
来都没有食欲。

一个夏天，烧伤中心收治了一位从外地
转来的高压电击伤患者，牛希华一层一层揭
去纱布，一股强烈的恶臭立刻弥漫整个走廊。

纱布下，患者坏死肌肉组织已经腐烂
生蛆，家属及其他人员呛得捂着鼻子，纷纷
躲了出去。

面对这种令人窒息的场面，牛希华镇定
地一边安慰病人，一边仔细地清洗创面，直
到换完药，她才冲进卫生间呕吐不止。

整天面对这些，是什么力量让牛希华坚
持下来的？

牛希华说：“是医生的神圣职责，烧伤科
医生的责任让我这么做。”

烧伤中心每年门诊量有 3 万多
人，年收治住院病人1700人次以上。

多年来，牛希华兢兢业业奋战在
最苦最累的一线，换来的是患者的信
赖和医术的日益精湛。

一旦有成批烧伤急救、危重病人
抢救，人们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牛希华。

多年来，她和她的烧伤中心除服
务于郑州地区外，还一直担负着全省
烧伤诊治网络成员单位业务技术指导
工作，并承担着省、市突发事件，成批
及危重疑难病人的抢救工作。

她曾奔赴濮阳抢救 52名烧伤病
人，奔赴鄢陵抢救因烟花爆炸受伤
的 17人，2004年，奔赴郑煤集团抢救
在瓦斯爆炸中受伤的32名工人，抢救
平煤集团在瓦斯爆炸中受伤的121名
工人，抢救郑州某化工厂在化学爆炸
中受伤的11名职工……

牛希华总是不负众望，每次都能
拿出最佳方案，迅速组织烧伤中心人
员在“黄金时段”争分夺秒地抢救病
人，把一批批烧伤患者从死亡线上拉
回来。

35年来，牛希华摸索出了一整套
成功的经验，挽救了数不清的患者生
命和他们的家庭，受到了省市领导的
好评。

感染是烧伤病人主要死亡原因之一，牛希华
采用连续性血液滤过技术治疗烧伤脓毒症病人，
在临床上成功地破解了这一重大医学难题，取得
了靠抗生素难以应对的良好疗效。

在“中美烧伤创伤学术会议”、“亚太烧伤外
科学术会议”等学术会议上，牛希华的《64例烧伤
脓毒症的分析》论文引来了雷鸣般的掌声。

牛希华的研究成果开创了我国防治烧伤脓
毒症时代，现在这一研究成果已在临床上广泛推
广应用。

如何让烧伤患者最大限度地恢复健康，降低
致残率，提高生存质量？

牛希华将整形和美容的观点应用于烧伤早
期治疗，将整形的观点贯穿于烧伤治疗过程中。
她认为，对各种原因烧伤所致的手部、骨关节深
度烧伤进行早期修复，可以最大限度地恢复功

能，并保持良好的外观，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她在全省率先成立的烧伤功能锻炼室及皮

肤康复治疗室，应用现代康复的各种技能，尽最
大努力改善患者的外观与功能恢复。

1991年，她带领课题组在国内较早开展了大
面积深度烧伤休克期切痂植皮研究，打破了业界
以往的休克期不能切痂的禁区，为抢救大面积烧
伤病患提供了全新理念。

她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科研成果14项，她开展
的新技术“眼睑化学烧伤全层缺损修复与再造的
临床研究”、“相对低热致深度烧伤机理的动物实
验及临床研究”等6项研究成果转化为新技术，并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她与团队一起研究出的“自体皮肤细胞耕耘
播种直接移植的实验研究及临床应用”成果，经
国家级专家鉴定认为是世界首创。

在河南乃至全国，牛希华和她的团队是一支
在烧伤界有口皆碑的“王牌军团”。

如今的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中心，有26
名医生，60多名护士，这支团队是牛希华多年言
传身教、精心打造的精英团队。

近几年，烧伤中心有 20多名医生到北京、上
海、重庆、西安等全国著名的烧伤中心研修，围绕
严重烧伤等进行跨学科研究，大大提升了中心的
学科实力和地位。

目前，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中心主任医
师以上专家人数、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数量，
位居我市卫生行业之首。其床位规模及年收治
病人量均居国内前列，总治愈率达98.2%，成批烧

伤的救治、电烧伤和化学烧伤的治疗等烧伤医疗
技术水平跨入国内先进行列。中心特重病区有
了设置齐全的重症监护（BICU），在国内烧伤专科
是为数不多的几家。

在2005年亚太烧伤会议上，郑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烧伤中心被授予“对中国烧伤事业作出特别
贡献奖”奖章。

该中心连续8次成功承办全国性烧伤新进展
研讨会，并多次承办河南省烧伤外科学术会议等。

目前，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中心以合理
的人才梯次、雄厚的技术实力，成为河南省烧伤
诊治中心，也成为河南省烧伤界的龙头，指导全
省烧伤治疗工作，在全国也占有一席之地。

一心扑在工作上，牛希华对自己的小家亏欠
得太多。

“我儿子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牛希华说，孩
子小的时候，丈夫还在部队，那时她几乎天天都
在手术台上，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儿子。

每天儿子一放学，都是在公园里写作业，写
完把书包扔到花圃里，就开始自己玩。

等到妈妈下班时间，儿子回到家里，如果她
恰巧按时下班了，就带儿子去吃点东西，然后再
返回医院；如果她没下班，就会交代同事帮孩子
买点饭，或者干脆让儿子到同事家吃。儿子就是
这样由烧伤科的医生和护士轮流带大的。

儿子小学时经历过 3次肠梗阻手术，牛希华
都在给烧伤患者做手术，一天假都没请。

1996年 10月，儿子患肠套叠再次住院手术，

望着昏迷不醒的儿子，她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愧
疚和悲伤，泪流满面。

“现在我还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已经有了
个小孙女，但是情况还和从前一样，一家人从来
没有一起吃过饭。”牛希华说。

作为河南烧伤界的泰斗，牛希华的手机号码
在医院的网站上对外公布，以便其他医院以及患
者随时向她求助。

前不久，她的手机摔坏了，大家都说让她参
加某个通信公司的活动，换个最新款的。但得知
参加活动必须更换手机号码时，牛希华马上打了
退堂鼓，“还是算了，换了号码得多少人找不到
我，手机可以不买，号码绝不能换”。到现在，她
仍然用的是维修过的旧手机。

这，就是一位领军专家的朴素人生。

牛希华在为烧伤患儿做检查牛希华在为烧伤患儿做检查

看到牛希华
患者就有了希望

在最脏最累的岗位上
她奉献着一切

35年来
她挽救了无数患者

克难攻坚，成为国内烧伤外科领军人物

甘当人梯，打造郑州一院烧伤“王牌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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