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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秋节前夕，济
源市妇幼保健院传来喜讯，在
该院住院65天，出生时体重仅
900克的“巴掌宝宝”闯过重重
难关，顺利出院。

7月14日下午，王某（怀孕
7 个多月）在上班途中突然下
腹坠疼，阴道出血，被送到济
源市妇幼保健院时候裤子上
已全是血，测量血压 181/104
毫 米 汞 柱（1 毫 米 汞 柱 =
133.322 帕），考虑急性胎盘早
剥，该院立即启动危重孕产妇
抢救预案，多学科会诊后，判
断产妇为合并妊娠期高血压、
子痫前期，突发胎盘早剥。医
务人员为患者进行了紧急剖
宫产术，娩下一个体重 900 克
婴儿，产妇在术前术中术后累
计出血1500毫升，给予大量输
血，补液，4 天后产妇痊愈出
院。

产妇在医务人员的帮助
下，顺利挺过了难关，但新出
生的宝宝情况不容乐观。因
产妇胎盘早剥严重，宝宝出生
后无哭声、无呼吸、四肢松软，
医务人员立即给予气管插管、
胸外心脏按压、肾上腺素等处
理，很快复苏成功，在气管插
管正压通气下，由转运暖箱转
入新生儿科。“宝宝系极早早
产儿、超低出生体重儿，合并
严重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
征，有出血倾向，合并凝血功
能障碍。”该院主治医师李艳
敏说。入院第 3 天，患儿呼吸
明显好转，顺利拔管，改为无

创呼吸机支持呼吸，期间患儿
合并呼吸暂停、肺炎、频繁血
氧饱和度下降，出生 28 天时，
患儿仍不能脱离氧气支持，合
并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经治疗
10 天后顺利“脱氧”。患儿住
院期间还先后合并贫血、水
肿、血小板减少症、脑损伤、黄
疸、胆汁淤积、心肌损害、低钙
血症等多项并发症，经过医务
人员的精心治疗、照顾，患儿
闯过重重难关。

喂养也是一大难点，患儿
起初不能吃奶，医务人员给予
其母乳涂抹口咽部，为吃奶做
准备，之后给予鼻饲泵奶。在
此期间，“护士妈妈”坚持给予
口腔按摩、腹部按摩等专业护
理，患儿从开始喂奶时不吸吮
到逐渐可自行吃奶，吃奶量逐
渐增加，出生近50天时患儿所
需奶量全部为自行吃奶。患
儿住院时间长，期间妈妈多次
进 入 监 护 室 进 行 袋 鼠 式 护
理。患儿 42 天时医院派救护
车，在医务人员的陪同下，至
洛阳市妇幼保健院进一步做
眼底检查，洛阳市妇幼保健院
开通绿色通道，来回 2 个多小
时，患儿安全返回病房，经过
多次检查，患儿未出现早产儿
视网膜病。住院期间，振幅整
合脑电图检查提示患儿脑发
育良好。经过 65 天的精心治
疗和护理，患儿逐渐康复，体
重增长到了2050克，9月17日
顺利出院。

（王正勋 侯林峰 杨 芳）

跨越1500公里 先心病患儿获救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徐紫渝 穆倩倩

9月17日8时许，从贵阳跨
越 1500 多公里紧急转运到郑
州，出生不足 20 天的罕见重症
先心病患儿在河南省胸科医院
完成急诊手术后，转入心外重症
监护病房进行围手术期监测及
护理。至此，这场吸引无数网友
关注的生命急救告一段落。

9月14日，河南省胸科医院
接到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紧
急求助电话，一名出生不足 20
天的男婴被确诊为重症、复杂先
天性心脏病——心下型肺静脉
异位引流。这是一种非常罕见
的先天性心脏病，如果不及时手
术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

孩子去哪手术呢？患儿爸
爸想起了“小豫贵”。“小豫贵”是
贵阳人，一个先天性复杂型心脏
病患者，今年5月在河南省胸科
医院紧急手术，保住了性命。

抱着一线希望，孩子爸爸拨
通了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外科
三病区（小儿心脏外科）主任谌启
辉的电话。“救，只要有一线希望
都救。”得到河南省胸科医院领导
支持后，9月15日，谌启辉赶往贵
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对患儿病情
进行初步诊断、调整治疗方案。

