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三川 通
讯员 谷运岭） 近日，市中心
医院副院长、生殖医学与遗传
中心总负责人付秀虹主刀完成
了该院首例经腹腔镜下双侧睾
丸切除术。该病例极为特殊，
发病率约为十万分之一。这项
手术的成功，标志着该院在罕
见的性发育异常疾病诊治方面
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18岁“少女”
竟是男儿身

患者小芳 （化名） 今年 18
岁，自出生时父母就发现其与
普通女孩不同。特别是进入青
春期后，小芳迟迟未出现生理
周期反应。眼看她即将迈入大
学，小芳的母亲带其到市中心
医院生殖医学与遗传中心门
诊，在上大学前为其做一次彻
底的检查。

“经过检查，我们发现小
芳盆腔内没有子宫和卵巢，并
且 具 有 46XY 的 男 性 染 色
体。”该院妇产科主任王慧芬
说。小芳的社会性别和自认性
别均为女性，但医生根据检测
结果最终诊断小芳患有雄激素
不敏感综合征，为男性假两性
畸形的一种。如不切除睾丸，
癌变率将高达50%以上。

该病有多罕见？就连从医
30 年 的 王 慧 芬 也 仅 见 过 一
次。针对小芳的情况，付秀虹
教授高度关注，从治疗方案的
制订以及手术，均由她参与指
导。

多科医生集中会诊
罕见病例手术终获成功

据付秀虹教授介绍，因为
该病少见，并且涉及到家族遗
传、两性畸形、性发育异常、
生殖内分泌以及生殖泌尿、妇
科 l 期 ll 期手术、术后的随访
和管理、患者兄弟姐妹及母亲
的基因谱、患者社会心理角色
等复杂因素，这让市中心医院
妇产科的医生感到这一病例充
满挑战性。

手术前一夜，在付秀虹的
倡导下，妇产科吕净上主任召
集，王慧芬主任主持该院妇产
科包含的妇科、产科、生殖、
遗传 4 个专业，展开了一场大
讨 论 ， 共 计 60 多 位 医 生 参
会。遗传基因分析，家族健康
管理，胚胎早期性染色体及性
腺发育，手术的适应证时机以
及手术方式，手术后病人的终
身管理……参会医生展开了激
烈讨论，会诊从下午开到了晚
上 8 点，全科大夫对这个疾病
有了全新的认识，制订了周密
的手术、后续治疗和家族基因
检测方案。

简单来说，这次手术是为
了将小芳的双侧睾丸切除。由
于其位于双侧阴囊最低处。综
合考虑后，作为主刀医生的付
秀虹并没有采用在会阴处切口
直接取出的方式，而是选择了
经腹腔镜入路的手术方式。

术后第二天可下地行走
患者亲属还需基因检测

付秀虹说：“一般来说，

像小芳这样的患者会选择到北
京、上海等城市的医院就诊，
最终选择市中心医院，是因为
我院妇产科涵盖了妇科、产
科、生殖、遗传 4 个学科，有
能力解决其所有的问题，放眼
全省也是首屈一指。这让小芳
的母亲很信任我们”。医院没
有辜负患者的信任，术后第二
天，小芳就能下地行走。

付秀虹告诉记者，这也是
该院历史上首例综合性救治手
术。手术虽然成功，但由于小
芳的基因突变可能遗传自母
亲，这也意味着在其母亲的家
族中，仍有其他成员可能受到
这个遗传基因的影响。“本着
对其家族负责任的态度，我们
将继续对小芳的母亲、姐姐和
弟弟进行基因检测和遗传咨
询。”付秀虹说，“小芳一个人
牵动着一个家族，他们将避免
该致病基因的进一步延伸，目
前我们有能力对出生前的缺陷
进行防控，这是小到一个家庭
大到一个国家人口健康素质的
大事。”

据了解，市中心医院妇产
科是河南省重点专科，全国

“五一”巾帼标兵岗。该科的
妇科、产科、生殖、遗传 4 个
专业齐头并进，整体诊疗水平
位居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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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彩霞
今年43岁的杨艳峰，是一名热心

公益的市民。日前，记者不但在爱心
粥屋看见他忙碌的身影，还在爱心献
血屋，看见他伸出手臂捐献血液。对
他来说，参加公益活动已经成为自己
生活的一部分，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快
乐自己。

当过兵的杨艳峰在部队参与过无

偿献血活动，退伍回乡后，他第一次
走上献血车献血是在 2000 年 8 月 13
日。“我中午下班路过双汇广场，看到
爱心献血车，就走上车献血了。毕竟
自己献过血，并没觉得献血有任何不
妥。”杨艳峰回忆说，在献血过程中与
血站工作人员渐渐熟悉起来。后来在
血站主治医师赵彩霞的建议下，杨艳
峰从献全血转为献机采血小板，至今
已献血225次。

