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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医院给10位藏族同胞带去新“膝”望

扎西拉央

的腿部关节因

大骨节病而严

重变形

□本报记者 林颖 通讯员 宁宇 陈钰涛 许陈玉
从西藏昌都到福建福州，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

两地相隔3000多公里。
10月 4日，10位来自西藏的大骨节病患者，从福建

省立医院康复出院。在登上返程飞机前，一路陪护的福
建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干部，专程带着从未见过大海的
藏族同胞们来到海边，让他们与大海来一次亲密接触。

“感谢国家的好政策，让我摆脱了疾病的烦恼，开始新
的生活，希望回去之后可以帮忙家人多分担点家务。”面对
眼前不断追逐的浪花，即将离开福建的扎西卡感慨地说。
在他的眼前，一幅充满希望的生活新画卷正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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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相连，闽藏情深，一直

以来，我省始终将对口援藏医

疗工作，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

除此次救助的 10 位藏族

大骨节病患者外，2022年，省立

医院专家赴西藏，完成 16 例免

费大骨节病膝髋关节置换手

术。从 2021 年开始，省立医院

分批为 6 名西藏患儿开展脊柱

侧弯矫正等手术，让他们在福

建“挺起胸膛”。

截至记者发稿，又一批省

立医院儿外科专家团队，已经

与 10 位康复患者同机抵达西

藏，将为西藏手足畸形患儿提

供免费筛查救治帮助。

病痛折磨
期待人生新“膝”望

省立医院骨科罗奋棋副主任

医师告诉记者，在西藏，受水质、寒

冷、缺氧等因素影响，大骨节病在

人群中的发病率很高，可达 50%。

近些年，在西藏当地政府和援藏医

疗队的努力下，目前大骨节病新发

病例数量大幅度减少，但患者存量

依然很大。

两个月前，在福建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的支持指导下，福建省第十

批援藏工作队、昌都市卫健委联合

邀请福建省立医院骨科团队远赴

西藏开展专项义诊筛查。

在对 700多位大骨节病患者进

行筛查后，10位病情复杂、手术难度

大的患者在医疗队的陪同下，于9月

22日抵达省立医院免费更换膝关节。

9 月 25 日，记者在省立医院见

到了患病相对严重的扎西拉央，当

时骨科副主任医师俞国雨正给她

和其他几位藏族同胞做术前谈话。

得知人工膝关节置换可以让他

们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和劳动能力，

并且不再受病痛折磨时，扎西拉央

和大家一样，眼中闪出了一道光，面

露微笑双手合十，用藏族人的方式

表达着感谢。

多年来，因大

骨节病给膝关节

带来的疼痛，扎西

拉央行走时一脚

深一脚浅，身体晃

动得像钟摆。当

她挽起裤脚时，肿

大变形的膝关节

和踝关节则如同

盘 根 错 节 的 树

根，触目惊心。

46 岁 ，正 是

家中“顶梁柱”的

年 纪 ，扎 西 拉 央

却感觉自己已是“累赘”：

得病前，她是家里干活的好

手，家中七八十头牛，放牧、喂草

料，加上其他农活，全是她一人扛。

如今，放牧、农活都干不了了，

为了赚钱供家中的几个孩子上学，

扎西拉央一边吃着止痛药，一边去

建筑工地上打零工。止痛药效力

一过，刺骨的疼痛让她浑身冒汗。

曾 经 靠 挖 虫 草 为 生 的 扎 西

卡由于常年在 5000 多米高的雪山

上攀爬，他的双膝都得了大骨节

病，丧失了劳动力。

去年，扎西卡去外省做了一侧

膝关节置换手术，挽起裤腿，一道

20厘米长的伤口还历历在目。

这一次，省立医院骨科团队将

为他置换另一边膝关节。扎西卡

一想到术后膝盖就能恢复正常，不

再疼痛，便充满了期待。

他们期待着带来新生的手术。

术式创新
助力患者快速康复

两天时间，10位患者成功手术。

省立医院骨科安排四个关节组

团队，采用保留肌肉不切开的创新

术式，让切口缩小至 8厘米，缩短了

康复时间，甚至大多数患者在麻醉

苏醒后，便能屈伸膝盖活动超过

120°，还能下地走出手术室。

从手术台下地，缓步走出手术

室的扎西卡，激动地双手点赞，并

不断重复着这些天刚刚学会的汉

语“谢谢”。

让患者得以快速康复，保留肌

肉不切开的创新术式立了大功。

自 2015年，省立医院骨科关节

外科专业在国内率先应用该术式

后，该手术例数已居全国第一，该

院骨科也被评为福建省唯一的加

速康复骨关节外科全国示范中心。

与此同时，另一项创新技术的运

用，则让患者术后不适感大大减少。

据了解，传统的人工膝关节置

换手术，采用的是人工膝关节垂直

90°于骨面安装的方法，然而正常

人体膝关节夹角为 87°。安装时，

3°的微小误差，使得部分患者

在术后存在疼痛不适等问题。

为解决 3°的误差，省立医

院骨科专家创新手术理念、方

法，并设计新的手术工具，以精

准定位 87°的安装位置。这就

是在国内率先使用的个体化运

动学对线安装方法，使患者置换

后的膝关节在运动时，更贴合人

体自然运动时的生理功能。

两项创新手术方式的配合，让

患者术后体验感大幅提升，也让他

们愿意不远千里来闽治疗。

“很开心能到这边来治病，

感谢国家！感谢你们！”不

会说汉语的扎西拉央刚

做完手术，就让病房的

志愿者帮她翻译成汉

语，表达对医护人员的

感谢。

全面照护
带去家的味道

让10位藏族同胞感到暖心的，不

仅仅是他们此行拥有了新“膝”望，同

时还有省立医护、志愿者在各方面给

予的关心和帮助。

为保障专项救治活动的顺利

进行，省立医院医疗、护理、行政、

后勤保障等科室通力合作。

藏族同胞入院当天，医院便开

启绿色通道，让他们在最短时间内

顺利完成住院手续办理、床位分配

等事宜。放射科、超声科、检验科、

肺功能室医务人员放弃周末休息，

迅速完成所有术前检查。

为帮助医护人员更好了解患

者情况，医院还安排 15位医务社工

和志愿者，一对一为藏族同胞就医

提供引导帮助，同时招募一位西藏

志愿者作为翻译陪同检查。

由于患者陪同家属少，实时关

心患者身体情况、了解他们的生活

饮食习惯、提前准备生活用品等细

活，就落在了科室护士的身上。为

了让他们术后能更快康复，细心的

护士们将所有宣教和康复资料（手

册、视频）翻译成藏文，从入院之

初，就指导他们如何快速康复。

考虑到这批患者多存在基础

疾病，且藏区群众心血管疾病多发

等问题，院长陈刚在术前组织多学

科会诊，分析每位患者的病情，制

定最佳手术方案及紧急预案。

住院期间，恰遇中秋、国庆双

节，医院护理部特地准备了丰富

的节日礼物，组织大家体验福建

特有的中秋博饼活动（上图），让

藏族同胞在他乡也能感受过节气

氛。

临行前，护士们买来寓意平安

顺利的苹果送给藏族同胞。

捧着苹果，卓嘎大姐开

心得像个孩子（左图）。准

备开启新生活的扎西拉

央一脸感激：“老话说

‘朋友来了有好酒’，如

果你们来西藏，我一定

要用最甘甜的美酒款待

你们！”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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