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初读医是家人的
建议。”初见陈琼华主
任，在这个从医将近
30 年的医生脸上，不
见岁月痕迹，唯有满
脸的阳光灿烂。

1992年，陈琼华初到
第一医院工作。从此她马
不停蹄地从事临床工作，远赴北京
协和医院、北京妇产医院等进修，
又在福建医科大学攻读硕士研究
生。2009年，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陈琼华回
到第一医院。2014年，陈琼华出任
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开始全面负
责总院妇产科工作。

在陈琼华主任的带领下，第
一医院妇产科成为全国妇科肿
瘤防治联盟的主委单位。从
2017年10月成立至今已经开展
了22期的“八闽行公益讲学”，走
进八闽大地，举行科普、义诊活
动及基层医师的规范化培训。
除了临床工作，陈琼华也很重视
科室医生的科研能力。作为厦
门大学的附属医院，不仅要有过
硬的临床技能，科研、教学也是
医生的责任。每周一的晚上，在
忙完科室的各种工作后，不论多
晚，她都会亲自主持每周一次的

研究生工作会议，听取学
生们的实验汇报，布置
进一步的研究任务。

在 科 室 管 理 方
面，陈琼华严格要求；
对待患者，她如亲人

般设身处地为患者着
想。“医者仁心，一切只为

患者安好。”这对她来说，不是一
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和所有医务工作者一样，陈
琼华从一开始也面临家庭和事业
的双重压力。1995年,陈琼华的
女儿出生了。女儿开始上幼儿园
时，陈琼华开始了一年的住院总
医师生涯，每周只有半天能休息，
其他时间一天24小时都要在医
院待命、出诊。刚上幼儿园的女
儿实在想妈妈了，爸爸就会带着
她来医院看妈妈。来之前，爸爸
总会和女儿先“约法三章”：到了
医院，看看妈妈，离开时要微笑地
和妈妈说再见。满心期待的小女
孩自然是一口答应，然而，等见完
妈妈再要分开时，女儿的眼泪总
是忍不住往下掉。谈起这些往
事，陈琼华忍不住哽咽。这些年
来，她更多的时间是扑在临床工
作、科研和指导研究生上。这或
许就是有所得有所失吧！

陈琼华：有爱、有奉献、有理解

2004年，陈四方从湘
雅医学院毕业后来到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从事神经外科一
线工作，起初医院不
具备条件做动脉瘤手
术，往往要等外院医生
支持，在等待过程，患者
经常错失最佳救治时机，脑动
脉 瘤 发 生 二 次 破 裂 ，情 况 凶
险。有一次，陈四方的亲人在
等待专家前来手术时，因二次
破裂而离世，给了他重大打击。

陈四方介绍，所谓动脉瘤，
其实并不是肿瘤，而是在血管
壁上鼓出一个大泡。正常的动
脉是三层，最结实的一层是中
间的弹力层。发生动脉瘤的部
分正是这个弹力层，它断裂变
薄了，就像自行车轮胎磨薄了，
一打气就起泡一样。动脉内流
动的带压力的血液，直接冲击
动脉壁，久而久之，动脉壁会越
变越薄，很容易破裂。动脉瘤
一旦破裂，血液就会像大坝泄

洪一样汹涌而出，患者有
30% 的 概 率 会 顷 刻 死
亡，即使得到控制，也
很容易二次破裂。

为了更好地开展
工作，2010 年 4 月，陈

四方赴日本名古屋藤田
保健卫生大学留学一年，

主攻脑动脉瘤、烟雾病、脑动静
脉畸形、颈内动脉狭窄以及脑
梗塞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在日本的那一年学习，
国外精进的医疗设备和先进
的观念，都让我开阔了视野。”
陈四方回国后，将国外先进的
就医管理理念“因地制宜”地
运用到了神经外科的诊疗上，
包括院前宣教、急诊筛查、术
前检查等，并申请开放绿色通
道，24 小时接诊脑血管病，获
得麻醉科、放射科等支持。而
他本人也是 24 小时待命状态，
如今医院已经从此前的等待
专家外援，到出外援助其他医
院做动脉瘤手术。

“你知道吗？儿科医
生不会老，和孩子打交
道虽然吵吵闹闹，但
在治愈孩子的同时也
被孩子治愈。”医学博
士、主任医师、厦门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主
任杨运刚笑眯眯地告诉记
者这个秘密。

