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19年1月2日星期三
编辑吴笑文 组版胡燕舞 校对刘 洁健康热线

六旬老人捐出器官助3人重获新生
2018 年 12 月 31 日，当获悉家属捐献意愿后，安医

大一附院OPO团队成员孙胜红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帮

助捐献者家属完成器官捐献的相关手续。安医大一附

院器官移植团队接到消息后，立刻在移植工作群中发出

“总动员”，节日休假的工作人员立刻返岗。连夜通知患

者、病房准备、血浆血小板准备、手术室、麻醉科、ICU准

备……每个相关人员在跨年夜随即行动起来。

“患者又呕血了，时间就是生命”。刘鸿（化名）患有

慢加急肝衰竭，肝移植是唯一的重生希望。完成相关捐

献手续后，2019年1月1日凌晨4时，安医大一附院器官

获取团队赶赴高新院区手术室。清晨6点37分，获取结

束。通过系统，器官被统一分配到安医大一附院。7点，

肝移植手术紧张进行。与此同时，捐献肾脏修整、肾移

植配型等同步进行。中午 12 时，肝移植顺利结束。下

午4时，两台肾移植手术顺利完成。

在众人的接力奋斗下，64岁老人捐献器官的大爱之举

帮助了3人重获新生，新年第一天“最美礼物”情暖江淮。

我国公民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
已位列世界第二

据安医大一附院 OPO（器官获取组织）办公室负责

人朱乃庚介绍：器官捐献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潜

在捐献者是否符合捐献条件，医学标准评估潜在捐献器

官是否适合进行器官移植；直系家属依法自愿签署器官

捐献各项文件，并由有资质的器官获取组织获取器官，

捐献器官根据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分

配给最需要的待移植病人。器官捐献与移植需要多学

科多部门的协调合作，不仅需要严谨精湛的手术操作，

还需要充分的术前准备和精细的术后监护，更离不开器

官捐献协调团队的奔走联络。

近年来，我国公民的器官捐献意识逐渐增强，中国

公民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已位列世界第二。越来越多

捐献器官的大爱之举，让生命得以用另一种方式，在他

人身上延续。

据了解，2018年，安医大一附院完成了国内首例直

升机转运心脏移植，并完成肾移植150例，肝移植19例。

癌痛10级！
腹腔神经丛毁损术10分钟解痛
我省首例超声引导下前路腹腔神经丛
毁损术成功实施

星报讯（项娇 郑慧 记者 马冰璐）65岁的胆囊

癌患者被癌痛折磨得痛不欲生，经评估，疼痛等级

达到10级，各种止痛药物都“束手无策”，最终，腹腔

神经丛毁损术 10 分钟解痛。昨日，记者获悉，我省

首例超声引导下前路腹腔神经丛毁损术成功实施。

65岁的高先生是一位胆囊癌患者，由于病程已

进入晚期，伴多发转移，高先生的上腹部及右肩部

疼痛症状剧烈，疼痛等级评估达到10级（10级表示

剧痛，为疼痛评估最高等级），各种止痛药物都不能

缓解，高先生被癌痛折磨得痛不欲生。

在安医大二附院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疼痛病

房，专家团队经过仔细检查、病情分析、疼痛评估

后，为高先生实施了超声引导下前路腹腔神经丛毁

损术，用 20 毫升无水酒精破坏了腹腔神经丛，仅仅

10分钟时间就奇迹般的解决了高先生的癌痛。

据悉，超声引导下前路腹腔神经丛毁损术此前

在我省尚为技术空白。癌痛是癌症患者最常见和

最难以忍受的症状之一，据该院麻醉与围术期医学

科副主任医师翁立军介绍，一般来说，国际上流行

公认的癌痛药物治疗一般有三阶梯原则，三阶梯药

物治疗可以使90%的晚期癌痛患者缓解疼痛，但仍

有部分患者治疗无效。“高先生就属于药物治疗无

效的这类患者。最近一个多月，他一直靠口服大剂

量阿片类药物来减轻疼痛，效果并不理想，而且伴

随而来的是恶心、呕吐、便秘、小便困难等副作用，

患者的精神状况也非常不好。”

