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玛域果洛，上海“曼巴”不遥远
本报记者 叶志明

才保双手竖起了大拇指

上海尚未入秋时， 果洛已经下了

好几场雪 。 这个地方平均海拔 4300

米，年平均气温零下 4 摄氏度。当地人

开玩笑说，果洛只有两个季节，冬季，

和“大约在冬季”。

下了一夜的雪停了。这天上午，才

保裹得严严实实地来到了柯曲镇卫生

院。 柯曲镇是果洛甘德县人民政府所

在地 。 镇卫生院新址 2015 年开工 ，

2016 年投入使用，大门外的场院刚铺

完水泥，进出的道路还在修建中，坑洼

不平，满是雪后的积水和泥泞。

才保是为了做一次复查。 去年 8

月， 持续的发烧和肝腹部疼痛打断了

他平静的生活。才保四十出头，平日以

做裁缝谋生，一家老小五口人，全指望

着他的手艺过日子。一检查，发现他的

肝脏有包虫侵入。 10 月，他得到上海

援青资金帮助， 被送往青海省人民医

院实施肝叶切除术，手术治疗很成功，

术后恢复顺利。 回家静养，继续服药，

服用了 3 个月的阿苯达唑， 他觉得头

晕头痛，担心副作用比较大，就把药给

停了。 现在手术后已经 10 个月多了，

才保想做进一步的复查， 家里经济条

件贫困，不能到省里的医院去，先来镇

上的卫生院做个检查。

李燕青医生为他做了血常规、肝

肾功能检查，还做了腹部 B 超。 这些

检查都是免费的。 李医生也为才保是

不是可以停止服药， 要不要去省上做

进一步检查感到很纠结。这时，他想到

了柯曲镇卫生院与州人民医院的白玉

兰远程医疗诊疗平台。

这是一间简单的会议室， 临门靠

墙电脑桌上有台电脑， 正与州人民医

院视频连线。那头值班的，是州人民医

院信息科主任庄雁波、 外科主任官确

才让。李医生带着才保坐下来，与网络

那头的州医院专家进行咨询， 还出具

了镇卫生院的检测报告。 李医生介绍

了才保的病情、 恢复情况和刚才做的

检查，血常规正常，肝肾功能有一两项

指标稍高一些，腹部 B 超肝脾未见异

常。 官确才让进行了询问，最后建议，

根据病人目前情况， 不需要专门去省

里复查，一般常规的复查即可，如条件

许可，也可以到州人民医院来做检查。

至于服用阿苯达唑反应大 ，3 个月的

服用已符合治疗要求，可以停服，继续

服用保肝药物。听完这些，李医生松了

一口气，才保紧皱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这就是上海援建的 “白玉兰远程

医疗系统”。 通过一根网线，最基层的

老百姓，可以通过网络视频，与远在千

里之外的医生专家“见面”，免去远途

看病的舟车劳顿。 正在这里的县卫计

委主任杨万军介绍说，甘德县的“白玉

兰远程医疗系统”今年 8 月安装，正在

逐步完善中， 之前已经有 3 名患者的

治疗与州人民医院开展远程会诊，效

果很好。而且，这里患者接受包虫病手

术，数万元的手术费、治疗费等，除了

医保报销一部分外， 其余部分由上海

援青资金和县财政实施兜底保障。 今

年，这个项目还要继续。 “才保是上海

援青资金的受益者”。

一旁的才保叙述了病情。他说，患

上包虫病后，发烧、腹部疼痛，生活工

作都受到影响；治疗后，好多了，还没

有完全康复。自己和家里人，对包虫病

也有了深刻的了解，都知道了，生肉不

能吃，要勤洗手。 “感谢上海，这次治

疗，一分钱也没有出，特别好。 感谢上

海！扎西德勒！”说完，他双手翘起了大

拇指。

一定要把“虫魔”消灭掉

才保患上的包虫病， 是果洛州常

见病、多发病。 去年，果洛州对全部人

口进行了拉网式的入户筛查， 甘德县

确诊了 1000 多例，根据病情轻重缓急

有针对性地进行手术治疗和药物治疗，

其中手术治疗 170 例。杨万军说，作为上

海对口支援、扶贫帮困的重要内容，包虫

病患者去医院 ，从看病 、住院 、手术 、出

院，由专人负责。费用上，除了医保外，由

果洛州县财政和上海援青资金兜底，病

人不需要自己掏一分钱， 只要带上身份

证、医保卡就可以了。

在州医院包虫病诊疗中心， 藏族女

孩尼措 （化名） 前来复诊， 包虫病诊疗

中心主任才旦接待了她。 这位 13 岁的

姑娘是果洛州道扎儿童福利学校学生，

去年筛查时被查出患有泡型包虫病， 部

位不好， 包虫已侵犯第一、 第二肝门。

尼措被立即送入州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省级医院医生专程来果洛做 CT 检查 ，

