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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界，有这么一种认识：心胸外科的医疗
水平实际代表着医院的整体医疗实力。为什么？
因为心胸学科是医学领域最高端的学科之一，具有
高风险、高技术含量、多学科综合协调统一等特
点。心胸学科的先进技术实际代表着医院最先进
最前沿的技术。

近5年来,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心胸外科在
医院领导班子的关心和支持下，在科主任、医学博士
李艳星教授的带领下，在临床医疗技术创新、学术科
研等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多项技术填补我市
医疗空白，在微创心胸外科技术，体外循环心脏手
术、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搭桥术等技术更是填补了
鄂东南地区的医疗空白，不仅展示了医院的医疗实
力，更为咸宁老百姓带来了福音。

大胆创新 多次填补咸宁技术空白

走进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心胸外科，雪白
的墙上挂满了一面面鲜红的锦旗。锦旗上“仁心仁
术，精心护理”、“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华佗再世，
妙手回春”等赞美的字眼无声地表达着患者们发自
内心的感激之情。

护士长李丽红说，：“这都是我们治愈好的危重
病人送的，现在心胸外科能治疗各种疑难危急重病
人，这多亏了科室有个好’领头人’。”

李丽红说的领头人是心胸外科主任李艳星，他
是市中心医院在全国招聘学科带头人的人才战略
中，网罗成为该院心胸学科的学科带头人。李艳星
教授有很多过人之处：他师从“西南地区心脏移植第

一人、昆明医科大学著名心脏外科专家
杨达宽教授，并参与了大西南第一例心
脏移植手术；年仅36岁时晋升为副教
授、副主任医师、并被聘任为南华大学
心胸外科硕士生导师，成为当时湘南地
区唯一一位，也是最年轻的该专业硕士
生导师。

来到咸宁市中心医院，李艳星果然
不负众望。在他的带领下，科室医务人
员加强业务学习，重视科研教学，勇于
创新，在医院引进大量先进设备的支持
下，心胸外科技术突飞猛进，多次填补
我市医疗技术空白：建立了咸宁市唯一
的心胸外科重症监护室；成功实施我市
第一例先心矫正手术；第一例电视胸腔
镜微创手术；成功开展各种路径的食管
癌、贲门癌根治术，肺癌根治术；成功开
展风湿性、心内膜炎性、退行性心脏瓣
膜病的外科手术治疗；李艳星先后前往

德国柏林心脏中心、意大利锡耶纳大学综合医院心
脏中心进修学习交流，率先在鄂东南地区开展体外
循环下心脏手术……

咸安区的祁文雄夫妇至今难忘2010年10月12
日这一天，这一天女儿琦琦实施了先心手术，从此远
离疾病的痛苦折磨。

祁文雄的女儿琦琦长期易患上呼吸道感染，发
育迟缓，5岁的她体重才13.5公斤，李艳星主任经检
查，发现其心前可听见响亮心脏杂音，进一步经精密
仪器检查，发现其患“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伴
肺动脉高压”。该疾病是先心病里最常见的一种，发
病率约占先心病的20%左右, 如不及时治疗，心脏
负担逐渐加重，久而久之出现右心衰，失去手术机
会。针对患儿的病情，术前医院组织了全院会诊，各
科密切配合以确保此次手术的成功。同时医院将该
患儿列为“爱心在咸宁”先心病救助活动对象，减免
5000元手术费用。手术由李艳星主刀，并取得成
功。目前琦琦和正常孩子一样，能跑能跳。

这是鄂东南地区地市州医院成功开展的首例心
脏手术，不仅在我市首开先河，还填补了鄂东南地区
的该项空白，也标志着市中心医院整体医疗技术跃
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今年冬天，70岁的李爹爹再也不会因犯冠心病
而担心不已，因为去年他在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
院成功实施了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是一种体外循
环下的心脏手术，即从升主动脉用一根自体血管移
植到冠状动脉狭窄远端进行缝合，恢复缺血的心脏
供血的手术。新的血管绕过堵塞段，让血液顺畅地

