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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创伤救治中心”的效果立竿见影，
在国内，多发伤的抢救成功率一般在 82%左
右，而在郑州市一院，这个数字提高到了
85%。

李凯说，复合性多发伤的救治，涉及了
院前急诊、急诊科、创伤骨科、脑外科、胸外
科、普外科、泌尿外科、妇科等几乎医院的所
有外科科室，而且需要介入、检验等科室的
辅助配合，“可以说，对多发伤的救治，体现
了一个医院的综合实力和技术水平”。

在这个体系下，所有涉及学科之间相互
配合，整体为一个患者服务，各学科医生共
同会诊、评估，使得对患者的总体病情评估
更为科学和客观，这些因素都保证了救治成
功率的提高。

而反过来，“创伤救治中心”不仅是救人
的平台，更是一个锻炼医生、培养医生的平
台，它检验了救治流程的行之有效，专家之间
配合的默契度，以及人员素质的快速提升。

“以往，各科年轻外科医生也许在自己
的专业领域里提升很快，但是科室之间的
壁垒，使得年外科医生很难学习和磨练相
关专业的技术和知识”，但是，在创伤救治
中心，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善，在这里，年轻
的外科医生几乎可以接触到所有外科的创
伤和疾病，丰富的经验积累有助于他们的
快速成长。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与发展，现在，“创伤
救治中心”也成为医院所有年轻医生都愿意
来学习和提升的平台。

第十届全国创伤学术会议在郑开幕

承办国家级学术盛会
郑州市一院创伤医学发展实力凸显

8月27日~30日，由河南省医学会、河南大学附属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郑州
市一院）承办的“第十届全国创伤学术会议”，将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这是创伤学界两年一次的最高级别盛会，全国乃至世界创伤学领域的高手大腕云集，为
期4天的会议将交流与学习国际与国内最新的创伤救治技术和理念，促进我国创伤医
学的发展，提高创伤医学的临床救治、护理与基础研究水平。
对郑州市一院来说，承办这种级别和规模的学术会议，意义非凡。该院院长连鸿凯表
示，全国创伤学术会议是我国创伤医学界规模最大、学术水平最高、内容最为丰富的学
术盛会，承办这次会议，是业界对郑州市一院创伤医学水平的极大肯定，也为医院创伤
医学的大发展装上了强劲的“引擎”。 郑州晚报记者 邢进 通讯员 侯巧红 楚哲

全国创伤学术会议历经十
余载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国内
创伤医师进行知识更新、继续教
育和学术交流的高水准平台。

本届大会的形式更加多
样，内容更加丰富，除王正国院
士、付小兵院士等国内大名鼎
鼎的创伤学界专家交流外，还
邀请到了来自美国、德国、日
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
和地区的国际知名专家和与会
医师共享创伤医学领域从基础
研究、临床诊治到预防康复的
最新技术和进展，集中体现近
年来该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和重大研究发现。

具体负责大会筹备工作的
郑州市一院科教科主任吕震
说，创伤医学综合性强、涉及创
伤专业有多个学科，本次大会

将设1个主会场“国际创伤救治
论坛”和11个分会场，分会场包
括组织修复、创伤感染、骨与关
节损伤、神经创伤、交通伤与创
伤数据库、创伤急救与多发伤、
创伤药物与转化应用等专业学
术论坛。“我们还邀请到了来自
台湾的12位创伤学界专家，于
会议期间举办首届‘海峡两岸
创伤救治学习班’，为两岸创伤
医师提供学习与交流的机会。”

据悉，此次会议与会代表
将达 3000 多人，这不但是创伤
医师展示自己水平与实力的平
台，更是最佳的学习机会。

大会收到了 1998 篇学术
征文投稿，其中，郑州市一院投
稿 214 篇，被选中大会发言 25
篇，电子壁报交流 44 篇，技术
水平与实力不言而喻。

7月26日凌晨，郑州市一院接120指派，
机场高速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伤者情况危急。