还请省级医院专家远程会诊， 都觉得难

度大、 不好做。

包虫病， 由细粒棘球绦虫的幼虫感

染人体所致 ， 是畜牧区人畜共患的疾

病。 青海果洛是全国包虫病最为严重的

地区之一。 才旦介绍说， 包虫大多寄生

在人体肝脏， 也有寄生在肺部、 脑部等

其他脏器的。 包虫病分为两种， 一种是

囊型包虫病， 病灶边缘比较规则清晰，

根据病情可采用药物治疗或手术治疗，

包括内囊摘除、 外囊剥脱、 肝叶切除等

手术方式。 另一种叫泡型包虫病， 边缘

不规则， 浸润性生长， 非常严重， 俗称

“虫癌”。 治疗难度大， 一般采用肝叶切

除、 自体肝移植等手术。 小尼措患的就

是这个类型的包虫病， 医生检查后颇感

为难 ， 有放弃治疗的想法 ， 就药物治

疗， 看娃娃自己的造化吧。

医生们的心情很沉重，他们得知，尼

措是一个孤儿，父亲患结核病、母亲患包

虫病先后去世， 监护人舅父母也是严重

的包虫病患者。检查的片子送到西宁，省

里的医生也认为手术风险大、不好做。他

们向分管副州长周吉汇报了此事， 女州

长听闻后难过得哭了， 感到很心痛也很

无奈。这时，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樊

海宁、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来

果洛义诊，小尼措被列为治疗对象。虽然

有些勉强，但是，两位顶级专家实施的肝

段切除术做得很成功。随访发现，病灶切

得干净，没有复发迹象。 一年来，姑娘变

得快乐活泼，主动参加学校的诗歌朗诵、

文艺表演等活动。

脱贫攻坚， 离不开防病治病。 一个

人生病， 往往拖累一个家庭。 在偏远的

西部地区， 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现象

还是比较多的。 为此， 果洛州制定了四

年行动计划， 提出了一定要打赢一场以

包虫病为主的重大地方病传染病防治攻

坚战的奋斗目标。 果洛州卫计委主任、

州医院党委书记文博久道说， 果洛是包

虫病发病的一类地区 ， 发病率 3%以

上， 有的县超过了 5%， 达日县有一个

乡发病率超过 12%。 近年来 ， 全州展

开了针对全部人口的拉网式筛查； 州医

院今年 4 月成立包虫病诊疗中心， 至今

已实施手术 130 多例， 治愈率约 70%；

9 月， 全球首台 “包虫病远程+智能超

声辅助诊断系统” 正式启动。

文博久道感谢上海援青联络组对果

洛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和帮助。 他说，

上海援青进入了第八年， 以果洛所需、

尽上海所能， 近年来每年投入 1000 多

万元， 在全州开展以包虫病为主的传染

病普查工作， 仅去年就筛查了 19.65 万

人， 手术治疗 300 例； 还投入数百万元

专项资金， 开展以包虫病为主的重大地

方病、 传染病防治的医务人员培训等。

我们的目标是， 经过四年的努力， 果洛

州的包虫病发病率有明显下降 ， 到

2020 年由包虫病发病一类地区降为三

类地区， 让发病率下降到 1%以内。 当

然 ，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彻底消灭包虫

病。 他说， 一定要把这个危害人民健康

的 “虫魔” 消灭掉。

上海专家发来会诊意见单

果洛州人民医院， 儿科大楼 7 楼，

远程会诊中心。 庄雁波像往常一样， 每

天都要来这里检查一下设备器材， 打开

显示屏， 与屏幕那头上海远程会诊中心

值班的医生做一些交流， 确定近期的工

作安排 。 这天 ， 屏幕那边在上海值班

的 ， 一位姓朱 、 一位姓韩 。 2700 多公

