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一节， 莎车县人民医院送健康。

从“输血”到“造血”
受饮食习惯影响， 肾脏疾病也是喀

什地区常见疾病之一。 以往肾脏病学归

属于综合内科， 喀什地区的患者无法获

得专业化、精细化的优质服务。很多人只

能远赴乌鲁木齐， 甚至外省市医疗机构

就诊。
2014 年，上海第八批第一轮援疆专

家、 上海仁济医院主任医师顾乐怡来到

喀什二院，开始着手开展创建肾病科、血
液透析室的工作。

在顾乐怡对学科筹备进行调研工作

时， 他发现喀什地区广大肾病患者非常

渴望在家门口就能做血液透析。 但现实

是， 喀什二院仅有一名医师进修肾病专

科，三名护士学习了血液透析技术，血液

透析室的硬件也不完全符合最新的质控

标准。
第一次科务会上， 顾乐怡坚定的话

语一直鼓励着肾病科的医护人员， 他们

至今还记忆犹新： “就是因为有困难，
才叫我们来援疆的， 这些困难我们都可

以一一解决。” 在场的医护人员像是吃

了一颗定心丸， 在困难面前大家拧成了

一股绳。
肾病科成立伊始， 顾乐怡带领医务

人员一起，开设专科门诊、添置相关仪器

设备，按国际标准改建血透室，对患者进

行健康宣教。同时，他更注重学科梯队建

设，当地人才的培养，他经常挂在嘴上的

一句话就是，“最后还是要靠自己， 我们

要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
为此， 顾乐怡立即与上海大后方联

系后， 选派人员去上海进修， 取得血液

透析专业资质。 对于留守的同志， 他还

制定了详实的学习计划并开始实施： 每

周在全科范围内进行 1-2 次教学查房

及疑难危重病例讨论， 在临床实际中传

道授业解惑； 每周科内学习， 进行系统

学习， 从重新学习最新本科生、 研究生

教 材 ， 到 解 读 最 新 的 国 际 指 南 ， 如

2012 年美国糖尿病及慢性肾脏病临床

实践指南、 2012 年全球 KDIGO 原发性

肾小球疾病的诊治指南及慢性 肾 脏 病

（CKD） 评估与管理临床实践指南等。

目前为止， 肾病科一共选派 5 人去

上海进修，有 9 人获得了血透证书。全科

开展教学查房 30 余次 ，18 次疑难病例

讨论，科内学习 35 次。
当顾乐怡 1 年半的援疆结束了，为

了让这个新生科室更进一步发展， 上海

卫生系统决定继续选派同样来自仁济医

院的主任医师陆任华援建肾病科。
来到喀什后， 陆任华发现， 喀什二

院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ICU） 中重症的

肾脏病人很多， 多因重症感染， 多脏器

衰竭， 药物中毒引起。 于是他引入国际

最新的连续性肾替代治疗 （CRRT）， 并

向全科人员进行普及。 他还通过多媒体

教学手段 ， 给大家系统传授了 最 新 的

CRRT 治疗中的抗凝管理技术， 并在临

床实践中传授 CRRT 技术， 就这样又一

项 “南疆第一” 诞生了。 同时肾病科对

于肾脏病危重症的诊疗也有了更新的认

识，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与所有上海援疆专家一样， 陆任华

也注重当地医生的培养。 他与肾病科的

医务人员逐一交流， 并为全科每位医师

的职业生涯大致做了规划， 强调医教研

全面发展， 在今年自治区科研项目的申

报中， 陆任华指导 2 位医师和 1 位护士

撰写了科研项目书 ， 并 选 派 1 位 医 师

在疆内学术会议上进行发言 ， 进 一 步

扩大喀什二院肾病科在疆内外 的 学 术

影响力。
“喀什地区有大约 500 万人口，肾脏