6年前，贵阳市第二人民医
院正式挂牌成为河南省胸科医
院心血管病协作中心。河南省

胸科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支
持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
科发展，同时对一些特别疑难的
危重症患者，还会转至河南省胸
科医院救治。

“我们已经救治了近200名
来自贵州的先心病患儿，家庭贫
困的都是免费救治。”河南省胸
科医院纪委书记魏翔说。

9月16日9时30分，载着患
儿的救护车从贵阳市第二人民医
院启程，全程超1500公里的路程
能否顺畅通行成为关键。由于患
儿病情严重，全程只能依靠氧气
支持且耗氧量大，随车携带的备
用氧气瓶只能坚持12小时左右，

面对可能出现的变化以及未知的
路况，需要及时补给氧气。

湖北省襄阳市第一人民医
院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刻与转
运队联系，并在襄阳服务区顺利
进行氧气补给。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得知消
息后，协调贵州、湖南、湖北、河
南四省交警联动全程护送患
儿。同时，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共青团河南省委等的新媒体官
方账号同步直播，累计吸引全国
各地约5亿网友的关注。

原本预计需要18小时的路
程，最终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
协调和黔湘鄂豫四省交警的联

动护航下，提前4小时将患儿平
安转运至河南省胸科医院，随后
被紧急送入心外重症监护病房。

按照既定计划，9 月 17 日 7
时 30 分为患儿进行手术。但 9
月17日凌晨2时许，患儿突然出
现危重情况，需要立即手术。

手术由王平凡与谌启辉主
刀，为患儿实施全麻体外循环辅
助下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矫
治术。经过近 5 小时的急诊手
术，9 月 17 日 8 时 50 分，手术顺
利结束，患儿如核桃般大小的心
脏重新恢复活力。

截至9月22日，患儿还在重
症监护室恢复中，一切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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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丁 玲 通讯员王
雪燕）“小牙刷，手
中拿，张开我的小
嘴巴，上面牙齿往
下刷，下面牙齿往
上 刷 ……”9 月 20
日 是“ 全 国 爱 牙
日”，河南省儿童医
院宣传活动现场，
小 朋 友 们 穿 上 医
生、护士工作服“变
身 ”小 医 生 、小 护
士，一起认真地跟
着口腔科医务人员
学习如何正确保护
牙齿。

围绕此次活动
主题，河南省儿童
医院为小朋友们进
行义诊和牙齿保健
知识讲座。

在义诊现场，
该院口腔科医生一
边为小朋友们检查
牙齿，一边耐心解
答家长疑问，进行
口腔知识宣教。孩
子刚出生就要开始
口腔清洁，最好在
哺乳后，家长手指
上包绕干净柔软的
纱布，蘸温水轻轻
擦洗婴儿的牙床、
鄂部和舌背；第一
颗牙齿萌出就应该
给孩子刷牙了，儿
童 1 周 岁 ~2 周 岁

时，不建议使用含氟牙膏，大
于 3 周岁儿童，且会漱口的前
提下，可以开始使用不含氟
牙膏；学龄前儿童要在家长
指导下适量使用，每次使用
量不应超过豌豆大小。医生
建议每 3 个月~6 个月定期进
行口腔检查。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传播健康护齿知识
本报讯 （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司民权）9月20日，濮阳市油
田总医院举办“全国爱牙日”主
题活动，传播健康护齿知识，提

高民众口腔健康意识。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开展义

诊、口腔保健宣教等活动。专家
提醒家长，做好孩子的口腔保健

要做到清洁口腔应从婴儿出生时
开始；指导孩子养成正确刷牙习
惯；合理饮食，保护牙齿；为适龄
儿童进行窝沟封闭；每天使用含

氟牙膏，定期涂氟；防范和及时医
治牙外伤；戒除口腔不良习惯，预
防和及早矫正牙颌畸形；定期口
腔检查，及时治疗口腔疾病。

9月20日，驻马店市中心医院口腔科医生为患儿及家长讲解正确的刷牙方法。医生从牙齿的正确清洁方式、含氟牙膏的使用剂量等
方面对患儿及家长进行系统宣教，帮助他们走出护牙误区。 丁宏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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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常 娟 通讯员文梅英）今年 9
月18日是第七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驻马店谢
向东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位3
岁幼童重燃生命之光，给一个家庭带去希望。他的
成功捐献，是献给第七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最好
的礼物。