里的距离 ， 4000 多米海拔落差造成的

隔阂， 在这里被悄然打破。 一根网线，

两面屏幕， 遥远的两地可以神奇地如此

接近， 面对面说话， 像邻里之间的拉家

常， 沪青心连心， 天涯若比邻。

令人眼花缭乱的远程会诊设备， 不

仅有网络操作平台、 高清摄像头， 还有

先进的 CT 胶片扫描仪 、 两台 24 小时

动态心电图分析仪等 。 庄雁波了如指

掌， 视若珍宝。 他说， 仅这台病理切片

扫描仪就价值 70 多万元。

庄雁波是麻醉科主任。 平日里他喜

欢摆弄电脑， 对电脑、 网络技术也算精

通。 2016 年底医院筹建远程医疗中心，

庄雁波就兼任了信息科主任 ， “医科

男” 还有了 “工科男” 的身份。 成立初

期的信息科只有他一人， 今年新招了两

名年轻的技术员。 远程医疗中心去年 7

月开始运营， 通过一年多的布点调试，

如今的果洛州， 架起了一张连接 1 州 6

县 45 个乡镇医疗机构的远程医疗网 。

网络的这头 ， 覆盖了果洛全部的县乡

镇； 网络的那边， 连接了上海 34 家三

甲医院 、 1000 多名顶级专家的医学资

源， 并通过上海 “白玉兰” 总部， 与包

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大医院联通。 一线

千里牵， 果洛偏远牧区一个普通的农牧

民， 不用长途跋涉， 不用连夜排队， 不

用数周乃至数月预约拿号， 就可以 “看

到” 上海人想约都约不上的顶级专家。

远程会诊从申请到实施 ， 一般不超

过 48 小时 ； 急诊 ， 4-8 小时之内就

能安排 。

果洛州还与上海的医院建立了点对

点的业务结对。 CT 读片， 与上海六院

结对， 片子上午传过去， 读片诊断的意

见下午就能传回； 若下午发过去， 第二

天一早就一定能回来。 今年开始启用 ，

请上海的专家分析会诊了几十例 。 动

态心电图分析也是这样 ， 上周刚做了

5 例。

这里的远程教学特别多 。 庄雁波

说， 白玉兰远程系统每年有 90 多堂教

学课， 还有 5 场远程病例讨论会和 5 场

远程教学查房， 这里的医务人员通过在

线学习， 及时掌握国内医疗卫生领域最

新的业务成果。 当天下午就有一堂课，

是关于新生儿黄疸方面治疗护理的内

容， 很受这里医生护士的欢迎。 最近，

电生理科医生 “点题”， 希望能开一至两

堂关于心电图分析的课程。

“白玉兰” 远程医疗系统运行以来，

已进行了十几次连线远程会诊 。 最早一

例， 是一位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病人， 专

家的建议是转省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 最

近一例， 是一位患呼吸疾病的患者， 专家

诊断为肺结核。 最 “出名” 的一次连线，

是今年 4 月， 上海华山医院周良辅院士等

三位专家远程会诊。

感染科副主任王文泉、 内科主任薛辉

先后走进了远程会诊中心 ， 上海援青干

部、 副院长涂攀也来了。 王文泉讲述了今

年 4 月那次远程联合会诊的故事。 3 月 ，

来自达日县桑日麻乡的吉桑 （化名） 来到

州人民医院就诊。 20 岁藏族小伙子咳嗽、

咳痰， 背部疼痛有 1 个多月， 伴有盗汗，

没有明显发热。 州医院通过肺部 CT 发现

了明显的病灶， 初步考虑是结核病， 给予

了积极的抗结核治疗。 因为结核病也是当

地四大常见病、 多发病之一。 然而， 吉桑

病情并没有如预料中好转。 再次来医院就

诊， 做了进一步完善检查， 医生发现他的

病情远没有初诊时那么简单， 他的颅内和

肝脏先后发现了病灶， 而且颅内的病灶已