病发病率很高，但是就诊地点并不多，有
一部分不治就直接回家了。 等到这个病

的知识普及以后，大家慢慢也来就诊。从
第一个病人做起以后， 刚开始是 5 张床

位，到后来的 10 张床位，直到现在有了

63 个长期病人，一个月能做 900 例次肾

透析。”喀什二院肾病科副主任陈晓欢对

记者说。
在陈晓欢的办公室， 记者看到了一

面面锦旗。这锦旗的背后，满是患者的信

任和感激。

喀什二院医生杨之涛在做急救培训。

“绝不让花蕾提前凋谢”
莎车县是上海援疆四县中距离喀什

市区最近的一个县城。 莎车县人民医院

“抢救接力战———重症医学科、普外等科

合力抢救 10 岁儿童”的故事，让这个城

市多了份温情。
当时已经是凌晨两点， 上海浦东新

区周浦医院的援疆医生、 莎车县人民医

院 ICU 的副主任许东伟忙碌了一天，回

到宿舍准备休息， 电话就打来了，“许主

任，手术室马上要送来一个病危儿童，请
过来一下！ ”

送到医院的小孩是一个 10 岁的小

姑娘———热合马·吾舒尔，到医院时已经

出现了昏迷和肢体抽搐。 普外科医师诊

断为“急性阑尾炎穿孔、弥漫性腹膜炎”，
一场紧急手术刻不容缓。在送手术途中，
热合马·吾舒尔患儿出现了呼吸停止。经
过紧急复苏后，热合马·吾舒尔虽恢复了

呼吸，但心率 200 次/分，血压测不出，双

瞳孔散大，完全丧失了手术条件。
接到通知后， 许伟东立即呼叫了在

岗的医师和护士组成抢救小组，“过来，
马上抢救”。许伟东赶到时，热合马·吾舒

尔浑身湿冷， 周身青紫， 病情已差到极

致。许伟东心里非常清楚，重症医学科是

抢救患儿的第一关，只有这一关守住了，
患儿才有生存的希望。 他和抢救小组密

切观察生命体征、呼吸支持、开放中心静

脉通路、 液体复苏……抢救工作紧张而

有序地进行着。
上海浦东新 区 浦 南 医 院 的 援 疆 医

生、莎车县人民医院普外科陶国强，麻醉

科华灿光也寸步不离地守候在床边，时

刻准备着为手术创造条件。
经过抢救小组 1 个多小时的抢救治

疗，热合马·吾舒尔血压情况相对稳定了

下来，心率下降至 150 次/分 ，双瞳孔缩

小并出现对光反射。 虽然患儿情况有所

好转，但是，许伟东分析患儿为阑尾炎穿

孔、弥漫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药物治

疗仅能使病情短暂得到缓解。 如果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感染灶， 患儿还是会病情

加重导致死亡。
在和家属沟通后， 抢救小组以最快

的速度将患儿送至手术室， 抢救在手术

室延续。
他们从热合马·吾舒尔的腹腔清理

出 500 毫 升 的 脓 液 ，90 分 钟 后 手 术 完

毕，热合马·吾舒尔终于平安地返回了重

症医学科。
“当时小女孩的情况非常严重， 莎

车当地医生都想放弃了。 手术前， 我们

和家属做了很全面的沟通， 并告诉他们

手术依然有很大风险。 但是她的父母表

示 ‘只要你们愿意给我们孩子做手术，
手术后果我们自己承担’。 这是对我们

医生最大的信任， 作为医生我们深受感

动。 所以， 我们也在尽全力去做这个手

术。” 陶国强说。
在喀什，可以说，当地老百姓都是无

条件地信任上海医生。
抢救仍有很大风险。 虽然进行了手

术治疗，但是，热合马·吾舒尔术前已经

处于休克晚期，伴有肝、肾、呼吸等多器

官功能障碍。 顽固性低血压、 心率快达

170 次/分、 无尿，APACHE II 评分高达

32 分，死神仍在病床前徘徊。 除了许东

伟和其他援疆专家组成了专门的抢救小

组，护理部也组建了专门的特护队伍。来
自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医院的儿科援疆专

