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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中西医结合
课题研究

在长期从事危重症治疗过程
中， 创新工作室人员发现， 病人
无论是心脏、 还是肺部等器官的
问题 ， 一旦疾病时间长了 、 重
了， 第一个受到打击的器官就是
胃肠道。

“比如我们正常人感冒时很
明显的一个反应是不想吃东西，
这说明我们的胃肠道功能变差
了。 在危重病患者身上， 这个问
题更加明显。” 周冠华告诉记者，
“无论是肝衰竭、 肾衰竭 ， 还是
心衰竭， ICU都能够开展很多救
治， 但唯独对胃肠道没有很好的
办法去改善它的功能。 所以在这
方面我们想做一些工作， 发挥中
医的一些特点， 在病人胃肠道功
能衰竭之前， 先进行干预。”

美国曾经开展过一个研究项
目， 叫做 “大便移植”。 它是将
正常人肠道中的益生菌进行提取
培养， 当患危重病时， 将菌群注
入胃肠道， 保障胃肠道机能。 接
受这一治疗的病人恢复的很好，
疾病死亡率也明显下降， 保证了
危重病人的救治。 这给了周冠华
很大启发。 “我觉得将中医运用
到危重病， 是一个很好的理念，
它能够在危重病治疗方面发挥一
定作用。” 周冠华说。 于是， 大
兴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
胰腺炎这一课题便应运而生。 科
室还专门引进一位中西医结合领
域的研究生， 开展中西医结合治
疗重症病的研究。 通过西医的技
术手段， 加上中医一些汤药、 制
剂等的手段治疗危重病， 取得了
非常良好的效果。

40多例重症胰腺炎患者
转危为安

重症急性胰腺炎属于急性胰
腺炎的特殊类型， 是一种病情险
恶、 并发症多、 病死率较高的急
腹症 ， 它占整个急性胰腺炎的

10%-20%， 死亡率达30%。 重症
急性胰腺炎患者会出现严重炎性
反应 ， 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
亡， 最严重的就是胃肠道功能的
衰竭， 使得消化吸收功能严重障
碍 ,营养素摄入和胃肠道内的细
菌向外扩散， 形成腹腔炎症和胃
肠道水肿以及菌血症等危及生命
的并发症。 周冠华带领小组成员
经过反复研究， 结合中药内泻热
结的功效， 将空肠营养管伸进小
肠内直接给药， 刺激胃肠功能的
恢复， 减少胰液渗出， 从而减轻
患者炎性反应， 远隔脏器损伤，
预防多脏器功能衰竭的发生， 提
高患者治愈率。

目前， 创新工作室已经开展
了40余例重症胰腺炎患者的诊
治， 通过中药早期介入， 维护患
者胃肠道功能 ， 取得了良好效
果。 大兴区卫生系统一位职工的
家属患重症胰腺炎， 到市区一家
医院就诊。 当时病情很严重， 该
医院建议做开腹治疗， 但这种治
疗的效果很不理想。 后来， 病人
转到大兴区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
接受治疗。 “我们通过中西医结
合的治疗方案 ， 为患者进行诊
治。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 患者
明显好转， 目前已经回家休养，
生活质量很好。” 周冠华说。

还有一例再发性急性胰腺炎
患者， 当时已经出现脏器功能衰
竭、 呼吸恶化等症状， 通过科室
工作人员放置空肠营养管， 加上
呼吸机等一系列辅助治疗， 最终
也安全出院。 “这个病人我们一
直进行追访， 后期还对其进行饮
食指导 ， 这段时间恢复的也很
好。” 周冠华告诉记者， 多年来，
重症监护室治疗的重症胰腺炎病
人几乎没有死亡过， 还有一些专
门从市里医院转过来接受救治的
病人， 目前恢复的都很好。

据介绍， 中西医结合治疗重
症胰腺炎的优势很大， 利用中医
的早期干预， 打通了整个胃肠系
统， 保护了整个胃肠道菌群的稳
定 。 同时 ， 通过中药的消炎作
用， 让胃肠道第一时间被利用起