经表现出占位效应， 小伙子随时都可能有

性命之虞。 医生怀疑是结核性脑膜炎， 也

不排除可能是包虫病转移至胸部、 脑部。

这多脏器累及的病灶元凶究竟是什么？ 让

医生感到极为棘手。

吉桑是幸运的。 通过白玉兰远程医疗

系统， 果洛州人民医院与上海华山医院连

线， 神经外科专家周良辅院士、 放射科专

家耿道颖教授、 感染科专家张文宏教授，

为小伙子进行了联合会诊。 之前， 州医院

将 CT 片子等通过读片机传送到上海。 在

华山医院远程会诊中心， 三位专家结合患

者的流行学资料 、 影像学表现和既往病

史， 与果洛医生充分讨论后， 经过缜密分

析 ， 很快得出一致意见 ： 累及脑部 、 肺

部 、 肝脏的病灶考虑播散性包虫病 ， 颅

内、 肺部播散为主， 右肺并发结核待排，

建议肺部病灶尝试做进一步病原学检查和

病理学检查排除并发结核， 同时服用阿苯

达唑抗寄生虫治疗， 联合脱水和甲强龙治

疗缓解脑水肿， 择机做病灶切除。

王文泉说，因为这一高效的联合会诊，

吉桑被及时送到青海省人民医院治

疗。 庄雁波也珍藏着周良辅院士等三

位专家发来的远程会诊意见单。

千里之外的关怀和牵挂

这次为大家津津乐道的沪青远程

会诊， 坐在果洛州人民医院远程会诊

中心视频屏幕前的三位正是王文泉、

薛辉和涂攀。

那天， 李克强总理来到上海华山

医院视察，见证了周良辅院士、耿道颖

教授、 张文宏教授和果洛州人民医院

的医生共同为小伙子吉桑进行远程会

诊的过程， 通过互联网远程会诊系统

与青海果洛等地的医务人员对话，询

问还有什么困难。

涂攀与担任医院办公室副主任的

朱彬是上海援青的首批卫生干部。 数

月前与总理交流对话的一幕仿佛就在

昨天。涂攀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说，总理

了解了“白玉兰”网的使用效果，询问

果洛州人民医院存在哪些困难， 提出

大力发展区域性诊疗中心、 优先考虑

向中西部偏远医疗机构投入重点优质

医疗设备等意见， 对果洛州全体医务

工作者是极大的鼓舞。

在果洛州两年多的援青日子里，

在所接触的患者中 ， 藏族小女孩曲

措 （化名 ） 让他十分牵挂 。 牵挂她

的还有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第九人

民医院院长吴皓 。 通过上海援青力

量牵线 ， 上海九院医疗专家团 2016

年来果洛开展先天性耳聋筛查 ， 发

现了这位 9 岁女孩有听力障碍 ， 也

不会说话 。 她是孤儿 ， 由姑父母带

大 。 因为患有先天性耳聋 ， 处在一

个无声的世界里 ， 性格有些孤僻 ，

容易发脾气， 对陌生人很排斥抗拒。

经过前期检查 ， 她被列入第一批植

入电子耳蜗的小患者 。 第九人民医

院院长 、 耳鼻喉科专家吴皓教授利

用国庆假期来果洛义诊 ， 亲自为她

做了手术 。 九院的医生每隔三个月

来果洛为她进行调试 ， 小姑娘终于

进入了一个有声的世界 。 吴皓教授

连着两年 ， 放弃国庆假期休息 ， 赴

果洛为 6 名患者做电子耳蜗植入术。

去年， 援青干部请来了上海市胸

科医院专家， 在果洛开展儿童先天性

心脏病筛查， 又发现了曲措患有先天

性心脏疾病。 那时她 10 岁，还来得及

手术， 当即安排她到上海接受了免费

的手术。这两次手术，涂攀与曲措一家

相熟。 不久前的一天，他下班叫车，正

好遇到曲措开出租车的姑父， 车里还

坐着她姑母。 两口子硬是拉着涂攀上

了车， 感谢上海医生为曲措做了两次

手术。现在姑娘性格比以前开朗了，脸

上的笑容比以前多了， 还能发声简单

说一两个词。

最近， 涂攀又与她姑妈进行了视

频连线。曲措的健康有了很好的改善，