流到远端，供给所支配部位的能量和氧。
这种手术桥血管都取自人体自身的挠动脉、大

隐静脉、乳内动脉。搭桥之后，效果明显，术后通畅
率非常高。特别适合经内科综合治疗无效的危重患
者，给冠心病人带来了福音。

这是同济托管市中心医院后，心胸外科在鄂东
南地区率先开展的又一新技术。

5年来，心胸外科成功开展大型心胸手术400多
台，中型手术500多台，手术成功率达到100％。以
前要到省城治疗的各种心胸疑难杂症，如今在家门
口就能看好，减轻了咸宁市民看病的负担。

临危抢救 多次创下生命史上奇迹

心胸外科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医院抢救危急重病人的成功率，医院多次在危急
重病人抢救中屡创生命奇迹，赢得了患者家属的称
赞，医院在患者中的信任度、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43岁的吴锋（化名）从20米高空摔下，导致心脏
破裂，却奇迹生还。

心脏破裂，90%的人在来医院的路上就死亡了，
还有10%的人来到医院，大多数人可能还没上手术
台就死亡。吴锋是幸运的，幸运在于心胸外科技术
水平的提高，危急重病人的生命由此有了更高的保
障。

2012年，7日20日上午10左右，一位脸上混杂
着血迹、灰尘和汗水的中年人抬着一名不醒人事的
摔伤患者飞跑进了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急诊
科。这位伤者就是吴锋。

“患者已休克昏迷！立即输液！”简短的检查过
后，吴锋被推进了CT室。CT结果显示，其心包内有
大量积液，必须立刻进行心脏修补术才能挽救生命。

接到电话通知，刚刚做完另一台手术的心胸外
科主任李艳星果断地指挥立刻气管插管上呼吸机、
麻醉与手术同时进行。打开患者的胸腔，到处都是
青紫的淤血。在打开心包的一霎那，患者的血压一
度降为零，心包腔内大量血液以及凝血块将破裂的
洞口遮盖。“加压输液输血，提升血压。”李主任一边
命令旁边的医生护士配合，必须要在满是血红色的
心脏上细心找准破洞口，而且要快速准确地一针缝
住破洞，否则血越流越多，不仅洞口难寻，患者也会
因失血过多失去生命。就是那短短的1-2秒种，经
验丰富的李艳星主任迅速找到了1.5公分心脏破裂
口，血流从裂口喷涌而出，立即一针缝合裂口，控制
出血，再缝针加固。三个小时之后，手术成功结束。
通过术后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吴锋于第二天苏醒，醒
后的第一句话是：“谢谢医生们”。

28岁的李健（化名）可以说是在阎王那里打了一
个转，但他还是在李艳星及其带领的医疗团队的努
力下，重返人间。

2013年10月的一天，心胸外科来了一位被刀刺
伤心脏的患者李健，被送进医院时，李健心跳已经停
跳了30多分钟，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已经没有抢救
的必要。但对生命的敬畏和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
的强烈责任感驱使李艳星要试一试。

李艳星心里明白，如果老人因为器官衰老而心
脏停跳30多分钟，可能没得救，但是李健年轻力壮，
只是因为外伤导致心脏破裂，心脏本身出血压塞心
脏而停止心跳，如能快速恢复心跳，并迅速找到心脏
破损处，李健还能得救。此时，胸外心肺复苏已不起
作用，李艳星选择立即手术开胸，进行心内按压。开
胸吸干填满心包鲜血的一瞬，李艳星一眼找准破损
口，一针下去立即堵住心脏出血的伤口，随即实施心
内按压，几秒钟后，李健恢复心跳。李艳星与所有参
与手术的医务人员相视一笑，长吁一口气。事后李
主任告诉记者，心脏停跳30多分钟的人一般都是非
死即残后果，抢救过来都成植物人。此例成功也得
益于麻剂科合作。