儿时，他就立志一定要成为
一名医生。1992年高考结束后，
杨运刚主任将所有的志愿都填
上了医学院，顺利实现了儿时的
梦想。此后一生，他竟成了无数
孩子的守护人。大学毕业当了
一年内科医生后，又报考了温州
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随师知名
小儿呼吸科专家张正霞教授学
习“以影像为中心的综合分析诊
疗”。2008年，杨运刚考入中国
医科大学，在尚云晓教授门下攻
读博士学位。

“对儿童呼吸科医生来说，
影像就好像左手，支气管镜则是
右手。”据介绍，支气管镜的检查

治疗在临床的应用范围广
泛，包括气管、支气管异
物的取出，大叶性肺
炎支气管内灌洗治
疗，反复或持续喘息
的诊治及气道狭窄、

肿物等综合介入治疗。
杨运刚在福建省内率先开

展儿童支气管镜术，目前为全国
儿科支气管镜协作组副组长。
这些年来，他应用支气管镜救治
成功的患儿数不胜数。

“原本还是挺排斥当儿科医
生的，它可以说是‘哑巴科室’，
孩子总是说不清自己哪里不舒
服，又总是哭闹。而且整日和孩
子的‘屎尿屁’打交道，当时心里
真的不太能接受。”杨运刚笑着
回忆道。能在儿科这么辛苦的
环境中坚持下来，孩子们的笑语
欢声是他最大的动力，“每次把
危重症的孩子从死神手里抢救
回来，就感觉又挽救了一个家
庭，毕竟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
望，那时候心里就安慰了许多。”

“心脏是我们人体的
发动机，心脏病的特点
是急和重，对医生有很
高的要求。我们看见
病人恢复正常，就是
我们的价值体现。”心
血管内科副主任郑武扬
告诉记者。

郑武扬在房颤冷冻球囊消
融和左心耳封堵术两方面取得
了国际带教资格。

患者胡女士是一名28岁孕
中期的孕妇，因频发室性早搏
时常感觉到心悸胸闷不适，产
检时医生建议她及时治疗早
搏，以确保后续孕期的安全及
正常分娩。但是药物治疗不适
合孕期妇女，而且常规射频消
融术治疗早搏需要在X射线辅
助下进行手术操作，X射线对胎
儿具有一定影响，可能会导致
胎儿发育畸形。郑武扬了解胡
女士病情后，经过科里缜密的
病例讨论，决定为她实行完全“0
射线”射频消融术，既安全，又
高效。经过手术，时刻威胁着
胡女士和胎儿生命安全的“定
时炸弹”终于被解除。

还有一位患者有房颤，曾

发生中风，又有消化道出
血史，治疗存在矛盾，
郑武扬和团队仔细
研究了病例，决定采
用房颤消融及左心
耳封堵术，既有效预

防房颤中风，又规避了
抗凝的出血风险。

长期临床中，郑武扬发现
一些病人心理因素的负面影响
大于自身病情，即使用尽了现
代医疗技术，症状也没大的改
观。“心病还需心药医”，他就对
这类病人开展“真心治疗”，做
患者的思想工作，疏导患者，让
他们卸去心理负担，达到良好
的治疗效果。“真心治疗”不是
单纯地为了治病而治病，需要
花费时间与病人交谈、倾听、解
释。

每一场手术都是一场硬
仗。从前一天上午9:00到次日
凌晨6:00，这是郑武扬手术时长
最久的一次，但是他却习以为
常。“手术最频繁的时候，我女
儿是整整一周没有见过我。”郑
武扬告诉记者。因为要抢救生
命，所以要跟时间赛跑，即使休
息，他也是24小时待命。

杨运刚：儿科的“不老传说” 郑武扬：人体发动机的保护神

陈四方：攻坚克难专注排除险境

（黄洁 游章友 李欣）

初心不改，“医”路向前

曾记否，成为医学生时那份青涩、那份笃
定，举起右手宣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庄重
承诺让你们心中有梦，眼里有爱，脚下有力。面
临挑战，你们从容淡定，冷静应对。无影灯下，
你们妙手仁心；实验室里，你们攻坚克难；三尺
教坛，你们春风化雨。今年是第4个中国医师
节，让我们走近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这些医
生，一起听听他们是如何走向更好的自己的。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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