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7 日，在北京安贞医院，
新生儿苗苗（化名）终于顺利出院与
家人团圆。10天前，因患危重先心
病，这个稚嫩的小生命出生后仅12
分钟便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产时手
术——大动脉调转术。在北京安贞医
院小儿心脏中心王强团队与各科室的
通力合作下，手术非常成功。

几个月之前，苗苗妈妈高女士
在当地医院参加孕中期孕检时发现
胎儿患有复杂先心病，这让原本沉
浸在喜悦当中的高女士一家一筹莫
展。在当地医生建议下，高女士来
到北京安贞医院就诊，经胎心超声
检查后，胎儿被确诊为室间隔缺损
完整型大动脉转位 （卵圆孔偏小
2mm）。大动脉转位是新生儿期最
常见的紫绀型先心病，占所有先心
病 5% ~7% ， 发 病 率 为 0.2‰ ～
0.3‰。患儿往往因心室和动脉顺序

异常使得未氧合血进入体循环，而
氧合血进入肺循环。而室间隔完整
的大动脉转位 （TGA/IVS） 则是大
动脉转位中尤为凶险和危重的一
类，将导致新生儿出生后即刻出现
严重缺氧、代谢性酸中毒甚至危及
生命，必须尽早手术救治。

“危重先心病生后转运风险高，
诊断不明确、转运时间长、处理不当
可能使孩子处于不良的术前状态，严
重低氧和酸中毒情况下手术成功率不
能得到保证，因此宫内转运至安贞医
院生产是最安全最可行的办法。”王
强介绍。

“我们确定治疗方案后，即刻启
动产前产后一体化模式，并联系我院
产科完成了建档和分娩流程计划。”
王强教授团队经过术前讨论和评估
后，迅速制定了全面详尽的手术方案
——让苗苗在出生后第一时间进行心

脏畸形矫治手术，确保正常心脏结构
和血流动力学的恢复。与此同时，北
京安贞医院还专门为苗苗开通了产时
手术绿色通道，为手术实施提供最好
的医疗保障。

4月7日，王强教授团队联合产
科、手术室、麻醉中心、体外循环
科、检验科、输血科等相关科室启动
产前产后一体化诊疗模式，为孕40
周的高女士顺利分娩及危重先心病产
时手术作充分保障。当天早上 7点
40分，高女士被送入手术室接受剖
宫产手术，8点28分苗苗顺利娩出。

出生时，因心内分流太小，苗苗
皮肤、口唇青紫明显，血氧饱和度
仅有67%。等待着为苗苗做手术的
医生们很清楚，一旦长时间缺氧，
苗苗的循环状态会进一步恶化。于
是，在短短12分钟内，各部门紧密
配合，完成了苗苗心内畸形的再次

确诊、血液检测和配型。麻醉插管
和开胸体外循环随即开始，历经 5
小时40分，王强为苗苗成功实施了
大动脉调转手术。术中超声显示，
苗苗心脏功能正常、心肌收缩有力
协调，两大动脉血流通畅、左右冠
状动脉血流通畅。术后24小时，苗
苗拔除了气管插管，皮肤口唇红
润，呼吸平稳。

“危重先心病产时手术可以将时
间定义在生后30分钟之内，在病情
恶化之前的窗口期内。手术干预是
一项突破性进步，开辟了危重先心
病新的救助机会。同时，宫内转运
的优越性也大大提高了手术成功
率。”王强说。

“当初听到王强主任解释宫内转
运和产时手术的方案和优点，顿时让
我有了生下这个孩子的信心，有这么
成熟和专业的团队为苗苗保驾护航，
我们衷心地表示感激。”苗苗妈妈内
心的感动溢于言表。

另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北京安
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王强团队已完成
危重先心病产时手术3例，其中包括
室间隔完整型大动脉转位2例、完全
型肺静脉异位引流1例，手术成功率
达100%，且均在术后24~48小时拔
除气管插管。

