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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剑云
通 讯 员 魏映双

2月9日中午，福州正下着
雨，福建省人民医院检验科副
主任技师林志强、徐樱桃夫妇
下班途中，在福建省福州第四
中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等红
绿灯的时候，发现距离自己几
米远的一个男子忽然栽倒在绿
化带上，不得动弹。

他们连忙将车停好，快步
跑到倒地男子身边，和路人一
起把压在他腿上的电动车扶
起。将男子摆成仰面平躺的姿
势时，林志强夫妇发现，倒地的
是一位四五十岁的男子。

林志强拍拍男子的肩膀，
并大声呼唤他，可男子都没有
应答，于是他立即给男子进行
心肺复苏抢救；徐樱桃第一时
间拨打了120电话。

在救护车到来之前，林志
强夫妇与一位好心的路人一直
轮流给男子进行心肺复苏。

林志强告诉记者，从发现
男子倒地到救护车到来，十几
分钟的持续心肺复苏过程中，
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病人
上，直到听到有人喊“救护车来
了”。

徐樱桃说，救人的当下，顾
不上下雨，顾不上地面湿不湿、
肚子饿不饿、手臂酸不酸，一门
心思就是想把他救回来。

“虽然我们是医技科室的，
但平时也参加急救的培训，接
诊医生电话里教我怎么做，后
来我听到心肺复苏，我就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徐樱桃告诉记者，除了他

们夫妻俩，周围的群众也很给
力。有人和他们一起接力心肺
复苏，有人帮忙打伞，有人维持
秩序；救护车到来时，还有人一
起帮忙把男子搬上急救平车。

“是医务人员和热心市民一起
救人的过程，现在想起来还十
分温暖。”

记者了解到，林志强、徐
樱桃夫妻俩其实是做了好事
不留名，路人偶然拍摄到这
段救人的画面发到了视频传
播平台，医院同事无意间看
到视频，转发到科室群，大家
才知道。

患者送医后，林志强、徐
樱桃在当天下午上班前，还特
意到急诊科关心患者是否平安
无恙。

“我认为，每一位市民都应
当伸出援手的一个举动，给急

需帮助的人带去生的希望。”林
志强说。

意外可能就在身边
参与抢救的福建省人民医

院急诊科医生何少华副主任医
师提醒市民，注意心源性疾病
的前兆：

1.忽然出现胸闷或是胸部
有压迫感，或者原有的胸闷忽
然加重。

2.胸部出现剧烈、紧缩、压
榨性的疼痛，且感到透不过气，
甚至疼痛辐射到后背部。

3.出现短暂的心绞痛。
4.不定期出现心慌、心悸、

身体乏力、头晕、晕厥等。
5. 突然出冷汗、呼吸困难

等。这些症状多在体力活动、
情绪激动或饱餐后出现，经过
平静休息后常可缓解。

6.反复胃肠道不适。
7.少数人还可能出现无缘

由的肩颈紧绷甚至疼痛、嗓子
痛或牙痛。

这些症状持续短暂一段时
间后恢复正常，也建议到院检
查排除心源性疾病。

□本报记者 林 颖
通 讯 员 林曼君

2023 年农历正月初六，福建
省妇幼保健院产科手术室里，一
对几经波折怀上的双胞胎“兔宝”
的哭声响彻产房，感动在场人的
心。

双胞胎的母亲在备孕过程中

发现卵巢癌复发，这使得这条生育
之路注定坎坷艰难。

想孕育宝宝
发现肿瘤复发

几年前，因双侧卵巢囊肿、
左侧卵巢交界性浆液性囊腺瘤
（一 种 低 度 恶 性 肿 瘤 ，存 在 复
发、转移可能）、双侧输卵管慢
性炎，30 岁的陈女士曾做过两
次手术。

由于手术切除了两侧输卵管，
2021 年，陈女士来省妇幼保健院
生殖医学中心求助，想通过“试管
婴儿”助孕。医生在检查中发现
她的左侧卵巢又长了一个直径约
5cm 的肿瘤，肿瘤复发的可能性

较大。
陈女士抱着一丝希望，求助医

院精准医学妇科团队，向孙蓬明副
院长咨询下一步诊疗方案，同时也
表达了日后想要孕育宝宝的愿望。

孙蓬明组织了一场由精准医
学妇三科、生殖中心及病理科共同
参与的疑难病例多学科讨论，为患
者制定精准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为保障患者后续取卵成功，生
殖中心主任也到场观摩手术，对右
侧卵巢的位置了然于胸。

孕期一波三折
术后，生殖中心拿下“接力

棒”，郑备红主任和孙艳副主任
为陈女士制定个体化辅助生殖

助孕方案。很幸运，陈女士第
一次胚胎移植就成功怀上一对
双 胞 胎 ，踏 上 了 准 妈 妈 的“ 列
车”。

产五科团队在保驾护航期间，
发现她又出现了“易栓症”，存在流
产风险，盆腔又发现了一个包块。

孕期监测更为严格、严密。
正月初六，已孕足月的陈女士

出现宫缩，在产科医生陈丽春主
任、精准医学妇科团队成员吴齐
斌副主任医师术中保驾护航下，
双胎胞顺利出生，盆腔包块也被
诊断为良性。

产后，陈女士难掩激动地说：
“要是没有他们，绝对不会有这么
一天。”

□本报记者 张鸿鹏
通 讯 员 黄丽纹

在泉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
医院重症监护室里，这里作为泉
州市急救指挥中心儿童分中心，
在年前新冠感染高峰期，承接当
地重症患儿的抢救工作。

“泉州市儿童医院吗？我们
这里有个危重患儿，急需转院！”
电话那头是泉州另一家医院医
护人员焦急的声音。很快，1月7
日凌晨，年仅 10 岁的患儿欢欢
（化名）转运到重症医学科。

经医生初步确诊为糖尿病酮症酸
中毒，入科后急查新冠核酸提示阳性。

当日上午，医院紧急进行全院多学
科大会诊，及复旦儿科医院陆国平主任
线上会诊后，慎重评估、当机立断，决定
启用终极武器——魔肺ECMO（体外膜
肺氧合技术）。

当天20时，ECMO装置成功连结，
运转良好，欢欢的血氧饱和度、血压奇
迹般地改善了，生命体征趋于平稳。

在科室团队夜以继日的守护下，患
儿生命体征越来越好，1月10日顺利撤
除ECMO机器。1月15日予撤呼吸机，
改鼻导管吸氧，1月17日停吸氧，1月28
日转内分泌科继续治疗。这一刻，成功
的喜悦终于浮现在医护人员的脸上。

据了解，泉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
院自2018年启动ECMO项目以来，已成
功开展21例ECMO儿童重症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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