31岁的谢向东是驻马店市一家基层医院的一
名胸外科医生。2018年，他参加了单位组织的造血
干细胞志愿者招募活动，在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登
记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留下了血样。去年4
月，谢向东接到了当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

“有一位患者与您配型成功了，请问您愿意捐献造
血干细胞吗？”“我愿意！”短短三个字，谢向东给患
者带来了生的希望。在随后的交流中，谢向东得知
患者是一名年龄仅2岁的孩子，比自己的女儿仅小
几个月，更坚定他救助患儿的意愿。

初配成功后，患儿一直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谢
向东非常担心患儿的身体，多次询问，但患儿病情
不允许移植，直到今年4月份，通知他进行高分辨
和全面体检，顺利通过。由于患儿病情需要，最终
安排在9月18日捐献。

新闻链接

“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源于意大利、西班牙、法
国、比利时等国家的活动，2015年由世界骨髓捐献者
协会扩展到全球。在世界骨髓库和欧洲血液与骨髓
移植协会的支持下，世界骨髓捐献者协会倡议每年9
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世界
骨髓捐献者日”的首要目的是感谢全球的骨髓（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含非血缘、亲缘、脐带血等捐献），已
经捐献的和在各骨髓库等待志愿捐献的。虽然世界
骨髓库库容（其中包括中华骨髓库）已超过3900万
人份，但仍不能满足临床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需
求。更多的患者需要更强更大的骨髓库，我们需要
做更多的努力。我们号召全社会更多关注、支持造
血干细胞捐献，更多健康适龄的朋友加入中华骨髓
库，为更好救助更多的患者而努力。

按照世界骨髓捐献者协会公告，2021年第七个
“世界骨髓捐献者日”的活动主题是“感谢你，捐献
者”，旨在倡导各单位积极开展捐献造血干细胞宣
传活动，鼓励更多的健康公民加入志愿捐献的行
列，挽救血液病患者生命。

嚼槟榔“嚼”出口腔癌？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王晓凡 李素芳

“上一周，我们科做了三台
口腔癌手术，最年轻的才23岁，
最大的也刚刚40岁！”河南省肿
瘤医院甲状腺头颈外科副主任
张松涛说，“以往患者大都是五
六十岁以上的人，这么年轻的口
腔癌患者，还这么集中出现，让
我们很诧异，详细询问3人的生
活习惯、家族病史等，发现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嚼槟
榔。”

专家提醒，槟榔被列为一级
致癌物，它含有的生物碱等成分
对人体口腔黏膜造成的刺激，轻
则可能引起黏膜病变，重则演变
为口腔癌。嚼食槟榔的危害因
人而异，一般嚼食槟榔超过5年
风险会大幅增加。嚼食槟榔的
同时，若经常抽烟喝酒，食用辛
辣刺激性食物，亦会将口腔癌发
生率提升约10倍。

案例：都是癌 症状却不同

40岁的小涛（化名）、38岁的
阿伟（化名）、23 岁的小瑞（化
名），三人来自河南不同的地市，
其中两人分别在东莞、苏州打
工，还有一人在家务工。

一个月前，小涛无意间发现
嘴里有一个凸起，舌头舔起来硬
硬的，因为没有明显疼痛，一直
没有就医。肿物从黄豆大小，迅
速长成花生米样大小，并伴随着
张嘴不自如。他在东莞的医院
就诊后，医生就高度怀疑其患有
颊部恶性肿瘤。