来， 不会对进食产生影响， 这对
于危重症病人来说非常重要。 这
个团队继续请教著名中西医专
家， 正在研究中医在除了重症胰
腺炎以外的重病治疗中的应用。

开展创新研究
填补多项诊疗技术空白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胰腺
炎课题研究的基础上， 创新工作
室又衍生出其它的相关研究， 例
如危重病人早期肠道保护治疗、
创伤病人的中西医治疗等， 均取
得良好成效。

此外， 在周冠华带领下， 创
新工作室还开展持续床旁血液净
化和PICCO检测等新技术 ， 提
高了危重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填
补了大兴区多项诊疗技术空白。

在重症监护室建立中期， 率
先在大兴区建立了营养配液室，
将营养与疾病结合起来， 这在当
时非常先进。 在血液净化治疗方
面， 创新工作室将血液净化应用
于对感染的控制， 通过血浆置换
来治疗肝功能衰竭。 创新工作室
还引进了PICCO检测设备 ， 有
助于及时查明病人患病原因， 并
针对病因及时开展抢救治疗。

不久前， 一位心脏手术病人
术后血压不稳定 ， 通过PICCO
设备进行检测， 进一步明确了病
因， 并进行稳步治疗。 “现在，
我 们 还 有 两 个 病 人 上 PICCO。
一个已经通过针对性治疗恢复
了 ， 另外一个病人通过PICCO
分析出是由于感染性的血管张力
差导致病情不稳， 目前正在进行
治疗。” 周冠华说。

完善创新工作室
人才梯队建设

与其他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不
同， 大兴区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
属于完全综合性的科室， 涉及到
内 、 外 、 妇 、 儿等多个领域 。
“我们的病人很杂， 涉及到方方
面面的疾病， 这是最困难的事。
有很多以前没见过的疾病， 像重
金属中毒等 ， 这些年也开始出
现。” 周冠华说。 因此， 对医生
的综合能力要求更高。

为加强人才梯队建设， 提高
科室整体业务水平， 周冠华提出
并组织跨领域、 跨专业查房。 每
个月， 他都邀请一位全国著名专
家进行查房， 针对典型病例为科
室医护人员进行分析、 讲解。 同
时， 举办不同医院重症医学科之
间的病例讨论会， 交流经验。

医学只有在不断摸索中才能
前进， 当发现一种新的疾病或者
难解决的问题， 科室工作人员还
会查阅文献， 进行讨论， 讨论后
依然不明确的， 就找具有这些专
长的医院协助治疗。 目前， 科室
与协和医院龙云教授达成紧密联
系 ， 通过微信 、 网络参加其教
学、 查房等。

“每天 ， 我们都要不断学
习。 我们有一位大夫正在读著名
医生的博士研究生， 还有大夫在
协和医院进修， 现在， 科室共有
1个正高， 3个副高， 剩下的都是
主治医， 人才梯队已经成功搭建
起来。” 周冠华说。

ICU里的生命守护者
———大兴区人民医院周冠华劳模创新工作室侧记

“好医生不仅意味着优秀的工作业绩， 更意味
着高尚的医德操守， 良好的职业素养与崇高的品格
情怀， 简而言之， 做医生， 不仅要有一双妙手， 更
要怀有一颗仁心。” 在首都医科大学大兴区人民医
院重症监护室 （ICU），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科室
主任周冠华时刻提醒着团队成员。

作为大兴区首家以劳模命名的创新工作室， 科
室承担着医院危重病人的治疗及抢救工作， 通过开
展新课题、 新技术的研究， 大大提高了危重病患者
的抢救成功率， 填补了大兴区多项诊疗技术空白。
目前， 科室共有10名大夫， 其中拥有高级职称人员
3名， 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人才梯队建设。

周冠华 （左一） 对科室人员进行指导

周冠华 （左二） 与科室工作人员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