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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驻马
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便民就医免费直通
车 正 式 开 通 运 行
了。该线路从市第
一人民医院健康路
院区到雪松路西院
区，患者和医院职工
均可免费乘坐，解决
群众就医和职工上
下班交通不便等问
题。免费就医直通
车的开通拉近了东
院区、西院区的距
离，同时为两个院区
医务人员进行全方
位交流和学习架设
了桥梁，可以改善人
民群众就医感受，增
强群众就医获得感。

丁 宏 伟 李 明
华 邢小宝/摄

非小细胞肺癌发生
和患者预后生存可被预测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通
讯员常 榕）近日，由河南省肿
瘤医院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
人体下丘脑分泌的一种神经激
素，即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以
下简称GnRH），基因通路上有
一个关键位点，叫单核苷酸的
多态性（以下简称 SNP）。该

SNP位点对于发现非小细胞肺
癌的潜在患者和患者的预后生
存有着重要预测作用。

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
高不下。在我国，非小细胞肺
癌最为常见，约占所有种类肺
癌的 85%。环境因素和自身基
因长期相互作用是促使其发生

的主要原因。
早期肺癌一般
没 有 典 型 症
状，发现时往
往已到晚期。
癌症防治重在

“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

只有对疾病进行主动预防和控
制，才能将其遏制在萌芽阶
段。如何才能在疾病发生前有
效预测？如何得知癌症患者的
预后情况？河南省肿瘤医院研
究团队进行了创新探索。

河南省肿瘤医院的该项研
究成果发表在医学权威杂志

《转 化 研 究》上 ，影 响 因 子
7.012。在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副主任王启鸣和美国杜克大学
终身教授魏庆义的指导下，该
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吴育锋
历时两年潜心研究，发表了该
文。

人体的生长发育离不开各

种激素的有序调控。本研究中
的GnRH，就是下丘脑分泌的一
种神经激素，对生殖的调控起着
重要作用。然而，在异常情况
下，激素也会“反作用”于人体，
对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产生重要
影响。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系统
地对GnRH的肿瘤调控作用进
行深入研究的先例，也很少有关
于GnRH通路基因的SNP与非
小细胞肺癌患者生存相关性的
报道。本研究另辟蹊径，基于人
类基因组计划数据库，评估了包
含GnRH通路101个基因，共计
22528 个 SNP，筛选出了 572 个
可能与肺癌具有相关性的SNP

位点。通过一系列严格的筛选
标准，并与另一个数据库进行比
对，发现7个与非小细胞肺癌患
者的总体生存率密切相关的
SNP位点。

“人体就像一个正常运营
的市场，肺癌是破坏市场运营
的事件。这个事件是否会发
生，有各种因素的影响，GnRH
是其中之一，而 SNP 就是影响
GnRH 的因素。我们找到了
SNP，就可以更精准地找到预测
肺癌尤其是非小细胞肺癌发生
和发展的关键点，并利用它造
福潜在患者和改善患者预后。”
吴育锋说。

身患慢粒是“不幸中的万幸”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陈玉博

9 月 22 日是国际慢粒日。
慢粒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简
称。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
骨髓造血干细胞克隆性增殖形
成的恶性肿瘤。河南省预估确
诊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有
6000多人。

在白血病家族，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可以说是“幸运”的白血
病，它像高血压病、糖尿病一样，
是一种可治、可控的慢性疾病，
甚至通过规范治疗能够让患者
实现停药，达到临床康复水平。

2015年上半年，体重90多公
斤的李先生决定减肥。他通过
控制饮食、运动锻炼等方式，半
年内瘦了20公斤。

“当时以为减肥成功了，特
别高兴！”李先生说。但李先生
没想到，他减肥前爱出汗的毛病
愈发严重了。李先生在体检时
发现，他的血小板、白细胞非常

高，进一步检查后被确诊为慢性
粒细胞白血病。

“听到白血病这个词，感觉
天塌了。”李先生回忆确诊时的
感受，这样说道。李先生开始了
寻医问药的历程。最后，他慕名
找到了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
主任医师张龑莉。详细了解病
情后，张龑莉笑着对他说：“这个
病能治！”

据张龑莉介绍，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又被称为“幸运”的白血
病，因为它是一种可治、可控的
慢性疾病，通过规范化诊治，85%
的患者可以实现停药、达到功能
性治愈的目标。

自从生病以来，李先生一直
是个“听话”的患者。通过对慢性
粒细胞白血病深入的了解，他知
道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并不可怕。
他坚持服药7年，其中服用进口
药5年，服用国产药两年。在日
常饮食上，医生不建议吃的东西，

他不吃。关键是，李先生很乐观，
从不把自己当患者。

积极的治疗加上乐观向上
的心态，李先生的病情一直控制
得相当好。两个多月前，经过专
业评估，张龑莉说，李先生已经
达到了停药的标准。李先生说：

“现在情况不错，基因检查结果
都是阴性。我可以停药了，心里
非常开心。”

