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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厦门岛外的庄女士，孕育之路
走得格外艰辛。去年，她好不容易怀上
宝宝，各种病症却接踵而至：妊娠期高
血压、肾病综合征、重度子痫前期、多脏
器功能几近衰竭……宝宝在宫内慢性
缺氧，生长发育受限。厦门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产科团队全力救治，庄女士病
情仍在进展。若不及时取出宝宝，母子
俩性命难保。

庄女士和丈夫查阅了大量资料，得
知国内像这种情况，宝宝生下来存活率
只有百分之十几。即使希望渺茫，他们
也不想放弃。随后，产科医生联系厦门
市儿童医院新生儿医学中心专家会
诊。面对焦虑万分的庄女士夫妇，新生
儿医学中心主任黄英给他们打气，“孩

子没放弃，做父母的怎么能放弃！你们
安心把孩子生下来，我们一定会竭尽全
力守护他！”黄英的一番话，让夫妻俩更
加坚定了信心。

黄英的这颗“定心丸”，不是随意
抛出来的。开业9年来，厦门市儿童
医院已成功救治胎龄小于28周、出生
体重低于 1000 克的超早产儿 160 多
例，其中胎龄23周2例、24周2例、25
周 12例。该院首任执行院长庄德义
教授介绍，作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
心，医院还牵头成立闽西南儿科医联
体，开通绿色转诊通道。第二医院便
是医联体成员之一，双方在危重症新
生儿转诊方面配合默契，积累了丰富
经验。

■ 经厦门市儿童医院全力救治顺利出院
■ 系我国救治成功的出生体重最轻的早产儿

本报讯（记者 楚燕 通讯员 刘云芳）成
人心脏的大小就和自己拳头差不多大，前
后直径6厘米-7厘米。如此精致的“人体
发动机”里，长出4厘米“鸽子蛋”大小的肿
瘤实属罕见。近日，年逾六旬的陈阿姨在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简称“厦心”）
成功摘除了这颗罕见的心脏“炸弹”。

陈阿姨家住南平，8年前因脑梗住
院，意外查出心脏里长了一个肿瘤。她
辗转多地求医，都没得到明确合适的治
疗方案。加上平时没什么明显症状，8年
来陈阿姨就这样一直拖着。直到去年11
月，他稍一活动就明显胸闷、气短。在女

儿建议下，她到厦心进一步求诊。
厦心心外科主任医师强海峰完善相

关检查后确诊：这是一个直径4厘米的神
经鞘瘤，附着在右心房上，严重压迫了心
脏，如同炸弹一般，十分危险。

“神经鞘瘤长在心脏里十分罕见，我
从医近20年来还没接诊过。”强海峰解
释说，神经鞘瘤一般良性肿瘤，目前国内
外文献报道的心脏神经鞘瘤案例不足
100例（发生率）。神经鞘瘤生长缓慢，早
期常无症状，肿瘤逐渐增大对周围组织、
器官产生压迫时，就会出现相应症状。
陈阿姨最近出现的胸闷、气短等症状就

是肿瘤压迫心脏所致，不但生活质量受
到影响，还有生命危险。

过缜密评估，强海峰团队认为必须
尽快手术切除肿瘤。由于肿瘤体积较
大，紧密贴合心脏并挤压到冠状动脉，必
须精确切除避免伤到冠状动脉。经过近
1小时的剥离、切除，手术团队成功“拆
弹”。

强海峰介绍，治疗心脏神经鞘瘤的
方法首选手术切除。该病十分罕见，通
过心脏彩超就能够检查出来，建议出现
胸闷、胸痛、气短等症状，要及时就医明
确病因。

拔罐时间过长
背部大面积浅二度烫伤
医生提醒：做中医理疗项目最好前往

正规机构
本报讯（记者 刘蓉 通讯员 彭钦平）近日，黄先生感

觉身体里有湿气，就去朋友店里拔罐，不小心超过了时间，
导致大面积浅二度烫伤。医生提醒，拔罐作为中医理疗项
目，最好由专业医师来操作。

前几天，王先生感觉腿脚有些沉重，走路没劲，听人说这
是体内有湿气造成的，拔罐能改善，王先生便抽空到朋友开
的理疗店拔罐。朋友在其背后拔上罐后，因忙于其他事情疏
忽，取罐时已超过正常拔罐时间十多分钟。等取罐后一看，
每个罐印都异于常态，不仅呈深紫色，还起了很多水泡，王先
生也感觉整个后背又痛又痒。朋友赶紧陪王先生来到厦门
前埔医院外科就诊，医生检查发现，王先生的背部有大面积
的浅二度烫伤，需要进行一段时间治疗才可能痊愈。