半个月后，李健痊愈出院，他拉着李艳星的手
说：“感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会倍加珍惜。”

至今，心胸外科已经成功挽救近20位类似走进
死亡深渊的患者。

勇攀高峰 开启咸宁心胸微创时代

现代医学是微创医学，微创是一场技术革命，微
创外科始终是现代外科发展的方向。它带给患者更
小更少的伤痛，却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而心胸
微创技术更是挑战中的挑战。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
医院做到了，开创了我市心胸技术微创时代。

心胸外科先后开展了微创肌肉非损伤性开胸
手术、电视胸腔镜手术、心脏外科微创手术、微创食
管癌手术，微创胸壁疾病手术，这对于那些年纪大，
因身体承受能力有限不适宜做传统外科手术的患
者来说，又打开了一条新的生命通道，还有对于爱
美的年轻患者都是福音。 目前，心胸外科70%以
上的开胸手术是使用微创肌肉非损伤性开胸技术，
该手术切口小，疼痛小，术后恢复快速，病人容易接
受，特别适合老年病患。该手术已广泛应用于胸部
创伤、肺叶切除、食管手术、纵膈肿瘤切除。该技术
获得我市高层次人才基金项目立题课题，下拨专题
基金资助。

心脏外科微创技术也称心脏不停跳手术技术，
是避免心脏停跳手术带来的相关并发症，心胸外科

成功开展体外循环下心脏不停跳的先心病矫正手
术，瓣膜置换，不停跳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特别是严
重的高危冠心病病人，非常适合不停跳搭桥，创伤
小，并发症少。

电视胸腔镜手术技术，俗称“不开胸的胸部手
术”。实施胸腔镜手术是心胸外科常规手术，也是咸
宁市唯一成熟开展此手术科室，可用于肺大疱切除，
胸部创伤，纵膈肿瘤，病肺切除，胸腔镜下手汗症治
疗，特别是胸腔镜下漏斗胸矫正手术是中心医院心
胸外科目前最新独立开展的微创技术。

2012年1月20日，我市首例电视胸腔镜手术下
微创漏斗胸矫正手术患者于今年1月20日顺利康复
出院，标志着心胸外科胸腔镜微创水平再上新台阶。

该患者是一名11岁的男孩，属于先天性漏斗
胸。目前纠治漏斗胸的手术方法有多种,如胸骨上
举术 、胸骨翻转术、硅酮植入成形术等,以上手术创
伤大,术后疼痛明显,术后恢复慢,拆除钢板后部分
矫形不满意。随着1998年微创漏斗胸矫形术开展,
漏斗胸的治疗进入了微创时代,该手术方法在胸骨
下置入尺寸合适的金属矫形器使胸骨抬高,无需切
除前胸壁的软骨,金属矫形器在体内保留2～3年后
取出。该手术创伤少;患儿术后无须长时间卧床,恢
复快。目前该手术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取代传统
方法，但仅大型综合性医院开展此技术，心胸外科依
靠自主技术，独立完成，填补了鄂东南医疗技术空
白。

临床、教学、科研并进 创造新的技术辉煌

11月 14日，经省教育厅批准，医院与湖北科
技学院合作建立我省首个研究生工作站。12月５
日，医院又与德国KTQ顺利签约，实现医院管理
质量与国际化接轨，这些为心胸外科进一步实现
临床、教学、科研齐头并进，再创新的技术辉煌搭
建了更好的平台。

“科室现有医技人员14人，主任医师、教授、硕
士导师1人，硕士研究生2人，主治医生2人，住院医
师2人，结构合理，技术力量雄厚。科室与学院将充
分发挥各自的学科专业优势、平台优势和人才资源
优势，实现优质资源互补，达到双赢局面。”李艳星告
诉记者，目前，心胸外科科室有4项在研的科研课
题。市局3项，省厅1项。力争以后每年至少有1项
市厅级科研项目立项。近一两年内争取建立“心胸
外科”实验室，创建“学习型”科室，并利用医院成为
全科医生培训基地的优势，培养临床、科研、教学相
结合技术人才，创建市级重点专科。

