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李 文

电话：（0531）85193644

132014年7月31日 星期四 第62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644 Email：dzjk2013@163 .com

□ 本报记者 杨润勤
本报通讯员 毛瑞锋

“心脏移植前很害怕，顾虑也多，为啥
要换？会不会改变性格？换后的心能用多
久？现在我换了，挺好！浑身轻松，没有什
么不适的感觉。”7月23日，在省千佛山医院
10楼病房，做完心脏移植手术28天的青岛杨
女士满脸笑容与记者聊起她的“换心”过程。

心脏移植会不会改变性格？

46岁的杨女士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来省
千佛山医院就诊，该院心外科主任医师刘天
起诊断后，认为她可以进行心脏移植。刘天
起告诉记者，心脏移植手术一般等待供体的

时间很长，而杨女士入院后3天就等来了供
体，医院手术移植团队马上为其实施了手
术。通过近一个月的观察治疗，没有不良反
应，再过几天患者就可以出院了。

说起心脏移植，许多人有着种种顾虑。
比如为什么非要换心？术后会不会改变性
格？对此刘天起介绍说，心脏移植，通俗地
说就是用健康的心脏置换病人病变严重的心
脏，使其获得新生，即人们常说的“换心
术”。在现代医学领域里，器官移植已成为
治疗完全丧失了功能脏器的有效措施。心脏
移植，适用于各种治疗无效、心脏功能严重
受损的病人，如大面积的心肌梗死、心力衰
竭而无冠状动脉搭桥术机会的患者。刘天起
说，他们正在做心脏移植术后病人的生活质
量和心理改变的课题研究，通过观察来看，

他们这一组病人没有明显的性格变化。

换后的心脏能用多少年？

被问及换后的心脏能用多少年时，刘天
起讲起了10年前的一个案例。他们团队2004
年7月16日为威海54岁的孙金环成功实施了心
脏移植手术，术后身体正常。10年间，孙金
环每天都会安排得满满当当，不但照顾患有
帕金森的老伴和外孙女、孙子，还在小区里
做楼长。前不久，她还专门来医院作了检
查，心脏功能良好。

还有一位南京的男性患者，11年前做心
脏移植时24岁，术后结婚生子，现在某外企
工作，身体健康。

省千佛山医院作为全省唯一的心脏移植

定点单位，目前已经完成心脏移植、心肺联
合移植和心肾联合移植等手术50例，单纯心
脏移植手术47例，手术成功率达到95 . 7%，5
年存活率达到78%。

供体短缺制约心脏移植

医院目前的47例心脏移植，相对于我省
众多因重症心脏病被夺去了生命的患者，显
然少之又少。刘天起分析，一是由于观念、
知识、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使许多终末期的
心脏病人错过移植而失去了生命；二是供体
所限，器官短缺成为重要制约因素。相信随
着人们观念的变化，遗体捐献者会越来越
多，重症心脏病患者“起死回生”的希望会
越来越大。

□ 本报记者 王凯
本报通讯员 孙志毅

7月21日至28日，记者随“大爱无疆”山
东省援青海医疗队奔赴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
州，以巡回诊疗的形式，通过白内障专项疾
病筛查、手术治疗、科普宣传，帮助当地贫
困白内障及其他眼疾患者圆“光明梦”，带
去山东人民的深情厚意。

“如果没有山东专家的指导，

俺姐姐的眼病还不知要拖多久！”

“右眼4 . 6还可以，左眼有角膜病变，
伴白内障，视力低于4 . 0，需要手术……”7
月23日，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一人民医院眼耳
鼻喉诊室，刚察县哈尔盖镇贡公麻村一社79
岁的藏族牧民卓玛，静静地坐在视检灯前，
接受大爱无疆山东省医疗队青海光明行首席
专家、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毕宏生
教授的检查。

“一家三口人，经济困难得很，如果没
有山东专家的指导，俺姐姐的眼病还不知要
拖多久！”一直默默陪着卓玛的弟弟马耳
朵，激动得伸出双手，直竖两个大姆指。

8年前，卓玛右眼看不清，到西宁检查
并接受了白内障手术，视力好转，几年前发
现左眼看东西模糊，由于家庭没有男劳力，
她一直劳作没及时就医，发展到今年初左眼
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得知山东的专家团来
义诊，才来看。

