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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郑州市第六人民
医院收治了一名特殊的患者。

这位83岁的老人，右脚基本
溃烂坏死，已经蔓延到脚踝部位。

因为有 10 多年的糖尿病
史，且右脚坏死部位有捻发音，
几家省级大医院都高度怀疑不
是单纯的糖尿病足，而是一种罕
见的凶险传染病——气性坏疽，
如不能准确判断和及时治疗，气
性坏疽的死亡率极高。

在这种情况下，老人被紧急
送往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当时已是傍晚 6 点多钟，医
院立即组织专家会诊，由于对气
性坏疽有一定的临床经验，根据
患者的病史、病程和发病表现，
专家组作出确诊，这并不是气性
坏疽，而是糖尿病足。

虽然并非凶险的传染病，但
是出于对医院的信任，患者家属
决定让老人在此住院手术治疗。

因为右脚已经坏死，必须手
术截肢，而老人已经83岁高龄，
且患有冠心病、高血压、肺部感
染，心包和胸腔积液等多种疾
病，手术条件很不好。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医院成
立了以副院长王素倩为组长的
抢救治疗小组，组织医疗、护理、
影像、骨科、麻醉等多学科专家
讨论磋商，针对手术中可能出现
的各种意外情况和应对措施，制
订出详细的方案。

6月20日，由骨科主任刘永
超亲自主刀为老人手术，得益于
术前的充分准备，手术异常顺
利，一个小时就圆满结束。

术后，老人入住重症医学
科，治疗小组又多次讨论治疗方
案，逐步消除老人的心包和胸腔
积液、控制血糖、调整营养不良。

护士长带领护理小组除做好
老人的生理护理外，还结合心理护
理，每天与老人聊天，宽慰，并时常
播放舒缓的音乐让老人放松心态。

老人的恢复非常顺利，已于
7月10日出院回家。

杨跃杰总结说，糖尿病足是
常见病，综合医院在治疗方面也
有很强的实力，但这名高龄患者
选择郑州市六院，是出于对医院
的信任，更是对医院实力的肯定。

“这是医院多学科协同作战
的最好实例，也是医院打造‘一
专全能’传染病综合医院的具体
体现。”

与生命赛跑，甘做危重患者的“守护天使”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发展侧记

收治危重病人的重症医学科（ICU)，是患者生命的安全
屏障，也是医院整体实力的体现。
在传染病医院，重症医学科更是传染病高危病人的集中地。

相比普通医院，这里的医护人员要承担更为繁重的工作和更为
巨大的心理压力。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医院（河南省传染病医院）重症医学科成立
于2009年11月，5年间，科主任杨跃杰率领他的团队，
在生命的赛道上一路奔跑，成为传染病危重患者眼中的
“守护天使”。 晚报记者 邢进 通讯员 王鹤彬 王璞

7月16日上午，记者在重症
医学科见到了杨跃杰，这已经是
一个月之内的第二次采访。

上一次，他的科室成功救治
了两名输入性恶性疟疾患者，其
中一名患者，是从江西上饶不远
千里慕名而来的。

像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
在发生，而为了第一时间抢救患
者，杨跃杰几乎吃住都在科室，
与外界环境隔离的重症医学科，
就是他的另一个家。

重症医学科有 14 张床位，
由于主要收治传染性疾病的危
重症患者，每个病房都是单间，
病房内的空气经过10万级层流
净化，还有两间负压病房。

当天，重症医学科住着 8 名
患者，工作量虽然很大，杨跃杰
却满足地说：“这比前一段时间
手足口病和麻疹高发时好多了，
那时病房每天都是满的。”

杨跃杰刚刚做好了 2014 年
上半年的工作总结和报告，统计
数字显示，上半年重症医学科收
治了460余例患者，而去年上半
年的数字是300余例。

这份“成绩单”，是杨跃杰及
其团队的心血结晶。

多年来，他们多次对艾滋病
合并机会性感染、结核性脑膜炎、
重症手足口病、麻疹合并肺炎等
危重患者成功抢救，尤其对输入
性恶性疟疾治疗处于全省领先水
平，在传染病急危重患者治疗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重症医学科，已经成为郑州
市第六人民医院享誉全省的品牌。

杨跃杰本人也因精湛的医
术，高尚的医德，先后获得郑州
市 2009 年“人民健康好卫士”、
2012 年河南省“健康中原好卫
士”、2012 年度“郑州市医德标
兵”等荣誉称号。

