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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多汗易外感
补肺固表要养阳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沈中

医案 刘先生，54岁，出汗多10余年，加重1周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长、、广东省中医院广东省中医院院长院长 张忠德张忠德教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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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岁的刘先生从 10 多年
前起，不论春夏秋冬，出汗总
比别人多，夏天一天就要换
好几套衣服。平时除了感冒
次数多，还容易累。前段时
间携亲伴友自驾旅游，舟车
劳顿下出汗严重。朋友说是

“热气”，让他喝点凉茶，没想

到喝了 3 天情况更严重了，稍
微一活动就一身汗，还伴有
咳嗽、咯白黏痰、鼻塞流涕、
咽喉干痒等不适。刘先生以
为是着凉，自行服用了感冒
药，熬了 1 周仍不见好转。听
闻 德 叔 对 疑 难 杂 症 很 有 心
得，赶紧来德叔门诊求治。

德叔解谜 肺脾两虚，气虚不固

德叔认为，刘先生诸症
根源在于肺气虚。肺气有抵
御外邪的功能，肺气充足就
如城墙般坚固，外邪无法侵
入人体，即“正气存内，邪不
可干”。肺气还有固摄功能，
肺气亏虚时，容易出现腠理
疏松，无法固摄汗液，因此刘
先生反复多汗。所谓气随汗
泄，人体阳气会随着汗液而
丢失，10多年的病程让刘先
生肺气愈加亏虚，久而久之，
脾气也被波及，导致肺脾两

虚。本次发病由于劳累、涉
水等消耗了正气，所以症状
较前加重，再加上自行喝凉
茶等寒凉之品进一步损伤肺
脾阳气，邪气乘虚而入，导致
了鼻塞流涕、咳嗽咯痰。

治疗时德叔重在固本，
以补肺益脾固表为法，辅以
解表祛风、化痰止咳。连续
服用 3 剂中药后，刘先生流
涕、咳嗽等症状已经消失。
再经 2 周调理，他出汗明显
减少，人也变精神了。

预防保健 春季护肝，清明养阳

清明已至晚春，岭南水湿
偏重，尤其是脾虚的人群，很容
易因内外湿相合而出现精神疲
倦、身体困重、食欲不佳等症
状。饮食调理可选择鲫鱼、鲤
鱼、薏米、扁豆、芡实、陈皮、五
指毛桃等健脾祛湿之物。

此时自然界阳气升发，
也是养阳好时机。中医认为

“肝属木，与春相应”，肝气会

随着春日渐深而愈盛，容易
肝气升发太过，则会欺负脾
土。因此刘先生这类肺脾气
虚的人群，春季更要注意平
肝柔肝。可在阳光明媚时户
外踏青，温养阳气，舒畅肝
气。太冲穴是人体的“出气
筒”，平时多按揉可柔肝疏
肝。每天2或3次，每个穴位
按揉150-200次。

材料：鲫鱼 1 条（约 200
克），芡实 20 克，五指毛桃 20
克，生姜 2-3 片，精盐适量。

功效：补肺固表，健脾祛湿。
做法：鲫鱼处理干净，油

煎至两面微黄；芡实、五指毛
桃洗净；所有食材放入锅中，
加清水 1250 毫升（约 5 碗水
量），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继续
煮 1 个小时，放入适量精盐
调味。此为 1-2 人量。

德叔养生药膳房 补气化湿鲫鱼汤一年又一年，一波又一波，
广东援疆专家前赴后继来到喀
什。2023 年广东省协调后方通
过增加柔性医疗援疆力量、延长
柔性医疗援疆时间、组织高校增
派等方式，推动广东医疗援疆力
量达到历史峰值。当年进疆支
援的广东卫生健康系统干部和
医生共有152人。

对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关
节骨科主任医师孙鸿涛来说，3
月 26日开启的“粤新同心 健康
同行”的援疆行已经是他第四次
援疆了。27 日，专家们就当下
创伤骨科的难点问题，为喀地一
院的医生展开授课、带教。

而孙洪涛的老师、全国著名
创伤骨科教授、来自南方医科大
学南方医院的王钢，此次也从喀
地一院到疏附县人民医院为一
名维吾尔族患者开展了手术。

3 月 21 日，59 岁的维吾尔
族大叔不慎从房顶上摔下来，
造成骨盆髋臼骨折，被紧急送
往了喀什地区疏附县人民医
院。这个部位的手术相当复
杂，按照原定计划须转上一级
医院手术，他恰好遇到了广东
援疆专家团。

