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宋宇凡）近日，乐山市市中区肿瘤医院腹部肿瘤内科
为多名肿瘤患者实施腹腔热灌注化疗术，患者接受治疗后恢复良好。据
悉，该技术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腹腔恶性肿瘤辅助治疗手段，可有效预
防和治疗腹腔的恶性肿瘤及种植性转移瘤。

张女士今年73岁，患有乙状结肠癌伴腹腔淋巴结、肝转移，长期只
能端坐卧位，并伴有呼吸困难。住院后，市中区肿瘤医院医护团队，经过
全面检查和综合评估，决定对张女士采用腹腔热灌注化疗治疗。

“4月13日至5月12日，患者在院先后接受了3次行腹腔热灌注化
疗治疗，灌注后腹水明显减少，腹水颜色明显变淡，呼吸困难等症状明显
改善，能自行下床活动，生活基本实现自理。”腹部肿瘤内科李娟主任介
绍。

据了解，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G）是目前用于腹腔恶性肿瘤最常
用的辅助治疗手段之一，是将含化疗药物的灌注液精准控温、循环灌注、
充盈腹腔并持续循环灌注一小时，能有效预防和治疗腹腔恶性肿瘤及种
植性转移瘤。

“我院于今年引进体腔热灌注化疗机后，医院腹部肿瘤内科经过严
密、充分的准备后，现已成功为胃癌、肝癌、大肠癌等多例恶性肿瘤患者
开展体腔热灌注化疗治疗。”李娟告诉记者。灌注后，患者腹痛、腹胀、呼
吸困难等症状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填补
了该院微创肿瘤治疗技术项目的空白。

中医康养
责任编辑/刘平 编辑/李明江 美编/李英勇 校对/郑国耀

052021年5月27日 星期四

检查中

10分钟
摘掉眼镜！

现场揭秘飞秒激光近视手术全过程

本报讯（记者 宋宇凡 摄影报道）“手术很快，只有一点点
痛，做完休息一下视力就清晰了很多。”5月24日下午，记者
在乐山市中医医院眼科近视眼手术现场，和患者一同见证了
这“飞”一样的近视眼手术。

今年35岁的郑女士患近视已有20多年了，刚开始只是
轻度近视。近几年，郑女士双眼视力增至近视550度，散光
50度。“我从事护理工作，需要时刻戴口罩，戴着镜框眼镜说
话就会两眼雾气，很不方便；长时间戴隐形眼镜又易感染，很
烦恼。”郑女士告诉记者，“前不久亲眼见证身边有朋友通过
手术成功摘掉眼镜，很是心动。”

“小郑属于中度近视，她角膜条件较好，没有眼部疾患，
非常适合全飞秒激光手术。”经过详细的检查和评估，市中医
医院眼科主任邹浩东医生决定采用该院引进的最新德国蔡
司VisumaxSmile3.0全飞秒设备+MEL90型准分子激光治
疗仪为郑女士矫正近视。

“全飞秒激光手术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角膜屈光手术
模式之一，相比传统手术具有切割更准确，切口更小，预测性
更高，治疗更安全的特点。还能避免干眼症、角膜瓣移位等
诸多并发症。”邹浩东介绍，全飞秒激光手术主要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飞秒激光扫描，制作微透镜；第二步是继续通过飞
秒激光制作2mm微切口；第三部是通过切口取出微透镜。
随着微透镜的取出，角膜屈光力得到改变，近视矫正得以实
现。

记者在手术现场看到，医生首先用开睑器把患者的
眼睑撑开固定，患者只需按照医生指示盯着绿点，期间激
光扫描的时间大概20多秒。激光结束后，医生用器械分
离微透镜，取出微透镜，手术结束。整个过程只需 10分
钟左右。

手术结束后，郑女士活动自如，休息10多分钟后缓慢睁
开双眼。“一下子清晰了很多，比戴眼镜舒服多了。”郑女士感
慨。“再休息一会儿，双眼视力会恢复得更好、更清晰，回去记
得滴眼药水，明天准时复查。”邹浩东叮嘱。

据了解，自去年8月引进全新全飞秒仪器以来，市中医医
院眼科就完成了约400例全飞秒激光手术。“每位患者用时10
分钟左右。”邹浩东表示，经过长时间对患者术后的随访和观
察来看，患者术后均恢复良好，视力基本都在1.0及以上。

那么哪些人能做全飞秒激光近视手术呢？邹浩东介绍，
全飞秒激光近视手术目前主要针对18-50周岁，近两年屈光
度数稳定，屈光度数近视不超过1000度，散光不超过500
度，角膜厚度合适且无活动性眼病的人群。

肿瘤治疗有新招
给癌细胞洗个“热水澡”
市中区肿瘤医院
成功开展腹腔热灌注化疗技术

患者正在接受腹腔热灌注化疗市中区肿瘤医院供图

知识链接>>>

腹腔热灌注化疗能治疗哪些疾病？
1、胃肠癌根治术后、进展期胃肠癌、姑息切除术后；
2、卵巢癌术后、中晚期卵巢癌及姑息切除术后；
3、腹膜癌；
4、手术后腹腔多发转移癌；
5、恶性胸、腹腔积液；
6、适用于各类腹部肿瘤晚期姑息治疗，无法耐受全身化疗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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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从成都来乐山旅游的贺大爷，没想到因为一场意外住
进了医院。昨（26）日上午，记者在市中医医院见到了骑自
行车摔倒的贺大爷，他头部血流不止。