家、 担任莎车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的董沛

晶主任来到手术现场参与抢救。
“绝不让花蕾提前凋谢”， 这是所

有医护人员的心声。 在为这个 26 公斤

的小姑娘输入了各类液体 8400 毫升后，
奇迹终于出现了。 热合马·吾舒尔情况

逐渐好转， 血压得到稳定， 尿量逐渐增

多， 并先后闯过了并发症 ARDS 及肺不

张的凶险关口。 经抢救小组和特护队伍

12 天的努力， 患儿情况好转 ， 脱离生

命危险， 转出重症医学科， 在普外科继

续康复治疗。
“在这里， 援疆医生有很强的团队

力量， 很多场手术都是各自发挥专业领

域所长，通力合作在做。 私底下，我们也

有一个微信群，叫‘兄弟群’。”许东伟说。

从“走不出喀什”到“走向国际”
上海卫生援疆前， 喀什地区的医

疗卫生领域的科研状态处于玛丽亚·玉

苏甫描述的那样———“心有力而余不

足”： 与国际科研水平相比十分薄弱，
写出来的论文也只能发表在一些 “二
流” 的医学期刊上。 “提高喀什地区

的医疗科研水平” 成了上海援疆医生

来到喀什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在上海援疆的支持下，喀

什地区成立了 以 喀 什 二 院 为 龙 头 的

“南疆（喀什）新型医疗联合体”，吸引

20余家医院加入，建立涵盖人才培养、

学科帮扶、临床诊疗、公共卫生4大领域的

10项合作机制，构建“地-县-乡-村 ”分级

服务体系。
2012年年底， 喀什二院还专门成立科

教部， 负责医院的人才培养、 科研项目申

报、科研过程管理、科研培训和科研教学。
“第九批卫生援疆专家给我们制定好

了院内的科研计划， 针对医院里的普通医

务人员，安排两周一次的专题培训。针对我

们医院80余名有研究生学历的医生， 我们

还有一个科研提高的培训计划： 更高级的

科研项目的申报、撰写。让有一定基础的学

员培训结束后，从全院开始，带动下面的

医联体 ， 提高整个喀什地区的 科 研 水

平。 ”喀什二院科教部副主任裴晓黎说。
在上海援疆以前， 喀什二院没有省

部级的科研项目。 对于当时的喀什二院

来说，“有一个喀什地区的科研项目感觉

已经不错了”。从2014年第八批第一轮援

疆专家到喀什以后， 医院制定了援疆干

部的导师“一对一带教制度”，其中一对

一的带教目标， 就明确规定培养对象在

培训时间内完成什么样的目标， 包含学

历、职称、论文等各方面提升。 在这种持

续带教制度下， 喀什二院的科研水平逐

步提高，2013年，喀什二院有了四项自治

区级的科研项目。截止到2016年，喀什二

院已经有54项省部级科研项目立项。
从2013年开始， 喀什二院逐渐有了

核心期刊论文。2016年年底，喀什二院的

核心期刊论文已经达到109篇，其中11篇

是SCI论文，SCI论文里面最高分的影响

因子达到了6.17分， 这也成了新疆近年

来影响因子最高的论文。 心内科的学术

带头人瓦哈甫的一篇论文被美国心脏病

大会接收， 影像中心姚春惠的论文被欧

洲放射学大会接收。 这两篇论文的作者

还分别被邀请到美国和欧洲进行学术交

流并作相关报告。
“这个在我们医院以前想都不敢想，

凭我们自己的力量也是不可能的。 在援

疆专家的帮助指导下， 我们医院率先在

南疆地区走向世界。 ”裴晓黎感叹。
从5月中下旬开始，喀什二院将逐步

在上海援疆四县开展推动当地科研和教

学水平的计划，让上海卫生援疆进入“医
疗2.0时代”：以喀什二院为核心，通过医

疗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医院综合实

力，带动辐射对口四县医疗机构发展。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卫生队伍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佩珍

今年春天， 喀什地区迎来了第九批上海援疆干
部 。 截至目前 ， 上海先后派出九批援疆干部人才
877 名。 从 2010 年起， 上海对口支援新疆为喀什
地区的莎车、 泽普、 叶城和巴楚四县， 累计安排援
疆资金 139.58 亿元 ， 实施援助项目 951 个 ， 其
中 90%以上用于民生建设。

在医疗卫生领域 ， 上海援疆投入 9.53 亿资
金， 指导对口四县开展疫苗接种、 婚前检查、 新生
儿听力筛查、 妇女两癌筛查、 孕产妇保健管理等公
共卫生民生项目， 累计培训人员超过 2.8 万人次，
惠及当地群众 180 余万人次。 依托援疆医生团队，
结合全民健康体检等工作， 深入基层开展宣讲、 义
诊等活动， 上海对口四县传染病发病率、 孕产妇死
亡率 、 婴幼儿死亡率较 2012 年分别下降 8.6%、
40.2%和 14.5%，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 住院分娩
率均提高到 100%以上。