“广东专家来做手术，我们
就放心了。”3月28日，看到一群广
东专家，大叔的妻子忍不住告诉记
者：她安心了。而大叔看到王钢，
得知面前这位广东医生即将给自

己做手术，竟激动得落泪，拉着专
家的手久久不放，甚至亲吻其手背
以示尊重感激之情。

“手术很成功，40 分钟完
成，大叔康复 6-8 周，估计就能
下地行走了。”做完这台创伤骨
科“天花板级别”的手术，王钢笑
着对记者说，“3 月份的喀什地
区，天气还有点热。”原来他的手
术衣已经湿透了。

据悉，此次高难度的骨盆与
髋臼骨折手术在疏附县人民医
院开展尚属首次，这也为当地医
生提供了极其难得的临床学习
经验。

3 月 28 日，为当地患者做完
手术的王钢手术衣已经湿透了

罗毅文 摄

3 帮扶一次就解决一批难题
努力提升重症患者救治水平

南疆创伤中心抢救成功率
提升至 以上

1 建立首家创伤中心
让南疆危重创伤救治有成效

新疆面积大，有166.49万平
方公里，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
六分之一。而喀什地区的面积
就跟广东省差不多，也是全疆人
口数量最多的地区。“喀什地区
地域广、上下级医院距离较长。”
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文教卫生
社会保障处负责人坦言，“创伤
等急诊重症患者的救治问题，给
南疆地区医疗服务体系带来了
新的挑战，也是医疗援疆工作必
须面对的问题。”

一旦遭受外伤或骨折，喀
什地区很多县医院或者卫生院

没 有 骨 科 和 创 伤
科 ，无 法 有 效 处
理。“有时候止血、
输血等基本治疗都
很难满足。”魏宽海
向记者坦言，“从
县、村，一路颠簸地
把病人送到喀地一院，往往导
致病情更加危急，因此急诊、重
症患者的救治是喀什地区的一
个难题，甚至是一个瓶颈。”

为此，经过多方筹措，由南方
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牵头于2020
年7月成立了喀什地区第一家创

伤中心，以负责南疆地区严重多
发危重创伤的救治工作。魏宽海
介绍，截至目前，该中心已累计收
治严重多发创伤患者3000余人，
危急重症患者从入院到手术的
时间缩短至 40分钟，抢救成功
率提升至98%以上。

当病人在偏僻乡村，病情
危急，很难及时运转，现场该如
何实施救治？魏宽海说，“喀地
一院联合喀什、和田、阿克苏等
地区的21家二级以上医院组成
南疆区域创伤救治联盟，定期
分享临床救治经验。基层医生
遇到疑难危重病例，在微信群
里，创伤中心的医生即可进行
远程指导。”

据悉，目前喀地一院已经
建立了“院前急救—院内抢救
—重症医学病房—创伤综合病
区”一体的立体型急救创伤医
疗体系。也就是说，一旦遇到
危重症创伤患者，急救医生现

场就能得到喀地一院创伤中心
专家指导。

“记得有一名22岁小伙子，
从房顶上摔下来，不仅下肢骨
折还出现了心包积血，情况危
急，而从莎车县开车把他送到
喀地一院全程约 192.4 公里，需
要 3-4个小时。当地医生立即
向创伤中心报告了病人病情，
创伤中心的医生通过视频，指
导他们一步步先把积血抽出
来，当时就抽出了 10多毫升的
血液，解除了心包压迫，然后再
紧急送过来治疗。”魏宽海说，

“我们就是一心一意，想方设法
救治更多的病人。”

据记者了解，为弥补当地
急诊、重症救治能力的短板，特
别是为喀什地区培养一批急诊
重症业务骨干，2023 年广东省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兵团实
施了对口支援帮扶工作，投入
100 多万元，支持疏附县、伽师
县、兵团三师遴选二级以上公
立医疗机构急诊医学科、重症
医学科业务骨干派往广东对口
地市三级甲等公立医疗机构进
行 3 个月的跟岗培训。同时，
广东派出急诊重症专家 30-40
人奔赴喀什地区开展手术带
教、专科指导、骨干培训、学术
交流。