“我们平时住在成都，前段时间了解到乐山中心城区
嘉州绿心公园风景很不错，就想着过来游玩，没想到却出
了这种事。”贺大爷的老伴说起事发经过时十分心痛。她
告诉记者，昨日上午，贺大爷正沿着公园里的道路骑行，她
跟在身后慢走，谁知道在经过一条下坡路时，贺大爷被绊
了一下，连人带车摔了出去。

经过全身CT检查后，急诊科接诊医生告诉记者，贺大
爷此次摔倒造成了轻微脑震荡，后脑勺摔出长约3厘米、宽
约2厘米的伤口，现在已经处理好伤口，准备入院进行后续

治疗。医生告诉记者，所幸贺大爷没有造成很严重的伤势。
记者看到，贺大爷骑的是一辆便携折叠自行车。贺大

爷的老伴表示，他们此次是特地带上这辆自行车来到乐山
的，平时贺大爷就经常骑着这辆自行车出门锻炼身体。这
一次是因为对地形不熟悉，加上下坡路车速较快才发生了
意外。

据了解，骑车摔倒的事情并不少见，曾有骑行者不慎
摔伤导致身体多处骨折。一般老年人身体比年轻人虚弱，
在骑行时更需注意安全，一旦摔倒可能危及生命，伤口恢
复也需要很长时间。绿心公园风景美，骑行路段蜿蜒曲
折，在此提醒广大游客，在进行户外骑行时，务必注意安
全，谨慎行驶。 见习记者王倩

老人绿心骑行摔伤 看美景也要注意安全急
诊
科日

记
5月26日 星期三 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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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那么可怕

很多病人或家属在出现危急情况时，一心等待120救援，这
是很不科学的，也不符合现代急救原则。比如一个外伤急性出
血病人，在拨打120急救电话的同时，可以先到乡镇医院或是附
近的医疗点进行应急处理，避免失血过多危及生命。市民应该
掌握一些急救常识，如创伤、胸痛、卒中等预防知识以及卒中地
图的运用，这些常识在紧急情况下完全可以救命和保命。

120急救资源也是有限的，一些小伤小病也拨打120，就是
对急救资源的一种浪费。一些可以自己来院医治的情况，就完
全不必等待120，尤其是儿童遭遇危急情况时，家长切不可在家
死等120，必须在第一时间采用最快的方式带孩子赶赴医院救
治。这样比拨打120至少可以节约一半以上的时间，这种情况
下，哪怕是早1分钟，都是对生命的挽救。

李嘉南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急救人员在接到调度指令后
5分钟内必须出发，工作实践中，也是严格按照规定
执行的。然而，拥堵的交通是救护车不能及时到达的
最主要因素。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和私人汽车拥有
量的增加，乐山中心城区很多路段的交通都变得很拥
堵。倘若再遇到上下班时段或道路维修施工，某些路
段的拥堵就更加严重了。

提起堵车，很多120急救车驾驶员都很无奈：“就
算技术再好，面对拥堵的车辆，我们照样‘插翅难
飞’。按规定，在中心城区执行任务时，救护车只能闪
警灯，不能响警报器，这就更提不上速度了。”

普通司机和行人不让道是让救护车难以“提速”
的另一大难题。因为交通拥堵，有些司机想让道也没
有办法尚可理解，但在较为顺畅的道路上，个别司机
不让道，甚至还与急救车抢道。“我们最怕去乡镇出
诊，在很多乡镇的集镇上，救护车差不多都抵到行人
的后背了，很多老百姓依旧我行我素，毫不避让，有时
候用大喇叭喊都没有用。一边是等着急救的病人，一
边是慢慢悠悠的行人，那才真是急人啊！”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120急救车属
于特种车辆，当其在执行急救任务时，其他车辆应该
主动让行。但由于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管和处罚措施，
加上人们的自觉避让意识较弱，这就造成了救护车路
上频频被困的局面。

病人家属或是报警人描述不清地址，也是导致急救车“迟
到”的原因。 家属如果没有说清楚急救地址是在“路东”还是

“路西”，又碰上马路有隔离带，掉个头就会耽误好几分钟。正确
的做法是，家属拨打120后，要派人守候在电话机旁或随时处于
接听状态，以便及时取得联系，更不能用停机或欠费电话拨打
120 。同时最好派人在路口或是小区门口等待并及时给予引
导，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耽搁。

路遇好心人报警求救本是件值得倡导的事情，但很多好心
人报警后，自认为完成了职责就离开了，等急救人员再与之联系
时，他也说不清情况了。面对这样的“半截子”好心人，建议留在
原地并保持联系畅通，等到急救车赶到时方能离开。

120急救车，被大家形象地称之
为“救命车”。2020年，乐山120指挥

调度平台共接处警约24.07万次，日均
接处警约 660 次；调度派车约 2.97 万

次；救治各类急危重症伤病员约2.58万
人次；联动出警2698次；处置三人以上事

件261次。
当前，全国各地已经建立了统一的卫

生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或 120 急救调度平
台，进一步规范120医疗呼救，24小时接受

呼救应急指挥并进行分诊，为院前急救平台
建设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作出了巨大贡

献。然而，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救
护车“迟到”的情况却时有发生。

莫让120急救车

“迟到”

报警时没说清楚地点最揪心

危急情况紧急自救更有效

出诊中交通拥堵最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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