而小瑞也是在3个月前发现
右侧舌头上有个肿物，大概有拇
指肚大小，不疼不痒，之后就近
在诊所里进行消炎治疗，但肿物
生长明显，在苏州的医院检查后
确诊为舌鳞癌。

与他们相比，阿伟的症状就
明显多了。3 个月前，他就出现
了舌根疼痛，以为是“上火”完全
没当回事儿，直到半个月前出现
舌根局部溃烂，在当地医院就诊
后被诊断为舌鳞癌。

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外
科主任秦建武介绍，口腔癌是指
发生在颊黏膜、上下牙龈、舌头、
口底以及腭部的恶性肿瘤。按
发病部位，狭义上可分为舌癌、
牙龈癌、颊黏膜癌、口底癌、硬腭
黏膜癌，广义的口腔癌还包括口
咽癌、唇癌。

“由于肿瘤发生的部位、病
程早晚的不同，临床表现及症状
也不相同。”秦建武说，早期症状
主要是口腔黏膜的糜烂、不愈合
的溃疡，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出
现疼痛；随着病程的进展，糜烂
或者溃疡面积会逐渐增大，还可

能会出现出血、疼痛、舌体活动
障碍、张口受限。

病因：他们都爱吃槟榔

询问生活习惯及家族病史
后，张松涛发现，3人除了都有吸
烟、喝酒、熬夜等常见不良生活
习惯之外，他们还都爱吃槟榔，
甚至是长期食用。

小涛和小瑞是在南方打工
时和工友们养成了嚼槟榔的习
惯，阿伟虽然在本地务工，但咀
嚼槟榔达十余年。

其实，早在2003年世界卫生
组织就已将槟榔列为一级致癌
物，同级别致癌物，还包括砒霜、
酒精、黄曲霉毒素等。

槟榔中的粗纤维在反复咀
嚼过程中，会对娇嫩的口腔黏膜
造成物理损伤，导致糜烂、溃
疡。槟榔中含有大量槟榔碱，槟

榔碱的刺激会灼伤口腔黏膜，这
又是一种化学伤害。长期食用
后，不少人欲罢不能，甚至上瘾，
这就让危害增强数倍。

长期嚼食槟榔，口腔黏膜在
反复的物理、化学的双重伤害
下，经历着创伤、修复、再创伤、
再修复的长期过程，最终导致黏
膜下的纤维化。

纤维化的表现，主要是口
干、灼痛、张口受限、吞咽困难
等，造成口腔不可逆转的损害，
最终演变为口腔癌，并且是大面
积、多位点的口腔黏膜的癌变。

国内不少专家呼吁，应像控
烟一样控制嚼食槟榔，采取宣传
等措施，提高群众对嚼食槟榔危
害的认识，减少对群众健康的危
害；槟榔制品包装应当印制带有
说明使用具体危害的警示；禁止
向未成年人出售槟榔。

治疗：手术切除是首选

目前，口腔癌的治疗首选方
法，是以手术切除为主。

对于早期的口腔癌，除了要
切除原发灶以及颈部淋巴结的
清扫以外，因为口腔特殊的解剖
结构，口腔内的黏膜的缺损，还
需要用不同的组织瓣来修复缺
损的创面。

小瑞因为发现较早，只需要
切除部分舌体即可；但小涛和阿
伟的手术相对更加复杂。因为
口腔组织缺损面积较大，该院甲
状腺头颈外科团队分别为他们
采用带血管蒂的颏下岛状皮瓣
和大腿的股前外侧穿支游离皮

瓣。
“通俗讲就是，我们切除肿

瘤、清扫淋巴结后，分别从患者
的双下巴和大腿上取带血管的
组织，修补在残缺的舌头和口腔
里，运用显微镜将血管吻合，保
证皮瓣成活，重新恢复了口腔黏
膜的完整。”张松涛说。修复后，
患者可以恢复语言、咀嚼和吞咽
功能。

对于中晚期的口腔癌，多以
手术为主，辅助放化疗；对于不
能手术的患者，只有选择放化疗
或者免疫治疗。

目前，3 位患者手术获得成
功，皮瓣愈合、血运良好，已陆续
出院。

“巴掌宝宝”
闯关成功

关注“9·20”全国爱牙日

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