“因为有了心脏的跳动，生命才得以完美。今
后心胸外科将继续与武汉，北京，湖南等大的心脏
中心长期开展技术合作，并与国际接轨，朝着微创
心胸外科方向发展，争取将体外循环手术常规化 ，
造福咸宁患者。”李艳星很有自信地告诉记者心胸
外科近五年来的发展规划。

有同济医院强大的技术、管理支撑，有医院领导
的关心和重视，有主任李艳星教授的开拓和创新，有
科室全体医务人员共同的协作和努力，市中心医院
同济咸宁医院将开启我市心胸外科的新纪元，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让濒临死亡的生命重新绽
放绚丽的色彩。

勇闯禁区 只为心脏自由跳动
——记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心胸外科

记者 刘晖 通讯员 秦桂芳 陈伟琴

心胸外科主任李艳星在手术中心胸外科主任李艳星在手术中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 办公电话：
0715-8135247 院址：咸宁市温泉马柏大道168号

科室简介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

二医院泌尿外科成立于
2003年，经过十余年的发
展现有开放病床40张，科
室有专业技术人员 5 人，
其中副高职称4人，博士1
人，硕士1人，1人担任咸
宁市外科学会常委，形成
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专
业人才梯队。科内现有电
视腹腔镜，前列腺电切镜、
膀胱镜及体外电震波碎石
机等先进的诊疗仪器设
备。

诊治范围：能开展膀胱
癌根治术，前列腺癌根治
术，肾盂肾癌根治术，肾
上腺肿瘤切除术及经皮
肾输尿管镜碎石术等泌
尿系统各型手术。对常
规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治
亦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尤其对前列腺增生、前列
腺炎、尿道狭窄、女性膀
胱颈后唇增生、泌尿系统
炎症、结石、损伤等泌尿
系统疾患及男科学的诊
治有独到之处。

专家介绍 赵正据 男，硕士学历，副主任医师，湖北科
技学院临床学院外科学教研室副主任、附属第二
医院外科主任。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分会
委员，咸宁市外科学会委员，咸宁市医学会医疗事
故鉴定委员会成员。多年来，一直从事骨外科的
教学、科研和临床医疗工作，在国内外杂志上共发
表论文20余篇，著书3部。近5年主讲《外科学》、

《外科护理学》和《外科手术学》多门课。多次被评
为湖北科技学院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等。

主要从事骨创伤、脊柱疾病等的临床及实验
研究。擅长于四肢、脊柱和骨盆骨折的治疗、人工
关节置换手术、椎间盘摘除和人工椎间盘置换手
术、骨髓炎、先天和后天骨畸形的矫形手术、小儿
骨折的微创等方面的疾病诊疗。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科名医名片

专家介绍
余后火 男，主任医师、副教授，咸宁市新世纪高层

次人才，湖北省医学会普外科学会委员，湖北省医学会腔
镜学会委员，咸宁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评委，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先后在空军西安医
大、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进修学习。工作三十余
年来，发表论文20余篇，参编著作5部，科研1项鉴定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擅长于普外科甲状
腺、乳腺、胃、结直肠癌根治术、复杂胆道、肝脏、胰腺手术
等高难度手术，率先在我市开展腹腔镜手术，顺利完成咸
宁市第一例腹腔镜胆襄切除术，第一例腹腔镜阑尾切除
术，第一例腹腔镜索静脉高位结扎术，第一例结肠部分切
除术，第一例卵巢囊肿摘除术，第一例腹腔镜胆襄阑尾联
合切除术，笫一例胆襄卵巢襄肿联合切除术，第一例胸腔
镜肺部分切除术，第一例心脏破裂修补成功，第一例肝叶
切除化治疗泵植入，素有咸宁市腹腔镜第一人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