接指令后，急诊科值班医生立即开启创
伤救治“绿色通道”。

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被眼前的景象惊
呆了，坐在副驾的伤者被路边一根直径约8.5
厘米的钢管贯通左胸，急救人员立即采取针
对措施，维持伤者的血压、血容，一边通过创
伤救治中心的微信平台，将伤者情况发回医
院，通知心胸外科、重症、介入、麻醉等相关
科室医生到位，进行会诊，讨论救治方案。

这名洪姓伤者今年 36 岁，浙江人，乘飞
机来郑州出差，下飞机后打车前往市区，不
料在途中遭遇事故。

在急救车返回医院的途中，大外科主任、
心胸外科主任李凯和所有参与抢救的人员已
经全部到位并做好救治准备，伤者到院后，放
射科立即为他拍了2张胸片，然后直送手术室。

此时，距离接诊时间不过45分钟。诊断
结果显示，洪某左侧创伤性血气胸，左侧肋
骨骨折，左肺挫伤、肩胛骨骨折等一系列损
伤，钢管离心脏和大动脉仅有几毫米，随时
有生命危险。李凯和助手孙子瑞、侯强为患
者实施了左侧开胸探查止血、左肺破裂修
补、胸部贯通伤扩创探查修复及异物取出
术。术中，李凯反复强调，伤口要仔细清创
探查，操作细致轻柔，避免重要神经血管损
伤，确保万无一失。

经过2个多小时的手术，异物顺利取出，
术后患者神志清醒，状态平稳，在 SICU 观察
治疗3天后，转入普通病房。

8月14日，洪某痊愈出院，他拉着专程来
送他出院的连鸿凯院长和李凯的手，感激不
已，千恩万谢，“当时看着那根穿透我身体的
钢管，感觉就像做梦一样，我都不敢想我能
够活下来，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

像洪某这样的多发伤重症患者之所以
能够抢救成功，有赖于郑州市一院自2013年
起整合资源，依托优势学科打造的“创伤救
治中心”。

所谓多发伤，是指同一致伤原因引起的
两处以上解剖部位及脏器的损伤，并且至少
有一处损伤是危及生命的。中心负责人、大
外科主任李凯说，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
不断升高，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也在逐步提
高，这导致复合多发伤越来越多见。而以
往，救治这类病人一般都集中在急诊科，“但
是急诊科的医生不是万能的，他们不可能什
么手术都能做，什么手术都做得好”，而在患
者需要转往其他科室治疗时，各科室之间又
没有一个顺畅的流程。

李凯说，“有些我们认为可以有好的救
治效果的患者，有时候实际情况却并不尽如
人意”，总结统计抢救成功率，分析原因，“我
们认为这与各学科配合不到位，没有一个好
的平台有关”。

而组建“创伤救治中心”，将各学科资源
整合到一个框架之内，在紧急情况下统一调
配，保证各抢救环节运转流畅，争取救治时
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2013 年 7 月，郑州市一院本着“生
命第一、减轻痛苦、稳定病情、降低死亡率和
致残率”的理念，着手打造“创伤救治中心”。

对严重创伤、多发伤患者从院前急救、院
内抢救，到病人直接送入 SICU 或手术室，制
定出详细的制度、流程和预案，并要求从患者
进入医院到接受确切治疗时间严格控制在60
分钟内，以保证其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为此，医院专门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
严重创伤抢救小组和以业务副院长组成的
外科抢救小组及5个以各业务院长为组长的
抢救小组，负责患者全方位的抢救和确定主
责科室，以保证患者的治疗主次明晰、连贯
持续，减少患者抢救时间，相关科室全力配
合，将抢救成功率最大限度提升，全力确保
患者的救治成功率。

整合资源 全力提升创伤救治成功率

3000余名医师学习交流创伤医学最新成果

李凯和他的团队正聚精会神为患者手术

郑州市一院院长连鸿凯送患者洪某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