除了坚持参加无偿献血活动，杨
艳峰在 5 年前还参加了我市造血干细
胞集中采样活动，加入到挽救生命的
队伍中。作为百次献血英雄榜的一
员，杨艳峰一直默默支持我市无偿献
血事业，对他来说只要血站有需要，
自己时刻准备献血；只要身体条件允
许，自己会一直坚持无偿献血。

献出鲜血播下爱
——记无偿献血者杨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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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次献血英雄榜

市中医院“诚信服务之星”风采展

■本报记者 刘彩霞
通 讯 员 谷东方

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这是我国继
教师节、护士节、记者节之后确定的第四
个行业性节日。今年医师节的主题是“弘
扬崇高精神，聚力健康中国”。为了激励
广大医师发扬学习典型、创先争优、乐于
奉献、大医精诚的职业精神，市卫生健康
委从 7 月中旬在全市开展了评先树优活
动，经过层层评选、逐级推荐，从全市各
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注册的执业 （助理）
医师中，评选出了12个优秀医师团队和60
名优秀医师。他们代表了我市“关爱生
命、佑护健康，做人民群众健康好卫士”
的医师队伍形象。

在医师节表彰会上，全市优秀医师代
表欢聚一堂。现场受表彰的优秀医师团队

和优秀医师在掌声中依次上台领奖。
在随后的优秀代表发言中，优秀家庭

医师签约团队代表、柳江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晋殿坡团队负责人晋殿坡讲述了他们在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中主动沟通，架起与社
区居民之间的桥梁，用耐心、热情的服务
不断增强居民签约服务获得感的故事。优
秀科技创新医师代表、市骨科医院数字骨
科负责人宛磊以技术赢得尊重，以德行赢
得人心。优秀援外援疆医师代表、市三院
医师王银浩讲述自己在援疆地与当地患者
之间的点滴小事，反映援疆医生不畏艰
苦，努力提升当地医护人员急救水平的精
神风貌。优秀青年骨干医师代表、市六院
心内科副主任王瑾，讲述了自己选择从医
之路的初心，以及坚守的原因和支撑的信
念。突出贡献团队代表、市中心医院心血

管治疗团队负责人刘东亮对该院胸痛中心
建设的做法和成效进行了经验分享。他们
的感人事迹彰显了我市广大医师救死扶
伤、为卫生健康事业无私奉献的崇高情
怀。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全市卫生健康系统人员牢固树立大
卫生、大健康理念，继续深化公立医院
改革，努力打造区域性医疗中心，积极
投身医疗改革和健康提升事业。广大医

务工作者坚持“把一切方便留给病人，
把一切困难留给自己”的服务理念，努
力为病人提供更加安全、高效、优质、
便捷、经济的医疗服务，涌现出许多可
歌可泣的行业标兵、劳动模范和感动人
物。他们唱响了最光荣的医务工作者之
歌，用真情传递健康卫士的温暖，用汗
水书写白衣天使的忠诚，为更好地保障
全市人民的健康安全努力工作，无私奉
献。

做人民群众的健康卫士
——我市医师节表彰大会侧记

■本报记者 刘彩霞
今年以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植

精神沃土，引领文明新风，始终把创建文
明单位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开展创
建活动。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健康教育、慢
性病防控、传染病、地方病、公共卫
生、职业卫生、免疫规划、卫生应急、
疫情报告与管理等工作中，表现突出，
连年获得省疾控中心表彰，在国家、省
下达的质量控制活动中均获得优秀等
次。同时，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设有固
定的精神文明宣传专栏，每季度更新一
次，并经常利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
微博、微信、电子屏开展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传，通过一系列举措凝人

心、鼓干劲，走出了一条文明创建与疾
控防治工作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新路
子。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创建文明单位
过程中狠下功夫，加强学习，着力培养
一支高素质的干部职工队伍。全面开展
深入纠“四风”持续转作风活动和“争
创忠诚干净担当好班子、争当忠诚干净
担当好干部”活动。为进一步加强诚信
建设、提高服务水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印发了《关于开展诚信建设专题宣传教
育活动实施方案》，开展了“诚信个人”
评选活动，组织职工学习身边的先进人
物，引导职工树立诚实守信、积极向上
的思想观念，夯实疾控事业发展的道德
基础。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力弘扬求真

务实的工作作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坚决反对“四风”，不做表面文
章，力戒浮躁，扎扎实实推进创建工
作。同时，还制订了年度业务培训工作
计划和读书学习活动实施方案。根据方
案要求，为每位职工配备了相关的学习
资料；认真落实理论学习制度，坚持班
子集体学习制度和科室集中学习制度，
并对学习情况进行检查通报。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在今年世界读书日当天开展了青
年团员读书学习交流活动。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坚持积小善
成大德，让志愿服务遍地开花。深入
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将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153 名职工全部注册为志愿者。节