这让涂攀感到欣慰。涂攀现在想的是，

如果小姑娘能接受特殊的学习培训，

能让她听说能力慢慢得到强化， 那就

更好了。

医疗扶贫是上海对口支援果洛州

的重要内容。 助力果洛打赢脱贫攻坚

战是上海援青工作的重中之重。 文博

久道介绍说， 今年是上海医疗队来果

洛最多的一年。 7 月底，上海医疗团一

行 44 人来果洛开展大型义诊活动，并

向果洛州捐赠药品和医疗设备合计价

值 135 万元。中山、华山、瑞金、仁济等

上海 19 家三甲医院的数十名专家，组

成了果洛州人民医院建院以来最大规

模的医疗团队， 每名上海专家配一名

藏语翻译， 义诊范围覆盖 26 个科室，

州医院被闻讯而来的藏族同胞挤得满

满当当， 来诊疗的人超过 15000 人。

“白玉兰开三江源，高原处处是春天。”

文博久道说，以上海市花“白玉兰”命

名的远程医疗系统，为我们架设了“互

联网+医疗健康”的服务体系，而上海

市人民对果洛州医疗卫生工作的支持

帮扶是全覆盖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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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为了治好吉

桑的病， 果洛州人

民医院医生与上海

专家联合会诊。

⑤庄雁波医生

与 “白玉兰” 总部

连线。

除注明外， 照

片均本报记者

叶志明摄

青海果洛， 玛域圣境 ， 高山峻峭 ， 湖川秀丽 ， 自
然风光美不胜收， 人文风情神秘独特 。 这里是格萨尔
文化之乡， 是流传千年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岭国核
心地带。 三江之源汇聚于此， 故有 “中华水塔” 美誉。

共饮一江水， 沪青心连心。 这是果洛与上海命运与共
的天然血脉。

今天是 “国家扶贫日”。 在遥远的青藏深处， 有一批
上海话讲得不赖的果洛汉子———第三批上海援青干部 。

上海援青今年进入第八年。 上海援青干部以 “缺氧不缺
精神、 环境差作风不差、 行动慢思想不慢” 的姿态， 积
极实施民族教育、 医疗卫生、 就业创业、 特色产业等脱
贫工程。 在此， 我们聚焦上海援青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扶

贫工作。 “白玉兰” 远程医疗系统一 “网” 情深， 让偏
远地区的牧民与上海 “曼巴 ” （藏语为 “医生 ” ） 触
“屏” 可及； 大批医生专家送医上高原， 为当地群众送来
了更多优质医疗服务 。 果洛 ， 藏语意为 “反败为胜的
人”。 相信 20 万果洛人民一定能战胜困难， 坚决打赢这
场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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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①才保竖起了大

拇指。

② 吴 皓 医 生

（右） 在果洛义诊。

（受访者供图）

③李燕青医生陪

着才保远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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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扶贫日”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