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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家住南平的10岁男孩
小祥（化名）在运动时突然抽搐不止，
紧接着就丧失了意识。当地医院急诊
发现孩子的心率每分钟仅剩30多次。

收到求助信息的福建省儿童医院
危重症转运团队迅速启动转运流程。

凌晨3点，被120送到省儿童医院
时，小祥的心脏已处于停跳边缘，早已
候在重症监护室的心内科副主任医师
郭晓峰迅速带领团队展开救治，将小
祥从死亡线上拉回。

小祥的抢救和康复过程全部由
福建本地专家完成。一位位本土儿童
心脏专家的涌现，
让“上海力量”技术
平移初显成效。

时间回转到省
儿童医院开诊前，
我省在儿童心脏介
入手术和心律失常
的危重症专科诊疗
方面有许多空白，
已有的儿童心内科
医生多只能治疗简
单的心脏内科疾病，即便是恶性心律
失常的床旁临时起搏器安装，都要由
省内的成人心内科兼顾治疗。为寻求
更好的救治，我省每年有成百上千的
心脏病患儿不得不远赴北京、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

此局面自省儿童医院委托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全面运营管理后，有了
全新的变化。

8月5日，已是中午12点半。记
者看到，福建省儿童医院内科1诊室
里，由上海派驻省儿童医院的心内科
副主任医师吉炜还在专注地为心脏病
患儿看诊。诊桌上，摞着一堆看诊患
者递来的取号条。每个门诊日都要加
班看到12点多，这对于吉炜而言已是
常态。

作为技术理念输出方的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除了派驻专家坐诊、带
教、亲自开展高难度手术之外，上海专

家还始终牢记为福建建设学科平台，
培养人才队伍的使命。

为此，作为省儿童医院心内科科
室执行主任，吉炜在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李奋主任的带领和指导下，从无到
有，建设了省儿童医院独立运营且日
趋完善的心内科及其医技科室，业务
涵盖先心病介入诊疗、诊断性心导管
检查、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永久起搏器
植入等高精尖技术领域。

吉炜还像“大家长”一样，着手培
养和带起一批人才梯队。团队中，看
似柔弱的年轻医生胡婷婷已是医院心

电图/心功能单元
的 实 际 执 行 人 。
2022 年开始，年仅
20 多岁的胡婷婷
便以一名住院医师
的身份，带着心电
技师陈逸群完成全
年 近 2 万 份 心 电
图，此外还独立开
展动态心电图、24
小时动态血压监

测、直立倾斜试验和心脏起搏器程控。
今年初，胡婷婷作为国内为数

不多的青年女医生，受中华医学会
邀请，在心电生理和起搏全国双年
会登台亮相，向业内陈述来自福建
的临床工作和经验，获得参会专家
高度赞扬。

在心内科成立后的第一年，科室
手术量便突破100台，次年及今年同比
增长超40%。两年多来，手术总量突破
300台，其中三四级手术占比达 80%，
多项数据远超同级医院开业同期发展
水平，实际直接拯救患儿生命百余人
次，收获良好的社会声誉度。

“当初交给我的6个年轻住院医
师如同一张张‘白纸’，现在他们可以
操作完成相对常规的心内科介入手
术，并有了各自的发展方向领域，假以
时日，他们都有望成为主刀医生，独当
一面。”吉炜欣慰地说。

上海力量高位对接 本土人才梯队成形
省儿童医院快速成长

□本报记者 林颖
通讯员 毕莹赟 江小千
近日，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主办

的中国心脏病大会召开，发布了
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主导制定的
“全球心血管疾病学术影响力评
价平台”。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福
建省儿童医院在《2022年度全球

医院先天性心脏病研究学术影响
力综合排名》中位居全球第十六、
全国第六、全国妇幼专科医院第
一，成为唯一入选TOP20的妇幼
专科医院。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福建医院
（福建省儿童医院）作为国家儿童
区域医疗中心，高位对接推进医

疗“创双高”的重大成果，全院医
护努力守护八闽儿童健康，让大
量外流北上广求医的患儿在“家
门口”得到了同质化的诊疗。从
开业起至今，医院门急诊量达
107.79 万余人次，年增长率达
74.62% ，日 门 诊 量 最 高 达 到
2777人次。省内非本市门诊就

诊患者同比增长 95.94%，占比
提高 12.19%，省外门诊就诊患
者同比增长 51.63%，省内非本
市住院患者同比增长 96.16%。
这背后既有许多上海专家为省
儿童医院的发展添砖加瓦，也有逐
渐成长起来的福建本土儿科医生
贡献力量。

除了心内科，省儿童医院
在疑难危重症患儿的心脏外科
救治领域，尤其是ECMO技术
的运用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ECMO 是一种对严重心、
肺功能衰竭患者进行心肺支持
的体外生命支持技术，也是目
前公认的心肺功能替代的塔尖
技术。

2021 年 7 月，在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心脏中心 ECMO 团
队的指导下，省儿童医院心外
科开展了首例新生儿ECMO。

通过上海专家“师带徒”的
方式，原省妇幼保健院主治医
师郑义熔和多位本地医生一
起，系统学习了 ECMO 的置
管、麻醉、重症监护、护理等技
术。

“第一次上 ECMO 时，8~
10 个医护围着一个患儿转，但
随着操作例数的增加，大家十
分娴熟，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就
足以应对了。”郑义熔十分自信
地说。

几 个 月 前 ，省 儿 童 医 院
ECMO 团队同时开展了三台
危重新生儿ECMO治疗，带给
三个出生仅1~3天的重症患儿
生命的希望，创造了我省新生
儿 ECMO 救治的新纪录。这
三例ECMO的同时运行，体现
了省儿童医院 ECMO 团队在
急危重症专科建设、技术领先
及人才储备方面的优越性，为
开展 ECMO 技术救治更多严
重心肺功能衰竭患者积累了成
功经验，也彰显了国家儿童区
域医疗中心的使命担当。

不过，随着本土技术能力
的提升，在与上海专家的交流
磨合中，两地医生在新生儿、小
体重患儿的 ECMO 技术推广
和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理念上

的碰撞。
省儿童医院在省妇幼保健

院的一体化管理下，拥有更庞
大的新生儿患者群，而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专家则在大龄患儿
的ECMO治疗方面更有经验。

“新生儿 ECMO 操作也有
别于大龄患儿。”郑义熔说，

“我们会根据临床实践，不断摸
索 、积 累 经 验 ，寻 求 新 生 儿
ECMO 操作技术的革新，且取
得了很好的疗效，同时也为上
海儿童医学中心的医生提供了
一些参考和建议。可以说，与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协作不仅
是我们在单方面学习，其实也
是双方相互沟通，共同发展的
过程。”

目前，省儿童医院儿童重
症的救治水平位居全省前列，
成功救治了最小胎龄 23 周出
生、最轻体重仅 480 克的超未
成熟早产儿，完成ECMO治疗
36 例，开展例数位居全国前 5
名，其中新生儿 29 例，危重症
抢救成功率95％以上。

培养和带起一批“本土”人才梯队 汲取新技术的同时勇于革新

ECMO转运团队床旁置管
（从右至左：心外科陈强主任、王
增春主任医师、张启亮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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