看！危重先心病产时手术的新突破
房琳

从医42年，父亲共完成5万多例
手术，被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誉为

“我国手术例数最多、成功率最高、疗
效最好的手外科专家”。他桃李满天
下，先后为全国各地带教了四百多名
手外科专业进修医生，其中多数已成
为科主任及学科带头人。

2002年5月16日父亲被诊断为
晚期胃癌，在重病期间他趴在医院的
小餐桌上用顽强的毅力绘制了一部
《韦加宁手外科手术图谱》，把自己一
生的经验留给学生，并通过学生去帮
助那些今后需要帮助的病人。2003
年4月9日，他画完了最后一幅画，圆
满“交卷”。3天后的凌晨他停下了疲
惫的脚步，平静、快乐地走完了一
生。享年65岁。

在父亲40余年的从医生涯中，
他始终把病人当亲人，把工作当乐
趣，把医术当艺术，把一生献给党，他
是人民的好医生。

父亲影响了我一生的事业
理想

说到父亲对我从医的影响，其实
它伴随了我从童年到少年的整个成
长过程。每一件事，每一句话看似琐
碎、随意，但却共同构建起了我一生
的事业理想。

1973年我出生在积水潭医院，
整个童年都是在积水潭医院的院子
里度过的。每天上下学都会路过急
诊室，看见各种各样的外伤病人。我
还经常跑到父亲的病房里去玩儿，看
见他总是被病人包围着。我家住在
医院隔壁的宿舍大院里，晚上总有来
家里寻医问诊的病人和进修的学
生。看见父亲是一个那么被别人需
要和敬仰的人，我从心里就想成为像
他一样的人。

父亲一生救人无数，有许多的成
就和荣誉。到了晚年，我觉得最令他
欣慰和自豪的一件事就是我也成了
一名骨科医生。

2002年，父亲患病的时候我正
在读党耕町教授的博士，课题是脊柱
肿瘤。我们讨论过我专业发展方向
的问题，能感觉出来他更希望我做普
通脊柱专业。可能是担心肿瘤病人

治不好，需要每天面对心情痛苦的病
人和家属。在陪伴他患病治病的11
个月里，我亲身体会到，肿瘤患者关
注的不仅是生命的长短，更重要的是
在余下的日子里是生活在恐惧还是
希望之中，而肿瘤医生就是给病人带
去希望并一直陪伴他们到最后的那
个人。为此，我最终选择了肿瘤专
业。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想像父
亲一样做别人不会做的手术，治别人
治不好的病。虽然要付出特别大的
辛劳，但每次听他谈起又做了一个多
么难的手术，见他那么开心和满足的
样子，我就特别想在未来的职业中体
会到这种幸福感。

医生的成长是一条从士兵
到将军的路

成长为一名成熟的脊柱肿瘤医
生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脊柱位置
深在，周围都是重要的神经和血管，
要把被肿瘤累及的椎体在不损伤肿
瘤包膜的情况下完整地切除，是一
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手术大，风
险高，常常需要十几个甚至二十几
个小时。在同龄的其他领域的医生
早已可以独立手术的时候，我依然
还在做助手。可我从来没有为此焦
虑过，因为一直记得父亲对医生成
长的描述，他说这是一条从士兵到
将军的路；学习的过程就是“采百
家之花，酿自己的蜜”“每天进步一
点点”。

所有看过父亲手术的人都会
说，“看韦主任的手术简直是一种享

受”“手术行云流水，像艺术一样”。
怎么把手术做得行云流水一样
呢？父亲有个有趣的理论。他不
仅手术做得好，厨艺也好。为了节
约时间，他在回家的路上就已经想
好要做什么饭菜，先做什么后做什
么，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到最大程度
的统筹优化。家里灶台上的油、酱
油、醋和料酒瓶子都按固定的顺序
摆放，闭着眼睛都能准确地拿起
来，也节省了时间。他常常教育我
和他的学生，说这就是统筹学，别
以为手术仅仅是在手术台上才能
训练，生活是最好的训练场。因
此，我也是做饭高手。我做手术也
都会做详细的术前计划，把肿瘤的
部位、手术的步骤、需要准备的东
西、可能会出现的风险都做在幻灯
片里，发给每一个参与手术的人，
包括麻醉师和手术室的护士，以便
让所有人都知道要做什么。手术
前再像放电影一样在心里把每个动
作想一遍，手术真的可以做到行云
流水。