2 搭建创伤救治联盟
远程指导想方设法救人

有问题问德叔团
队？扫码入群可提问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粤卫信

“距离近的话，病人
送到喀什地区第一人民
医院（以下简称‘喀地一
院’）需要 40-60 分钟，
远一点的话，估计要5-6
小时。转院距离太远，这
使得在南疆地区发生严
重创伤时，患者救治成
功率不高。”广东援疆专
家、喀地一院医务部主
任、创伤中心主任魏宽
海向羊城晚报记者介绍
了他一年来援疆面临的
现实问题。

面对这样的难题，援
疆专家们将会有什么样
的解决之道？ 3 月 26
日-31日，羊城晚报记者
跟随“粤新同心 健康同
行”急诊重症医疗人才培
养项目组的广东援疆专
家们，深入喀什地区实地
报道援疆行动。

98%

广东援疆医生在新疆大
地上持续擦亮“广东医生”品
牌，得到受援地干部群众和各
级领导的充分认可。2023 年
9月，中组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和教育部召开“组团式”支援
工作推进会，会议认为，广东

“组团式”医疗援疆成效显著、
精神令人敬佩，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2023年，在广东医
生帮助下，喀什地区医院成绩
创新高。

一是支持全疆首个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投入运营。南
疆区域医疗中心将采取“1+
X”建设模式，即以传染病防
控诊疗为主，兼具其他疾病诊
疗功能。至2024年 3月底，已
完成 17个临床和医技科室入
驻并顺利运行，开放床位 415
张，日均收治患者达350人。

二是创新开展“粤新同
心 健康同行”卫生健康支援
系列项目。“粤新光明行”完成

白 内 障 重 点 人 群 筛 查 超 过
6000 余 人 ，完 成 手 术 1000
例。“粤新消结行”完成肺结核
重点人群筛查 5000 多人，纳
入治疗和营养三餐保障人数
1200 人。急诊重症医疗人才
和基层全科医师培训活动已
开展20场，培训500人次。粤
新健康科普讲堂活动已开展
20 场 ，接 受 健 康 科 普 群 众
3000人。

三是助力受援地医学科
研能力实现新提升。在广东
援疆专家帮扶下，喀地一院
2023 年共计完成各级各类科
研项目申报 233 项，成功获批
全疆地州级医院首个自治区
级重点实验室（人工智能与大
数据重点实验室）；成功获批
中医湿证国家重点实验室喀
什工作站。

四是助力受援地医疗人
才造血功能取得新突破。在
援疆专家的帮扶下，喀地一

院 2023 年获得自治区级人才
项目（天 山 英 才 、天 池 英 才
等）共 15 项，为建院历史之
最，比 2022 年增长 4 倍（2022
年获 3 项）。

五是助力受援医院服务
能力创历史新高。在广东援
疆力量帮扶下，各受援医院
2023 年业务发展均取得长足
进步。比如喀地一院门诊、
住院服务量均创历史新高；
危重症收治比例突破 60%，
比 2022 年 提 升 6.72 个 百 分
点，被自治区确定为全疆首
批“国门医院”建设单位（全
疆 4 家）。

六是医疗援疆“国际化”
打开新局面。在广东援疆力
量帮扶下，喀地一院为巴基斯
坦培养眼科医生，时隔六年
后，再次赴巴基斯坦开展手术
帮扶和带教，建立“中山大学
—新疆喀什”国际全科医生培
训基地。

“数”说援疆 在广东医生帮助下，
喀什地区医院成绩创新高

记者实地调研・广东医疗援疆

三 月 的 南 疆 ，春 天 似 乎 来
得 比 较 迟 ，枝 头 光 秃 秃 ，见 不
到 一 点 绿 色 。 按 照 计 划 ，3 月
26 日 -31 日 ，我 跟 随“ 粤 新 同
心 健 康 同 行 ”急 诊 重 症 医 疗
人 才 培 养 项 目 组 的 广 东 援 疆
专 家 们 ，从 广 州 飞 行 约 7 小 时
后，深入喀什地区实地报道援
疆行动。

从 2011 年开始，广东对口支
援新疆喀什，从祖国“南大门”到
祖国“西大门”，专家们在这里一
干就是一年。他们不仅要适应
这里的气候环境、人文环境，还
要因地制宜地帮助当地解决很
多医疗上的实际问题。所以，他
们不只是一名医生，同时也是两
地文化交流的使者。

3 月 27 日，站在喀什地区第
一人民医院大门口，门诊大楼人
来人往，这里还同时挂牌中山大
学附属喀什医院。医院门诊量
高达 2.8 万人次，在整个新疆名
列前茅，各类高端设备齐全。