厦门前埔医院外科主治医师熊凯医生介绍，不少市民
喜欢通过拔罐达到祛湿养生的效果。有些人误以为拔罐
时间越长效果越好，有些人甚至觉得非得拔出水泡才算拔
出了湿气。其实，到了起水泡的程度，说明皮肤已经出现
轻微受损。熊凯表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般拔罐时间
应控制在5分钟至10分钟比较适宜。拔罐后不要立即洗
澡，因为这个时候皮肤处于脆弱状态，很容易出现皮肤破
损、发炎、感染等。同时，拔罐后皮肤毛孔处于张开状态，
如果洗澡，很容易受凉感冒。熊凯特别提醒，并不是所有
人都适合拔罐，皮肤敏感或有伤口的人，血液病、糖尿病患
者以及老人、小孩、孕妇等气血不足、体质虚弱的人都不适
宜拔罐。确实需要拔罐的，最好到正规医院的理疗科室接
受专业服务。

智能机器感应“材料”进入
差点切断小伙手腕

医生提醒：高科技是把“双刃剑”，安全
工作更应高度重视

本报讯（记者 刘蓉 通讯员 彭钦平）近日，一名在厦
门某塑料制品工厂打工的男青年小赖（化名）在机台推送
原材料时，被具有较高敏感度的智能切割端感应到，即刻
将小赖的手当作加工材料轧了上去。虽然送医及时，但小
赖的手也需较长时间复健，才能恢复较好功能。

小赖打工的工厂，是一家生产各种密封圈的塑料制品
企业，机器设备和制造工艺都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前不久
的一天，正在工作的小赖见机台滞留了一些原材料，便伸
手去推送。没想到，他伸进去的右手被具有较高敏感度的
智能切割端感应到，即刻轧了上去。一瞬间，小赖的右手
好几处被割伤，特别是手腕，几乎被切断。事故发生后，工
厂方面及时将小赖送往厦门前埔医院救治。前埔医院外
科谭青松医生与手术团队连续手术5小时，对其受伤部位
的血管、肌腱、神经等一一进行细心的清创和吻合。随着
手术的顺利完成，再植的右手血运很快畅通，血肉模糊的
伤手外观也得以复原。手术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护
理，小赖的伤手肿胀慢慢消退，手指也能轻微活动。但由
于割口太深，伤势太重，小赖的手要恢复较好的功能，还需
要坚持较长时间的康复锻炼。

厦门前埔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谭青松介绍，以往接收
的断指（肢）再植伤者，大多是在机械化机台上发生的事
故。此例伤情则发生在具有一定智能化程度的生产设备
上，这提醒大家，发挥高科技设备生产力优势的同时，要充
分熟悉掌握其性能和特点，稍有疏忽就会酿成事故。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学术会议在厦举行

本报讯（记者 楚燕 通讯员 张舒姗 曾培基）6月10
日至11日，福建省海峡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专业委员会年会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新进展学习班
在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举办。

福建省海峡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厦门大学医
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主任蔡成福教授表示，在医院
建院95周年之际，承办此次盛会，提供学术交流平台，旨
在促进我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融合发展、共同提升。会议
邀请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候任主委杨仕明
教授、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鼻科学组副组长
余洪猛教授等知名专家分享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领域前沿
技术和先进理念。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专家也在会上
分享了儿童胆脂瘤、外耳道肉芽等疾病的诊疗经验。现场
还有精彩的手术视频演示。

本次会议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共有300余人参与线下
会议，线上观看量逾1000人次。

六旬阿姨心脏里长“鸽子蛋”肿瘤
厦心为患者成功摘除这颗心脏“炸弹”

“全国最轻”早产儿
145天勇闯生死关

350克！

“20多年前，五六百克的早
产儿能救活，不仅家长，就连医
护人员都觉得不可思议。”庄德
义在新生儿医学领域奋斗数十
年，见证了我国新生儿医学的
发展，他感慨地说，“这些年，医
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保障体
系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早产
儿得到科学救治，不仅存活下
来，还拥有良好的生活质量。
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体现了社
会文明的进步。”

350克“巴掌宝宝”成功救
治，体现了国家儿童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的成效和医院的整体
救治实力。2014年，为了补儿
科短板，市委市政府采取“市校

合作”模式，与复旦大学共建厦
门市儿童医院，由国家儿童医
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托管。9年来，该院在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倾力引领下
蓬勃发展，培养出一批“永久
牌”本土医疗人才队伍，带动区
域儿科医学水平快速提升，形
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复旦儿
科模式”。医院早产儿救治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是厦门市新
生儿质控中心，拥有福建省新
生儿疾病重点实验室，新生儿
病房在闽西南率先达到三级C
标准（为最高等级），疑难危重
症新生儿不出闽西南也能就近
得到高水平救治。