所有人都赞叹父亲的手术图画
得好，这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训练的
结果。

父亲练习绘画可能始于20世纪
60年代，那时他参加下乡医疗队。他
说，在农村做手术没有老师可以请
教，就只能依靠解剖图谱了。图书馆
的书不允许长期借阅，他就用3个月
的时间把整本图谱临摹了下来，由此
奠定了绘画的基础。积水潭医院有
画图做手术记录的传统，他一直到晚
年都坚持着自己画手术记录的习惯，

一天的手术他经常要画到深夜。
脊柱手术不大容易通过钢笔画

来记录，父亲就送了我一部数码相
机。那时数码相机还是个新鲜物件，
很贵，但我也从那时开始养成了收集
病例的习惯。我会收集每一个脊柱
肿瘤病人的影像学资料，对复杂的病
例更会拍摄大量的术中照片，术后再
将所有这些资料汇总成幻灯片，对术
中照片做详细的标注，术后病人随访
的片子再追加进去。这个习惯让我
经验的积累特别快。对术中照片做
标注就是对手术的回放，是印象加深
的过程，许多技术改进的灵感就是在
制作幻灯片的时候产生的。而且我
会把这些资料及时更新到网盘里面，
分享给团队里的医生和来进修的医
生们，让这些病例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
更要坚持医生最本真的使命

在我从医的岁月中，父亲陪伴我
的时间并不长。我在独自成长的过
程中经历过不少磨难，也有迷茫和无
助的时候，最终都是靠父亲的精神走
出困惑而且变得更加强大。

我记得最近一次感到迷茫是几
年前。我的同事兼挚友问了我一个
扎心的问题。他说，韦峰你做了这么
多大手术、难手术，有什么创新吗？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没有，因为肿瘤
的无瘤切除是外科肿瘤切除的普遍
原则，我只不过把这个原则应用到
了脊柱上。具体的方法，大都也是
从那些我敬仰的大师的文献中学来
的。我的理想甚至就是能重复出这
些大师的每一件作品。在这个提倡
创新的年代，在创新的卡尺下，我做
的一切好像突然失去了意义。我努
力回忆父亲，希望能找到启发和
安慰。

父亲是个绝顶心灵手巧、多才多
艺的人。他精通无线电、五金活儿，
木工活儿做得特别漂亮，姐姐和我小
时候的玩具都是他亲手做的。他在
广西农村长大，抓条蛇剥了皮就能做
出一个二胡来，而且会拉；后来又无
师自通地学会拉小提琴。手术上，他
不仅创造了很多新的方法，而且发明
并亲手制作了大量康复支具。要是
在今天，他一定是拥有专利最多的医
生。想到这些我更痛苦了，感觉和他
的差距好大。

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妈妈说过
一段话。她说，你爸爸在他的同龄人
中并不是最聪明的那个。比如，那个
世界第一例同体断足移植的点子就
是李良平叔叔想出来的，但你爸爸却
是唯一一个能把想法变成现实的
人。想到这儿我一下子释然了，我觉
得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那个把原则
执行到病人身上的人，什么时候的战
争都需要工兵。如果我能让病人术
后的复发率再低一些，让手术变得再
安全一些，我就满足了。

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年轻
医生面对责任和压力，要坚持医生
最本真的使命，并从中获得滋养自
己心灵的平静与快乐，像韦加宁医
生一样……