“看着这么多眼病牧民在黑暗中生活，
让人心痛！”毕宏生一边吩咐助手给卓玛做
进一步的相关检查，一边从随队带来的备用
药品中取出一瓶眼药水递给马耳朵，让他帮
姐姐点用。

据毕宏生介绍，像卓玛这种情况的很普
遍。今年48岁的刚察寺喇嘛劳桑尖措，8岁
时左眼外伤，找医疗队专家就诊时，眼球已
出现白内障斑外露、玻璃体破损、瞳孔撕裂
等多部位病变，手术复杂程度高。经毕宏生
教授手术后，劳桑尖措的眼睛才从原来的仅
有光感，到能看见东西，外观也变美观了，
了却了40年的心愿。

“疾病早期治疗很简单，

一旦拖成‘大病’就很难办。”

受当地紫外线强度高、雪季长、风沙
大、生存环境较差、饮食结构单一等因素影
响，白内障、心脑血管、风湿等疾病高发。
仅自7月22日下午“青海光明行”医疗队赶
到海北州第一人民医院一天多的时间，就已
经有2 0 0多人接受各类眼科疾病筛查。其
中，有46人被确诊为白内障，直接实施免费
手术治疗，还有相当数量的视力低下、角膜
及眼底病变患者都需要进一步跟踪治疗服
务。

“疾病早期治疗很简单，本来的‘小
病’，一旦拖成了‘大病’就很难办。”7
月26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二人民医
院眼科医生陈生花告诉记者，很多病人，来
了就是晚期，有些虹膜病变的病人甚至都已
经发生瞳孔粘连，愈后很差；眼外伤、角膜

异物，病人往往是1天多后，等角膜浑浊、
内皮水肿，或发生感染了才来看。很多牧区
群众基本健康常识匮乏，从未做过健康查
体。

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提高群众预
防保健意识，是保障当地群众健康的关键。
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应急办副主任李磊在青海
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卫生计生局挂职副局长一
年多，对海北州的卫生资源状况，常见病、
多发病发生情况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调
查，已初步划出高原病谱，制订了有针对性
的诊疗计划和援助规划，以提高援助的准确
性和科学性。

医疗人才、技术、设备匮乏问题突出

与此相对应，当地缺医少药、医疗资源
匮乏的问题仍很突出。据陈生花介绍，第一
位的是缺人才、医疗技术力量薄弱。全门源
县近17万人口，仅有3名眼科医生。从2000年

以后，他们基本上没出去进修过，参加的培
训也很少，对眼科新技术、新进展的了解也
少，很多时候是病人到西宁、西安、兰州等
地去看过医生了，把病历拿回来，当地的医
生才知道有这项技术，连眼科基本的白内障
复明手术也主要靠“外援”，或让病人转到
西宁去。

缺设备。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二人
民医院院长宋海峰专门带记者到放射科去
看，今年3月才用上的螺旋CT，只能水平操
作，不能变换角度；仅有的一台500毫安的X
光机，也因主要部件球管故障一时买不到配
件，出的片子质量很不清晰；电脑验光机、
超声乳化仪、显微镜等眼科检查所必须的设
备都没有，裂隙灯也还是第一代。因不具备
条件，绝大多数眼科手术没办法开展。这次
所用蔡司显微镜、乳化仪、B超等手术关键
设备、器械，也全部由援青医疗队自带。设
备差、技术弱，误诊的病人也很常见，很多
青光眼患者因误诊失明或摘除眼球。

山东省援青海医疗队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巡回义诊，帮助当地白内障等眼疾患者圆“光明梦”

“这么多患者在黑暗中生活，让人心痛！”
□ 杨润勤

酷暑炎天病袭来。医院人满为患。黑诊所借机
发财。有关部门全力查处。这一组“镜头”每年夏
季都会上演，再往下就是无奈了。这边查处，那边
又冒了出来；前面查处，后面又开了张；白天查
处，晚上又“接诊”。非法行医无法根除，主管部
门头疼，老百姓也心焦。“猫鼠游戏”何时了？