来自广东的医学大咖人才
济济，比如现任喀什地区第一

人民医院院长肖非，来自中山
大 学 附 属 第 五 医 院 ，2018 年 被
中山大学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引
进 回 国 ，2021 年 成 为 中 山 大 学
附属第五医院副院长，2023 年 4
月又被中山大学选派到喀什地
区第一人民医院，成为该院第
四任援疆院长。

援疆近一年，肖非早已把喀
什当作第二故乡，他说：“喀什就
是我的家，任何时候，我们都要
与喀什当地人民群众心连心，和
当地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守护百
姓健康。”

实际上，治病救人只是一部
分内容，在喀地一院、疏附县人
民医院、塔县人民医院，我看到
很多标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创建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县”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
有力量”。医疗援疆是一项重要
的民生工程，既要在诊疗技术上
充分发挥帮扶作用，造福当地百
姓，更要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推进
民族团结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张华）

记者手记 在喀什当医生，眼里不只有医疗

▲3 月 28 日，广东援疆专家、南方医院创伤骨科教授
王钢问诊骨盆髋臼骨折的维吾尔族大叔 张华 摄

◀3 月 27 日，广东援疆专家在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
创伤中心查房 张华 摄

魏
宽
海

南方医院骨科教授、喀地一院创伤中心主任 魏宽海

援疆故事

在援疆一年时间里，如果
遇到骨折的疑难病例，我得要
去县人民医院手术。记得去年
8 月份的时候，我专门驱车一
个多小时到疏附县人民医院与
当地的骨科主任段仕生一起，
为一名患者做骨科修复手术。

我们知道，在画布上作画，
画错了修复比在空白画布上作
画难得多。第一次见到这名
44 岁的维吾尔族男子艾麦提，
他的左腿比右腿短 5 厘米，疼
痛，不能下地走路。

原来，在2007年，他从楼上
喂鸽子不慎摔下后，导致左小
腿粉碎性骨折（左侧胫骨远端
骨折），当时在医院做了一次手
术，左侧胫骨外固定支架固定，
2008年拆除外固定支架后石膏
固定 3 个月后可以行走，但时
有疼痛。

这一次手术并没有彻底解
决他的问题。在 10 年后，艾麦
提左小腿逐渐变弯、变形，后来
几年变弯、变形越来越严重，导
致跛行越来越厉害，疼痛也越来
越重。去年，情况就更加严重，
一下地干农活就疼痛，左腿甚至
比右腿短了5厘米。不能下地行
走，不能干活，全家主要劳动力
倒下了。去年8月1日，他不得
不住进疏附县人民医院治疗。

因为疏附县人民医院以前
没有遇到过这样复杂的病例，艾
麦提如果到乌鲁木齐手术，路途
遥远又花费多，而因为疏附县人
民医院骨科主任段仕生曾经在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进修学
习半年，当他得知我在喀地一院
援疆，担任喀地一院的创伤中心
主任，于是邀请我到疏附县人民
医院为病人手术。

到了医院，我发现病人已
经患上了左下肢慢性骨髓炎，

骨髓炎又导致胫骨骨不连及小
腿畸形，所以要同时解决骨髓
炎、骨折不愈合以及这条腿比
对侧短5厘米这三个问题。

经过充分研究后，去年 8
月份，我与段仕生联合为患者
进行了手术。完整切除了骨髓
炎病灶，然后纠正小腿的弯曲
畸形，畸形纠正后术中测量左
小腿仍然较右小腿短 3 厘米，
所以又用外固定架对左小腿进
行骨搬运，这样可以将胫骨每
天延长0.75-1毫米。

术后每个月，艾麦提到院
复查，去年 10 月通过一个半月
的延长肢体恢复了长度，两条
腿长度完全相同。然后再经过
半年的长骨头时间，到今年 3
月 28 日复查时，他已能扔掉拐
杖和轮椅独自行走。再过一个
月患者可以完全拆掉外固定架
正常行走，这样可以彻底解决
病人从 2007 开始长达 17 年瘸
腿和行走疼痛的问题，从而恢
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实际上，像这类疑难复杂
的骨科病例，我们援疆医生在
喀什地区遇到不少，每年这里
有近6万人次在疆外就医，这里
面不乏危急重症。所以，我们
援疆医生能够做的就是为当地
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这
里的医疗保障作出一点贡献。

能帮他重新站起来，我很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