（作者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脊柱
外科副主任）

父亲韦加宁对我从医的影响
韦峰

编者按：
2023年是韦加宁教授逝世

20周年。韦加宁生前是北京积水
潭医院的主任医师，也是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白求恩奖章获得
者，并作为第一人被北京市委、
北京市政府授予“人民好医生”
荣誉称号。为纪念传承韦加宁教
授的精神，更好地为患者服务，4
月16日下午，在积水潭骨科新进
展论坛手外科分会场，举办了首
届纪念专场演讲。韦加宁教授的
儿子韦峰教授作为首届演讲嘉
宾，带领与会同仁一起追忆了韦
加宁教授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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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伟伟 宋宝
刚） 4月 22日，由中国中药协会主
办、北京医药行业协会协办的国家非
遗中药炮制文化行暨北京中医药大学
实践教学基地挂牌仪式，在北京四方
中医药文化博物馆举行。

国家非遗中药炮制文化行旨在增
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力，传承弘
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
艺和文化，促进中医药行业进一步重
视中药炮制技艺传承，提升中药炮制
水平，提高中药饮片质量，保障中医
药临床疗效，为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
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中医药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近20年来，中国中药
协会携手中药炮制技术代表性传承人
金世元国医大师团队和中医传统制剂
方法代表性传承人张伯礼院士团队，
共同开展国家级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推动了中药炮制技术文
化和中医传统制剂方法的保存、研讨
交流、传播及人才培养，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应。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与会嘉宾不仅
现场聆听了金世元国医大师讲述酒制黄
精的炮制技艺和文化，参加了四方中药
饮片厂精心制作的“仿古八大件”揭
幕，还参观了四方中药饮片厂生产车间
和四方中医药文化博物馆等。

国家非遗中药炮制文化行启动

本报讯（记者 陈晶）为增强我
国与国际乳腺外科标准化诊疗技术的
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乳腺癌学科发
展，促进乳腺癌诊疗与学术水平的整
体提升，由法国医学科学院外科学
院、法国外科学院基金会、中国医师
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乳腺外科医师委员
会、重庆市临床医学研究联合会联合
主办，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
腺甲状腺外科承办的首届“中法乳腺
外科学院交流合作项目”日前在重庆
拉开帷幕。

在启动仪式上，作为中法乳腺外
科学院中方院长以及中法乳腺外科学
院发起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任国胜教授介绍，我国乳腺外科治
疗领域还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我国医
疗资源、诊疗水平发展不均衡，传统
的手术观念和基层医生的临床技能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的手术方式的普
及，导致了我国的保乳率和乳房重建

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通
过建立“中法乳腺外科学院”，搭建中
法乳腺外科领域合作平台，学习先进的
乳腺外科及乳房重建理念和经验，培养
人才，可加强我国乳腺外科医生对先进
技术和前沿科学的交流，为中国乳腺癌
患者提供同步国际外科手术解决方案，
让更多的乳腺癌患者能够获得身心治
愈，拥抱更加圆满的人生。

中法乳腺外科学院Richard Vil-
let教授表示，中法两国在乳腺癌领域
已开展了近30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我们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办
的乳房重建学习班也已举办10年。未
来，法方将持续推动两国在乳腺外科领
域合作和开展联合学术研究等活动，开
创符合两国国情的人才培养模式，携手
中国共同推动全球肿瘤防治事业的发
展，改善更多中国女性乳腺癌患者的生
存和生活质量，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作出贡献。

“中法乳腺外科学院交流合作项目”启动仪式在渝举办

本报讯 （记者 刘喜梅 通讯
员 武智）4月21日-22日，高社光
教授从医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第二
届燕赵医学科技创新大会在石家庄召
开。大会由河北省名医学会主办，邯
郸市中医院承办，魏县中医院、鸡泽
县中医院协办。

研讨会为高社光教授举办了拜师
仪式与专题学术报告。据介绍，从医
五十年的高社光教授是河北省首届名
中医、全国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
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从懵懂青年成长为全国知名专
家，高社光的成长成才得益于他的勤
奋努力，也得益于中医药发展的好时
代。他的成功证明了读经典、拜名师、
勤临床的中医成才规律，也体现了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