术后当天，高先生即停用了止痛药物，且恶心、

呕吐、便秘、尿潴留等症状及食欲、睡眠、精神状态

均得到明显改善。另据了解，安医大二附院麻醉与

围术期医学科已于日前开设疼痛病房，疼痛治疗不

仅仅有药物，还可以通过神经阻滞、理疗等方法进

行治疗。

根据“1234567”原则安排一日三餐
读者：糖尿病患者一日三餐该怎么吃？

郑红英：糖尿病患者可以根据“1234567”原则安排

一日三餐：一个鸡蛋、一袋牛奶；二两瘦肉，鱼肉更好；三

两豆腐，营养丰富；四两水果，控制少吃；五两主食，粗细

搭配；六两蔬菜，适当多吃；七八分饱，效果最好。

放慢吃饭速度，少食多餐
读者：自从得了糖尿病，就再也没能吃过饱饭，怎么

才能不饥肠辘辘呢？

郑红英：放慢吃饭速度，每口饭菜嚼15~20次下咽；

讲究吃饭顺序：汤-蔬菜-肉-主食-蔬菜；少食多餐，分

餐解饿；细粮搭配粗粮；降低多盐口味。

提倡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读者：哪些运动适合糖尿病患者？

郑红英：运动有益身体健康，科学运动对糖友们也

益处多多。糖尿病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和运

动习惯，选择一项适合自己又便于坚持的运动。运动量

太少，达不到运动治疗的目的；运动量过大，又会造成对

身体的伤害，使病情加重，所以提倡中等强度的有氧运

动，比如快步行走、慢跑、做广播操、打太极拳、爬楼梯、

骑自行车、健美操、交谊舞及游泳等。

不应当空腹时运动
读者：我听说，如果身体评估后没有运动禁忌症的

话，健步走是糖尿病患者的首选运动方式，那么健步走

需要注意什么呢？

郑红英：1、运动着装轻松舒适。

2、糖尿病患者应选择一双柔软舒适的鞋子。

3、运动时携带糖果、饼干、果汁等能快速补充糖分

的食品，以备发生低血糖时食用。注射胰岛素与运动间

隔时间至少为1小时，如少于1小时，应避免将胰岛素注

射在经常活动的部位，如可将胰岛素注射在腹部。

4、运动时注意补充水分, 以补充水分和氧的消耗。

5、不应当空腹时运动，如果餐后立即运动也会影响

食物的消化、吸收，应在餐后1小时左右开始运动。运动

中要注意饮一些白开水，以补充水分和氧的消耗。

6、血糖＜5.5mmol/L 吃适量食物再运动，血糖＞

16.7mmol/L避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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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一日三餐该怎么吃？自从得了糖尿病，

就再也没能吃过饱饭，怎么才能不饥肠辘辘呢？2018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30～10：30，本报健康热线

0551-62623752，邀请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

分泌科护士长郑红英与读者交流。

□ 王异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3例器官捐献移植顺利完成“生命接力”

新年第一天，六旬老人捐出器官

肿瘤病人如何安然过冬？肿瘤病人冬季如何

进补？2019 年 1 月 4 日上午 9：30～10：30，本报健

康热线0551-62623752，将邀请安徽省针灸医院肿

瘤科主任曾永蕾与读者交流。

曾永蕾：主任医师，擅长运用中医、中西医结合

理论与方法治疗肿瘤，在防治肿瘤放化疗及靶向治

疗所致副反应、中晚期肿瘤的综合治疗方面积累了

丰富临床经验。 □ 李晋 记者 马冰璐

□ 预告

新年，新生。2019年1月1日

清晨5时，安医大一附院高新院区，

一位64岁的老人脑损伤导致脑死

亡，捐出一个肝脏、一对肾脏和角

膜。1月1日清晨6时，安医大一附

院中心手术室。51岁的肝衰竭男子

刘鸿（化名）收到了他生命中最珍贵

的“新年礼物”——捐献肝移植。

□吴鹏伟记者马冰璐

近日，合肥市疾控中心联合蜀山社区举行“美好

青春我做主”红丝带青春校园行活动，通过主题访

谈、互动问答、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为大学生们上

了一堂生动的防艾知识公开课。

□ 王永生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糖友”一日三餐怎么吃？
不妨按“1234567”原则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