记得过去的非法行医者以“打游击”为主，他
们在街头巷尾，凭三寸不烂舌忽悠人买他的“祖传
秘方”，有的针灸、推拿、拔牙。拔牙的游医往往
选一人多的地方，把瓶瓶罐罐一摆，开始吆喝：
“蚂蚁咬一口，蚊子踢一脚；给你拔了牙，转脸笑
哈哈……”有些正牙疼难耐的人经不住诱惑就找到
他们。游医把几种药面用药水和了，点到病牙上，
片刻后从兜里掏出把钳子夹住患牙，说声“忍着
点”，一用力，“咔嚓”一声，一颗血淋淋的牙被
硬扭了下来。

一般“祖传秘方”里都是些不疼不痒的草药
粉，治不了病也要不了命；拔牙常出的问题是，有
的把好牙当坏牙拔了，有的流血不止满脸肿，等想
寻游医讨说法时，游医已不知去向。后来，有的游
医胆子“肥”了，干脆“定居”，在城乡接合部或
居民区堂而皇之地开了各式门诊，“诊疗范围”几
乎“通吃”——— 感冒发烧胃不好，不孕不育睡不
着，癌症狼疮心脏闹等等，危及患者生命的案例时
有发生。这还了得，危及生命，不打不行。

端掉黑诊所大体有这么几步：通过暗访和举报
锁定目标，或者通过拉网式检查查出目标，一无行
医证，二无执业许可证，视为违法，当即下达行政
处罚通知书，并没收其全部违法行医医疗药品及器
材。过程大致如此，并不复杂。难就难在年年打，
年年有，难根除。缘何打不死？原因多多。执法人
员分析是处罚力度轻，不值几个钱的“家当”和区
区几千元的罚款不足以威慑违法行为；执法人手有
限，管理存在盲区，监管不到位。也有的说是非法
行医者利令智昏所致。

窃以为，尽管黑诊所唯利是图，但没有到“不
见人，徒见金”的“智昏”地步，他们精得很，是
钻了空子。由于“以药养医”，医院几乎没廉价药，医
生有心却无力。而繁琐的看病流程，又让就医者吃尽
了苦头。有意无意间，黑诊所钻了空子，得了利。

显然，若想根治黑诊所，就不能当蹩脚郎中，
一方面需要重拳出击，强力打击；而另一方面，必
须加快公立医院的改革进程，均衡医疗资源，普及
医疗服务，破除相关的制度性障碍、利益性羁绊，
真正将医疗服务的公共性体现出来。

眼下医改正在进行，两个点老百姓最关注———
“药品零差价”和社区医疗“15分钟就医圈”。这
两项不就是把医院的药价降下来、让群众就近看病
就医更加方便吗？不就是要挖掉黑诊所的“根”
吗？可老百姓高兴之余又有了新的想法：“药品零
差价”喊了好多年了，许多医院咋还是“犹抱琵琶
半遮面”、不听招呼呢？再者，新医改方向明确，
提高诊疗费降低药价，诊疗费也是钱，老百姓是不是
还会往不收诊疗费的黑诊所那里跑？大家担心，多年
以后，“猫鼠游戏”还在上演，黑诊所还是“不死鸟”。

由此而言，医改真的是任重道远。

心脏移植，让重症心脏病患者“起死回生”

“猫鼠游戏”何时了？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谨防

小儿手足口病

7月30日，山东大学
齐鲁儿童医院手足口病
输液室内，很多家长陪
着孩子前来就诊输液。

近期是手足口病高
发时期，山大齐鲁儿童
医院日接诊手足口病儿
童 4 0 0余例，高峰时期
700余例。

据该院感染性疾病
科 主 任 医 师 林 爱 伟 介
绍，手足口病是由肠道
病毒引起的传染病，5-7
月是高发时期，发病人
群以 5岁及以下儿童为
主，主要通过接触患者
口鼻分泌物、疱疹液、
粪便以及接触被污染的
玩具、奶瓶、餐饮具等
物品传播。

7月28日，临沂市兰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志
愿者为金雀山街道南坛社区居民讲解辨识假冒药品知
识，提高社区居民正确辨识能力。 □李霞霞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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