修项目的卓越成效，更表明了中医师承
教育的优越和必要性。

研讨会之后举办了第二届燕赵医学
科技创新大会。本次科技创新大会继续
以“传承燕赵医学文化，弘扬燕赵历代名
医精神”为宗旨，以“聚学术精英，促科技
智创，展燕赵名医风采”为主题，以河北省
医学领域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为切入点，
集年度科技奖励表彰及最美基层抗击新
冠疫情先进医务工作者表彰、展览展示于
一体，聚焦全面推进燕赵医学高质量发
展。会上，河北省名医学会对 2021-
2022年度获得科学技术奖一、二、三等奖
的科技工作者授予了首届“科技之星”荣
誉称号，马新航等58位同志获得此荣誉
称号；对获得河北省名医学会科学技术奖
的中青年创新人才奖、优秀管理人才奖、
科普著作奖的代表分别进行表彰。

高社光教授从医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第二届燕赵医学科技创新大会召开

达格列净等SGLT-2（钠-葡萄糖
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是一类新型抗
糖尿病药物。近日，日本东北医科药科
大学医学部的研究小组先后在《药理学
研究》和《肾脏国际报告》杂志发表的多
项研究显示，SGLT-2抑制剂具有抑制
肾结石的作用，并为口服降糖药中唯一
能够明显减少尿路结石的药物。

研究小组首先以 20 岁以上的
909628名男性和628570名女性糖尿
病患者为对象，分为SGLT-2抑制剂
处方和非SGLT-2抑制剂处方两组，
比较被诊断为肾结石患者的比例。结
果表明，男性糖尿病患者中被诊断为
肾结石的比例，SGLT-2抑制剂处方
组为2.28%，非处方组为2.54%，前者
比例明显更低，女性患者依次为
1.58%和1.66%，不如男性显著。

其后，再次使用糖尿病患者数
据，分析和比较SGLT-2抑制剂处方
药与其他降糖处方药（共六类）尿路

结石（肾结石和输尿管结石）患者比例
以 及 患 病 差 异 。 结 果 表 明 ，在 除
SGLT-2抑制剂以外的所有降糖药中，
被诊断为尿路结石的患者比例明显更
高，仅用SGLT-2抑制剂处方的患者与
非处方患者相比，男性比例显著降低
5%，女性比例显著降低9%。

最后，排除糖尿病患者，在以治疗慢
性肾病和心力衰竭为目的、以SGLT-2
抑制剂处方患者为对象进行的研究中发
现，使用该处方药的男性尿路结石风险
明显降低58%，女性降低10%。此外，
在动物实验中，还发现了SGLT-2抑制
剂对肾结石的抑制作用。

研究人员认为，SGLT-2抑制剂对
于肾结石的形成及其所伴随肾损害的抑
制作用，其机制有雄激素基因表达被抑
制和抗炎作用，以及通过抑制近端小管
对碳酸氢根离子的重吸收使尿ph值上
升，以致尿路结石风险被抑制等有关。

（宁蔚夏）

达格列净可降低肾结石风险

本报讯 （记者 陈晶） 4 月 21
日，“健康中国2023年度主题会议暨
致敬健康中国2022年度人物”盛典
在北京举行，现场揭晓了“健康中国
2022年度人物”“健康中国2022年
度最美践行者”以及“健康中国
2022年度产业人物”。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
程院院士钟南山，“人民英雄”国家
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伯礼，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张定宇，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等
9 人荣获“健康中国 2022 年度人
物”。珍奥双迪事业创办人、荣誉董
事长陈玉松，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耀强等4人荣获
“健康中国2022年度产业人物”。全国
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霍
勇，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小马杓沽村
委会党支部书记李效葶等 29 人荣获

“健康中国2022年度最美践行者”。
据悉，这是“健康中国”上升为国

家战略后首次以公益宣传形式举办的年
度人物盛典，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健
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行
动（2019—2030年）》等，通过大力
宣传健康中国领域先进典型，深入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健康中
国行动推向深入，奋力谱写新时代健康
中国新篇章。

“健康中国2022年度人物”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