贝贝在NICU的每一天，对
庄女士而言都是煎熬。听说上
海权威专家为贝贝会诊，和厦
门医生一道制定了救治方案，
她的心终于踏实了一些。

上个月，庄女士接到通知：
贝贝病情稳定，家长可以进家
庭参与式病房陪伴宝宝了。她
既开心又紧张。第一次将软软
小小的身体抱在怀里，她根本

不敢动。在医护人员的指导
下，她很快学会了给贝贝喂奶，
以及呛奶了如何处理。

“医护人员技术高明，服务
也十分贴心，把宝宝当作自己
的孩子精心照顾。”庄女士说，

“我想告诉家长朋友，不要轻易
放弃早到的天使宝宝，放心地
把孩子交给儿童医院，我们共
同守候生命的奇迹。”

1月15日，剖腹产手术在第二医院
进行。手术室内，新生儿转运团队严阵
以待。当晚10点多，贝贝通过绿色通道
转至厦门市儿童医院NICU。小家伙的
血管还没针头粗，如何建立静脉通路，成
为横亘在医护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医院派出医师骨干，凭借娴熟技能顺利
完成脐静脉置管，及时输注药物。

48小时后，贝贝肺出血，病情十分
凶险，随时可能需要输血抢救。然而，
脐静脉通路无法既输液又输血。于是，
护士再次挑战高难度穿刺置管，在贝贝
腋下建立一条腋静脉通路用来输血，为
肺出血救治赢得宝贵时机。1周后，医
护人员实施PICC置管，为后续救治建
立生命通路。

超早产儿肺出血常伴随脑出血，可
能留下脑瘫等后遗症。医疗团队密切
监测，实时调整方案，贝贝脑出血没有

恶化，神经系统无明显受损。
黄英介绍，在救治过程中，“度”的

把握至关重要。输液稍快一点，血管
可能就爆掉了；上呼吸机时，二氧化碳
浓度高了，血管也会爆掉，浓度太低又
会缺血。“治疗不是越多越好，有时我
们要减少操作，过度干预反而会带来
损害。”

吴永芳是贝贝的管床医生。她把
在上海总院专培时学到的理念和技术
用在了贝贝身上。“我们十分注重贝贝
的营养问题。由于宫内慢性缺氧，生
长受限，贝贝的肠道功能非常脆弱，起
初1个月里每3个小时喂1毫升奶都会
腹胀，通过出生后早期充足、均衡的静
脉高营养支持，定期监测生长发育指
标和内环境稳定，制定个体化营养方
案，后期及时调整喂养方案，贝贝持续
沿着自己的生长轨迹茁壮成长。”

生命接力精心救治
巴掌大早产儿屡闯生死关

家长感谢医护人员：
创造生命奇迹

早产儿救治水平提升
体现对生命的尊重

文/本报记者 楚燕
通讯员 蔡惠州 陈苹

图/本报记者 黄晓珍
贝贝（化名）在妈妈肚子里待了24

周便匆匆降临人世，出生时体重仅350
克，整个人只有成人巴掌大小，皮肤薄
似蝉翼，血管细如发丝。由于全身器官
发育极不成熟，他的生命力十分脆弱：

关门声稍大一点，就可能脑出血；医护
人员的手有一点不干净，便可能引发全
身感染。

这个“巴掌宝宝”，在145天里闯过
重重生死关，长到3.04千克，于6月9日
从复旦儿科厦门医院（厦门市儿童医
院）顺利出院。据介绍，这是我国救治
成功的出生体重最轻早产儿。

“孩子没放弃，做父母的怎么能放弃！”

极其罕见

▲家长为医护人员送锦旗致谢。

刚出生时仅
350克，全身器
官发育不全。

◀出院时3.04
千克，一顿能吃
40毫升奶。

▲从患者心脏里切除的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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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中西医结合学会
健康传播分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 楚燕 通讯员 罗超）厦门市中西医结合
学会健康传播分会近日成立，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品牌
推广和媒体宣传部副主任陈雯当选为主任委员。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健康科普的需求日益增
长。然而，网络时代，健康资讯鱼龙混杂，海量信息难鉴真
伪。如果医疗单位和新闻媒体能够紧密协作，将科学的健
康知识有效地传播给人民群众，以健康传播推动健康管
理，必将有力促进全民健康。

厦门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周文会长指出，健康传播分会
的成立，既契合国家健康政策，又符合百姓健康需求。希
望分会能够深入开展科学化、专业化的健康传播实践，推
动中西医结合发展，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意识和健康
水平。厦门市卫健委宣传处张从云处长对健康传播分会
的成立寄予厚望，“希望分会找准发展方向，不断拓宽健康
传播的渠道和方式，积极打造厦门健康传播品牌，让更多
人了解厦门的名院、名科、名医。”

据不完全统计，厦门市医疗机构从事健康传播人员达
1000余人，不少临床医技人员也加入了健康传播队伍。
各医疗机构搭建了形式多样的传播平台，在健康传播领域
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

健康传播分会主任委员陈雯表示，接下来，分会将致
力于推动健康领域专家资源和新闻传播资源紧密结合，向
人民群众进行科学、有效的健康传播，并以健康传播推动
健康管理，通过医学科普促进全民健康，为助力健康中国、
健康厦门建设全面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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