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主
任魏旭东说：“很多患者因为感
冒发烧到医院检查，发现白细胞
很高，进一步检查发现是慢性粒
细胞白血病。若化验单白细胞
一栏有‘↑’标志，说明患者的白
细胞已超过正常值，可能没有任
何不适，但最好到血液科就诊，
查明升高原因，以免漏掉慢性粒
细胞白血病。”

魏旭东说，大部分人早期会
乏力、低热、消瘦、盗汗，极个别男
性因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浸润阴

茎，引起异常勃起。少数人胸部
有点压痛或者腹胀，因为脾脏的
原因引起腹胀，很多人觉得自己
是吃胖了。大家可以摸一下左肋
下，如果摸到一个包块，尽早去医
院检查一下。

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副
主任医师赵慧芳说：“慢性粒细
胞白血病的病情发展分3期：慢
性期、加速期、急变期。”慢性期
持续3年~5年，加速期持续1年~
2 年，急变期持续 6 个月~12 个
月。如果不及时治疗，一旦进入
加速期，甚至急变期，将严重威
胁患者的生命。

张龑莉认为，定期检查、规
范用药是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
病的“两大法宝”。目前，临床上
针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
主要以口服靶向药物为主，常用
药有一代药物伊马替尼，二代药
物尼洛替尼、达沙替尼、氟马替
尼等。定期检查，医生能够根据

患者的病情动态调整治疗方案；
只有规范用药，患者才能实现停
药、功能性治愈的治疗目标。张
龑莉说，患者必须坚持长时间服
用有效药物，服药期间定期查血
常规、染色体、融合基因，3个重
要指标达到指南要求的标准才
能考虑停药。停药并不意味着
治疗终止，大多数慢性粒细胞白
血病患者病情复发是在停药后
的6个月内，在此期间，每个月都
要检查一次；6个月~12个月，两
个月检查一次；一年以后，3个月
检查一次。张龑莉建议，在生育
方面，男性患者不需要停药，女
性患者需要停药后再考虑生育。

为了更好地帮助患者，张龑
莉 牵 头 成 立 了“ 河 南 慢 粒 军
团”。在这个大家庭里，大家互
称“战友”，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奇迹——有人停药治愈，有人
生了健康宝宝，有人通过努力考
上了名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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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
第七人民医院）心内科张申伟团队，利用
介入技术为12岁男孩晨晨（化名）成功实
施肺动脉支架植入术，使其摆脱疾病困
扰。

这个男孩出生后被查出法洛四联
症，10年前接受了手术矫治。半年来，晨
晨反复出现胸痛、胸闷。心脏彩超检查
结果提示：肺动脉干及左右分叉重度狭
窄，流速非常高，同时肺动脉压力高达77
毫米汞柱（1毫米汞柱=133.322帕）。

该院心内科十病区副主任张申伟接
诊晨晨后，完善相关检查，进一步明确诊
断。“考虑患儿年龄还小，但肺动脉已经
发育成形，通过肺动脉支架植入术治疗
远期效果好，且介入治疗创伤较小。”张
申伟说，此举不仅解决患儿的肺动脉狭
窄问题，还可以防止肺动脉压进一步升
高，有利于患儿生长发育和延长存活时
间。

但患儿病情特殊，需要实施肺动脉
双支架kissing技术。张申伟解释说，kiss
的中文意思是亲吻，因为人体左右肺动
脉是一个“V”形结构，两个肺动脉支架同
时植入，就像支架在亲吻，这个充满爱意
的名称体现了这种微创手术方式的温
暖。而温暖的背后，则是术中操作复杂、
难度大。术前，在医务科的组织下，该院
相关科室专家进行了充分讨论，尽量将
手术风险降至最低。

9 月 12 日，张申伟团队历时 120 分
钟，成功完成了双侧肺动脉支架植入
术。术中，专家通过穿刺双侧股静脉，将
支架送至肺动脉狭窄处，精确定位后释放。术后患儿即刻进行超声心
动图及造影检查，结果提示：肺动脉狭窄解除，肺动脉压差降至理想状
态。

做完手术的第二天，晨晨就开始下床活动了。经过专家评估，晨
晨很快就能出院回家。

张申伟说，肺动脉狭窄是法洛四联症术后常见的并发症，轻度狭
窄者可无症状，但重度狭窄者症状出现早，可能发展到肺动脉高压直
至心功能衰竭。针对此类疾病，手术疗效确切，治愈率高。但多数患
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导致疗效欠佳或错失手术机会。因此，应早诊
断、早治疗。

作为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常见的术后并发症之一，肺动脉狭窄发生
的主要原因是患儿发育及纤维组织增生。肺动脉狭窄患者中儿童较
多，且随着年龄增长及身体发育，面临2次~3次外科开胸手术，给其带
来极大痛苦。