日期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困难、
患病党员职工进行了救助和慰问，为
帮扶村贫困户送去了米、面、油等生
活用品。组织健康巡讲团到社区开展
健康巡讲，开展儿童预防接种日、碘
缺乏病日、禁毒日等宣传活动，发放
各种宣传资料 5 万余份。持续开展“城
市 大 清 洁 ” 行 动 和 “ 交 通 志 愿 服 务 ”
活动，每周对分包道路进行清洁，并
设置文明交通志愿服务点，劝导不文
明出行行为。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员、干部、职
工在业务上比拼争先，在社会活动中奉
献爱心，在创建文明单位上献智、献
策，实现了创建文明单位与疾控事业互
为促进的良好局面。

厚植精神文明沃土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创建省级文明单位纪实

对于糖尿病人来说，适宜的运动有很
多好处。科学的运动不仅可以增强胰岛素
的作用，帮助控制血糖，还能调整血脂代
谢，降低血压，控制体重，改善心肺功
能，预防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患者在开始运动前应做全面检
查，以确保运动安全，并就检查结果与医
生讨论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做运动，确定运
动方式和运动量。如果有以下这些情况不
适宜运动：合并各种急性感染；伴有心功
能不全、心律失常，且活动后加重；严重
糖尿病肾病；严重糖尿病足；严重的眼底
病变；新近发生了血栓；有明显酮症或酮
症酸中毒；血糖控制不佳；严重的糖尿病
神经病变；频繁发生的脑供血不足者；频
发低血糖。

病情稳定的1型、2型和妊娠期糖尿病
患者可以通过运动来帮助控制血糖，以中
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最为合适，如快走、慢
跑、太极拳、骑车、健身操等，运动强度
可以根据自身感觉来掌握，以感到周身发
热、出汗为宜。

运动时间从吃早饭后1～2小时左右开
始运动较好，因为此时血糖较高，运动时
不易发生低血糖。每次运动包括运动前做
准备和运动后做恢复整理，运动的时间约
为30～60分钟。注意在达到应有的运动强
度后应坚持20～30分钟，这样才能起到降
低血糖的作用。糖尿病患者每周至少应坚
持3～4次中低强度的运动。

糖尿病患者在运动中还要注意以下问
题：随身携带糖果及糖尿病卡，以便自
救；运动过程中注意心率变化及感觉，如
轻微喘息、出汗等，以掌握运动强度；若
出现乏力、头晕、心慌、胸闷、憋气、出
虚汗，以及腿痛等不适，应立即停止运
动，原地休息。若休息后仍不能缓解，应
及时到附近医院就诊。

注射胰岛素的患者，运动前最好将胰
岛素注射在非运动区。因为肢体的活动使
胰岛素吸收加快、作用加强，易发生低血
糖。在运动前和运动后最好各测一次血
糖，以掌握运动强度与血糖变化的规律。
运动后仔细检查双脚，发现红肿、青紫、
水疱、血疱、 感染
等，应及时请专业人
员协助处理。（更多
健康知识请关注漯
河健康教育微信公
众号）

市健康教育所

糖尿病健康教育知识之三

适宜运动有助于控制血糖

■本报记者 刘彩霞
张允是市中医院外一科的一名普通护

士。自 2011 年工作以来，她秉持忠于职
守、无私奉献的精神，努力为患者提供优
质的护理服务。

面对患者及其家属因疾病而产生急
躁、忧虑、恐惧等情绪时，张允深知作为
一名护士，一句贴心的问候、善意的安
慰，直接影响着患者及其家属的心情。

6月中旬，张允负责护理的一名食管癌
术后女性患者，由于病痛的折磨导致患者
脾气暴躁，对医生、护士百般挑剔，有时

患者的家属也被其骂走。某天因为化疗药
物导致患者呕吐，张允马上拿来干净的衣
服和被子为她换上，用温水为其擦拭身上
的污物，使患者深受感动。出院时，其家
属向张允表示感谢。

6月25日，科室收治了一位71岁肠梗
阻且伴有严重心脏病的患者。患者来时呼
吸急促，张允立刻协助其他护士为其摆体
位、吸氧、输液、监护。为了防止患者乱
动，张允在旁边帮患者维持体位，并注视
监护仪上的变化。30分钟后，患者终于能
平静呼吸，而张允的双腿已经站得发麻。

尽管浑身酸疼，但是能为患者解除痛苦，
张允觉得自己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选 择 护 理 工 作 ， 就 注 定 选 择 了 奉
献。每逢国庆节、春节等节假日，张允
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加班加点对于每
位医护人员来说是家常便饭，张允也不
例外，有时父母、孩子生病她都顾不上
照料，心里对家人充满愧疚，但是张允
从 不 后 悔 选 择 护 士 这 个 职 业 。 张 允 表
示，未来她将更加踏实地在护理这条路
上走下去，让热爱护理的种子扎根于心
间，开出美丽的花朵。

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
——记市中医院外一科护士张允

8月19日，患者将写有“耐心细致 无私奉献”的锦旗送到源
汇区沙澧中医院，感谢该院烧伤科医护团队精湛的医术和周到的
服务。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