2013 年春天，H7N9 疫情暴
发，不久郑州南曹乡发现疑似
病例，被转到郑州市第六人民
医院。

而入院检查结果显示H7N9
阴性，按照常规应该被排除该病。

但是凭借着丰富的从医经
验和职业敏感性，杨跃杰建议患
者留院观察，因为有些病人检查
会存在窗口期，结果会出现假阴
性。

最终，在杨跃杰的建议下，
病人被留院治疗、检测，终于在
入院第四天被检查确诊为“人感
染 H7N9 禽流感患者”，而这也
是郑州市首例确诊的禽流感患
者。经 ICU 医护人员的努力和
省市多位专家的积极治疗，患者
王先生 10 天后各项生理指标恢
复正常，符合国家卫生计生委制
订的出院标准，康复出院。

而在此期间，杨跃杰和同事

们对患者进行精细护理的同时
准备多种治疗预案，并详细记录
患者各种体征和病情变化情况。

确诊后因为准备充分，医护
人员工作有条不紊，从容应对。

更值得一提的是，杨跃杰一
开始就要求大家严格按照医学
规范进行治疗和数据记录、观
察，以至收集整理了完整的第一
手资料，上报后被国家卫计委收
录作为经典案例向全国推广。

打造“一专全能”医院，多学科协同作战救治高龄糖尿病足患者

24岁小伙去西流湖游泳，一夜未归
母亲赶到湖边，只看到衣服和电动车
多方打捞近一天未见踪影

希望他只是暂时失踪了

救援人员并排在湖中缓慢前行，仔细搜寻

有人报警称
西流湖可能有人溺亡

昨日 8 时，化工路西流湖桥
南侧人行道和桥栏边站满了围
观的人，“好像有人溺水了”。

湖面上，民警正坐着冲锋舟
在湖面上来回巡查，舟后侧拉着
打捞器具，还有几位民警拿着竹

竿站在舟边不停搅动着。湖岸
边蹲着一位中年妇女，目不转睛
盯着湖面。

指挥打捞的须水公安分局
民警介绍，7 点左右接到报警称
湖里可能有人溺亡。民警立即
和西流湖管理处工作人员驾驶
冲锋舟赶到。“管理处有专门的
打捞铁排钩，拴在船后像个筢

子在水底排拉，如果水底有人
就能拉出来。”记者看到，冲锋
舟来回五六圈，排钩拉出的却
只有水草。

随后，郑州市红十字水上救
援队西区支队 15 名救援人员赶
到，直接脱去衣服下水打捞。

在民警的指导下，救援人员
在近岸水面分片打捞，后又排成
排由湖东向西慢慢向湖内摸排，

“这样并排走过去，到水深处再
一点点下潜前进，到西岸后再排
着走到东岸。”救援队长毛勇介
绍。但救援人员摸排一遍后什
么也没发现。

母亲赶到湖边
只看到儿子的衣服和电动车

东岸离水面约 5 米的地方，
放着一堆衣服和一双白底鞋。
蹲着的中年妇女是怀疑溺水者
的母亲，姓刘，家住化工路西四
环丁庄村，离此处有几公里远。

“我儿子来湖里游泳，出事

了。”她无力地说，儿子叫谢更
生，24岁，从小患有癫痫，性格内
向，爱和比他小的朋友玩。“15号
黄昏，村里几个 10 多岁的孩子
说西流湖洗澡的人可多，他就跟
着去了，晚上回来吃饭时他跟我
说湖里洗澡游泳可凉快。他有
病初中都没上，朋友很少，平时
很少那样开心，我也没多想，毕
竟已经24岁了。”

因为家有两个院，谢更生一
直和奶奶住在另一个院。“今早5
点多，孩子奶奶来俺院说更生一
夜没回，问是不是住在俺院了，
我一听就急了，直接跑到这儿，
就看到他的衣服在岸边，电动车
锁在桥上人行道上。”

患癫痫的人
入水游泳十分危险

刑侦民警赶到现场了解情
况，“现在还不能说他溺亡，如果
人打捞不出，只能暂定为失踪”。

西流湖公园管理处工作人
员介绍，西流湖从前年开放就吸

引了很多人。“根据规定，人不能
入湖游泳，但水面太大，夏天很
多人违规来这里游泳纳凉，赶都
赶不走。白天小孩子多，晚上成
年人多。去年这个时候，一个大
学生和表哥来游泳就淹死了。”

工作人员介绍，西流湖水深
多在 3 米左右。5 年前建公园
时，湖水基本排完，为了清淤在
湖中间挖了一个2米宽2米深的
沟，“如果人在湖内，有可能陷到
那个深沟里，排钩也不好打捞。
听说出事的孩子经常犯癫痫，这
种病更不能入水游泳，一旦在水
中犯病，随时可能溺水，别说 3
米水深了，40厘米水深就能要人
的命”。

打捞救援一直持续到中午
12时，但没有找到目标。因天太
热，打捞暂停。昨日 19 时，西流
湖管理处保卫科刘科长介绍，打
捞工作下午重新开始，至记者发
稿时，打捞还在继续。
线索提供 宋女士
（稿费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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