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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领先 专业团队强大
该科室目前由一病区

和二病区构成， 并各自分
为普通病区和 RICU 两个
区域。 现有医师 25 人，其
中，高级职称 6 人，中级职
称 11 人， 硕士研究生 18
人；护理 62 人，其中，中高
级职称 15 人。 人员梯队合
理，训练有素，经验丰富。

党强， 呼吸内科主任
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学科带头人，现作为南阳
市中心医院第 25 批援赞
比亚中国医疗队队长出
征赞比亚，以仁心仁术造
福当地人民，谱写大爱之
歌，推动构建中非卫生健
康共同体。

一病区主任郑大炜，
河南省卫健委公派赴以色
列特拉维夫大学梅尔医学

中心访问学者， 现任河南
省医学会呼吸分会哮喘学
组委员、 河南省哮喘联盟
青年委员、 河南省中西医
结合学会肿瘤分会常务委
员、 国际内镜医师协会河
南分会委员， 先后获河南
省及南阳市青年科技奖等
荣誉。

二病区主任赵江，二
级主任医师， 中国医师协
会呼吸分会基层委员会委
员、国家 PCCM 评审专家、
中国教育协会呼吸康复运
动委员会常务理事， 曾获
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2012 年度河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该科室还先后由多名
学科骨干牵头组建了 10

个稳定的保持较高诊疗水
平的专业组， 包括呼吸危
重症、肺部感染、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肺
癌、肺间质疾病、肺栓塞及
肺血管病、 介入呼吸病学
等， 同时开展多项省内领
先的新技术和治疗方法。
每个专业组拥有 1 至 2 名
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各专业组除保持较高的诊
疗水平外， 也取得了较高
的学术水平， 承担多项省
级和国家级科研课题，特
别是在胸膜疾病基础和临
床研究方面的成就在国际
上处于领先地位， 得到国
内外同行业的广泛认可，
研究成果成为欧美国家制
定相关诊治指南的循证医
学的依据。

合理运用 ECMO�有效提供生命支持
体外膜肺氧合（ECMO）

是一种高级生命支持技
术， 主要用于对重症心肺
功能衰竭患者提供持续的
体外呼吸与循环， 以维持
患者生命， 为危重症的抢
救赢得宝贵的时间， 被誉
为“生命支持治疗皇冠上
的明珠”。 日前，69 岁的李
老先生因反复发热、 进行
性呼吸困难， 先后于多家
医院就诊， 病情仍在加重，
十分危急，遂转入南阳市中
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一病区监护室。该科室迅
速成立由郑大炜牵头的抢
救团队， 为患者实施 VV-
ECMO 治疗，与死神争分夺

秒。 成功上机 ECMO 只是
第一步，接下来的每一步都
至关重要：ECMO 的管理、
心肺功能的评估、多脏器功
能的支持等。 团队密切配
合、精细管理，患者在 11 天
后氧合循环均好转，成功撤
离 ECMO，继续治疗 9 天后
撤离呼吸机，最终成功脱离
生命危险， 病情好转出院。
这是该科室运用 ECMO 技
术救治危重症患者众多成
功案例中的一个。

科室不但在危重症救
治领域实力雄厚， 还拥有
长距离转运 ECMO 患者的
经验。近日，在赵江的主持
下， 跨越近 1000 公里，从

北京成功转运回一名无法
撤除 ECMO 生命支持设备
的重症患者返回家乡。 这
名患者当时病情危重，在
北京进行 ECMO 生命支持
已超 2 个月， 由于仍无法
撤机， 其家属提出了带着
ECMO 设备转院回家乡继
续治疗的想法。 接到这一
特殊任务后， 赵江主任立
即与北京的医疗团队沟
通，统筹安排转运事项，并
制定了详细的应急预案。
转运团队驱车 9 个小时来
到北京，又历时 10 个小时
将患者送抵南阳市中心医
院。目前，患者在院生命体
征稳定。

在南阳市中心医院，有这样一支充满活力、技术精湛的医护团队———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团队。 学科队伍自建立以来，始终秉承“以患者为中心，以质量为
核心”的服务宗旨，全心全意为广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倾力保障着每一位患者自由呼吸的权利，携手共创健康明天！

南阳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成立于 1990 年，是我省综合水平较高的专业科室，是河南省重点（培育）专科、南阳市重点专科、国家 PCCM 规培项
目达标单位，同时是南阳市呼吸内科临床质量控制中心、南阳市呼吸内镜诊疗质量控制中心、河南省大气道狭窄救治联盟分中心、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南
阳市中心医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间质性肺疾病规范诊疗中心、河南省慢阻肺防治中心。

诊疗技术精湛 设备仪器先进
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是呼

吸系统疾病重要的诊治手段。
该科室自 2016 年在本市率先
开展该项技术，已为众多患者
解决肺部占位及结节的诊断
问题。 近期，一位肺癌患者因
呼吸困难到该科二病区治疗，
该患者呼吸困难原因为肿瘤
所致气管重度狭窄，在外院行
气管支架置入术后不耐受，咳
嗽明显，后又取出支架。 赵江
带领团体充分讨论，开创性在
超声支气管镜引导下，为患者
在气道狭窄部位置入放射性
粒子。该项技术的优点是起效
快，短期内通过放射性粒子杀
伤肿瘤细胞，缓解了患者的气
道狭窄； 同时它辐射量少，放
射直径大约 1 厘米，对患者的
其他脏器不造成放射性影响，
并且有效避免了患者对传统
支架产生的异物反应。 4 天
后，患者呼吸困难症状明显减

轻，临床症状改善，得以继续
肿瘤的后续治疗。

日前， 马女士因反复咳
嗽、 呼吸困难入住该科一病
区。 入院后检查发现，该患者
气管及支气管重度狭窄，存在
明显的呼吸道阻塞，同时该患
者心电图显示严重心率失常，
并有高血压病史。考虑到患者
的病情危重且复杂，郑大炜决
定为该患者实施“非全麻下辅
助镇静镇痛行电子支气管镜
检查及镜下介入治疗”。 在麻
醉师的协助下， 通过电子支
气管镜检查观察发现患者气
道狭窄明显， 使用高频电刀
对狭窄部位进行切割， 同时
采用球囊扩张， 根据气道狭
窄程度逐步扩大气道。 术后
患者症状明显减轻、 气道通
畅。 在其后随访的 2 个月内，
该患者恢复良好， 生活质量
得到有效提高。

精心护理 帮助患者快速康复
在南阳市中心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同样有一群
可爱的护士团队，她们以精湛
的护理技术、 细致入微的关
怀， 赢得了患者的广泛赞誉，
并且连续两年被南阳市卫生
健康体育委授予先进护士集
体称号。 近日，科室收到一封
患者寄来的表扬信，信中对一
病区护士长王春侠及其护理
团队表示衷心感谢。 患者写
道：“在我住院期间，王护士长
带领的护理团队为我提供了
无微不至的关怀。 她们不仅技
术娴熟，而且态度热情，百问
不烦且很有礼貌，使许多患者

家属都在赞扬医生和护士的
态度， 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
暖。 在此，我衷心感谢她们，并
向她们致敬！ ”

每一次的呼吸都是生命
的力量，每一次的健康都是医
护人员奋斗的动力！ 南阳市中
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全体医务人员以精湛的医术、
优质的服务，为无数呼吸系统
疾病患者带来了希望。 在未来
的日子里，这支医护团队将继
续努力，砥砺前行，以患者满
意为追求目标，以临床质量为
立科之本，以科研创新为发展
之路，全力守护患者健康！ 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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