因为外科术后肺动脉狭窄的位置、形态及长度各不相同，且多为
低龄、低体重患儿，故肺动脉支架植入术具有一定难度和挑战性，目前
国内仅有为数不多的医院开展。

作为临床上治疗肺动脉狭窄的一种全新方法，肺动脉支架植入术
有无切口、安全系数高、恢复快的特点，使越来越多的患者受益。

书记院长为“小萌新”
立灯塔

通讯员 王德胜 王玲玲

“大学既是知识的殿堂，也是
精神的高地。我们建校以来涌现
出郝莺歌、王金墙等一大批优秀
校友，他们正是你们口中的‘追光
人’，而你们也必将与之一样，身
着白衣，心有荣光，在前行的道路
上追着光、成为光、散发光！”9 月
22日上午，一字一句地重温书记、
院长的回信，新乡医学院三全学
院医学影像学专业的大一新生刘
卓妍仍心潮澎湃。

受疫情影响，刘卓妍这届“小
萌新”只能暂时选择线上开学。9
月 10 日，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的
书记、院长通过直播的形式，为
4700 多名大一新生开讲《开学第
一课》，很多新生备受鼓舞，刘卓
妍就是其中一个。

刘卓妍出身于医学世家，高
考报志愿时毫不犹豫地填写了医
学专业。“这两年因为疫情，无数
医者奋战在抗疫一线，包括我的
家人，这让我对这个职业非常向
往。从书记、院长讲的第一课上
我了解到，学校里的很多老师、学
长学姐也是无数抗疫英雄中的一
分子，那一刻特别感动，觉得自己
真是做对了选择，来对了地方。”
刘卓妍说，课后就特别想写封信，

给书记、院长说说心里话。
和刘卓妍一样，选择医学影

像学专业的郭皓妍也是感慨万
千。有着英雄情结的郭皓妍说：

“听完书记、院长讲的第一课后，
我觉得自己来到的是一个英雄的
学校，这里有那么多勇敢的学长
学姐。真遗憾，我晚生了两年，如
果早生两年，我一定会做出同样
的选择，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了解“小萌新”们的想法后，
辅导员张欢欢觉得这是一次思
政学习的好机会，便鼓励大家把
心里话勇敢地写出来。待所有
同学写完后，她又将大家的意思
汇集到一封信中，于 9 月 16 日通
过邮箱将信件发给了书记、院
长。

让医学影像学专业所有师生
意外的是，9月17日，他们就收到
了回信。在信中，书记、院长恳切
地说：“你们是我校第一届医学影
像学专业的新同学，肩负着学校
的新期待和新希冀……希望你们
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脚下有方
向，成长为你们自己最喜欢的样
子！”

这封 1200 余字的暖心回信，
迅速在“小萌新”中刷屏。

“大病救助服务站”落户漯河市中心医院
本报讯 （通讯员张 岩）日

前，漯河市中心医院“大病救助
服务站”项目启动暨授牌仪式
在该院 3 号楼文博厅举行（如
图）。

漯河市中心医院院长王海
蛟说，漯河市中心医院“大病救
助服务站”项目是一项惠民工
程。该项目的启动，将给参与到

项目中来的重症患者及家庭带
去切实的帮助，避免出现“因病
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漯河
市中心医院将为“大病救助服务
站”提供便利，确保把这一关系
到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做
好做实，为全市大病救助事业贡
献应有的力量。

河南省慈善总会副秘书长
姚林安说，
在 脱 贫 攻
坚 战 取 得
伟 大 胜 利
而 进 入 乡
村 振 兴 的
衔接时期，
我 们 要 继

续关注救助患重大疾病及困难
家庭的群众，让他们在困境中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以及
社会大家庭的关爱。

漯河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
长鲁庚林说，此次漯河市慈善总
会与“轻松筹”公司紧密合作，在
漯河市中心医院建立“大病救助
服务站”，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
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的优势，通
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核心技术，
为因病致贫人员多渠道快速筹
集救命钱、治病钱。

随后，省、市慈善总会领导
现场查看了漯河市中心医院“大
病救助服务站”站点并揭牌，然
后观摩了漯河市中心医院院史

馆、党建馆。
据了解，漯河市中心医院高

度重视慈善事业，已连续 15 年
开展“国际微笑列车”唇腭裂修
复慈善项目，累计帮助 400 余名
贫困唇腭裂患者；连续 14 年到
河涯李小学开展慰问活动，为孩
子们送去各类生活物品和学习
用品，让孩子们健康成长；定期
开展脑卒中免费筛查项目，累计
筛查 8 万余人；定期开展妇女

“两癌”（乳腺癌和宫颈癌）免费
筛查项目，已累计筛查 1 万多
人。同时，该院医务人员积极开
展下乡义诊、送医、送药、送设备
活动，大大减轻了贫困人口的就
医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