上海卫生援疆带给喀什的变化， 用喀什老百姓
的话来说是“我们最信任上海来的专家”；用喀什二
院医生玛丽亚·玉苏甫的话来说是“如果我们以前是
开汽车，那现在就是坐飞机”；用卫生领域科研的实
践成果来说是“从走不出喀什到走向世界”。

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杨峥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2010 年以来， 经历了第七批、 第八批，
现在第九批的援疆工作。 我们始终坚持 ‘立足于当地
实际， 注重发挥上海优势， 和喀什地区的基础、 资
源、 条件的有机结合’ 的工作方针， 既发挥上海援建
的积极主动的作用， 同时又注重激发当地的主体作
用。 在卫生援疆上， 致力于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专题

“以前开汽车，现在坐飞机”
玛丽亚·玉苏甫是喀什二院起搏电

生理科主治医生， 去年她从复旦大学医

学院硕士毕业。 说起上海医生给喀什医

疗卫生领域带来的改变 ， 她用 了 一 句

话： “如果我们以前是开汽车， 那现在

就是坐飞机。”
2013 年 9 月 ， 玛丽亚考入复旦大

学医学院。 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的主任医师葛均波成了玛

丽亚在复旦读研期间的导师。 三年来，
玛丽亚和第一批通过上海援疆进入复旦

大学医学院就读的同事来回上海和喀什

两地进一步学习医学知识。 “考虑到喀

什地区位处边疆， 医院科室人手不足，
读研期间并不都是让我们去上海学习，
葛老师也会过来指导我们， 课程安排非

常 灵 活 ， 简 直 像 为 我 们 量 身 定 做 一

样。” 玛丽亚说。
玛丽亚在喀什长大， 本科从石河子

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便回到哺育她很多年

的故乡做了一名医生。 进入复旦大学医

学院学习前， 她坦言， 自己和身边同龄

的医生 “很想做国际上领先水 平 的 手

术， 但缺乏理论和临床的经验”： “喀

什毕竟是一个边远城市， 各方面比较闭

塞， 上海援疆前我们的科研水平非常落

后。 在葛院士和复旦大学医学院其他老

师的培训下， 我们学会了相关统计学知

识、 如何找论文选题、 论文开题报告的

正确形式直至最终的定稿。 最重要的，
我们意识到科研要突出地方特色。”

喀什是少数民族聚集地， 主要以维

吾尔族、 柯尔克孜族为主。 在这里， 人

们日常饮食口味重： 吃肉多、 放盐多。
这样的饮食结构导致这个地区心血管发

病 率 高 ， 冠 心 病 病 人 多 。 玛 丽 亚 说 ：
“治疗冠心病， 经常做的就是支架植入

手术， 这个手术听起来容易， 做起来非

常难， 因为血管一旦破裂， 后果不堪设

想 。 葛院士在国际冠心病领域 都 是 权

威， 跟着他学习， 也让我们掌握了做冠

心病手术的技巧。”
三年的学习， 玛丽亚的科研水平和

临床综合能力 都 得 到 提 高 ， 2015 年 9
月， 她在上海瑞金医院还取得了射频消

融术的国家级资质。
现在， 当临床手术时遇到困难时，

她还是会和葛均波进行交流。 在一些手

术细节上 ， 葛均波收到玛丽亚 的 问 题

后， 也会及时反馈。 这些问题 “大” 到

“需要射频消融的病人， 我们应该怎么

治疗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小”
到 “在手术过程中三叉病变怎 么 放 支

架？”
“上海来的援疆医生， 想让我们得

到全方位的提高。 既想让我们达到珠穆

朗玛峰的高度， 又想我们这个过程中脚

踏实地。 他们在这里待的时间少则一年

半， 多则三年。 在这里， 不管你多晚给

他们打电话， 他们也会过来帮我们一起

处理各种疑难杂症。” 玛丽亚说。

喀什二院的

援疆医生到学校

义诊， 让健康与

南疆儿童同行。
（均采访对

象供图）

■援疆报告（上）

喀什二院肿瘤专家任志刚赴莎车县义诊。 结核病服药点督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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