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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华医学会第十九届骨科学术
会 议 暨 第 十 二 届 COA 国 际 学 术 大 会
（COA2017）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圆满落
幕。本次大会通过多种形式，集中体现了
一年来骨科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最新研究
成果，展示了最新技术和临床进展及趋
势。

我院创伤关节骨科一病区医师王小
芃的论文《辅助中国笼牵引指套经皮克氏
针固定治疗 Bennett 骨折》，在 2 万多篇论
文中“杀出重围”，获得“中青年优秀论文
综合组一等奖”。

王小芃的论文获大奖，打破了长期以
来由“北上广”等先进城市骨科专家在这个
奖项上的“垄断”。我院创伤关节骨科一病
区主任周建飞感慨地说，王小芃的获奖是
集体智慧的结晶，把我院骨科学术水平拉
上了一个台阶。

两年时间研究出治疗“利器”

“对于大部分第一掌骨基底部骨折-脱
位患者来说，在治疗过程中用手握纵向牵
引的传统复位办法，可能会造成复位过度、
复位不足、不好稳定等情况，导致患者拇指
功能恢复不理想。”王小芃表示，而且在该
骨折手术中，医护人员需要一边通过 X 线
光机透视，一边徒手进行骨折复位、穿针。
虽然有一定的辐射防护措施，但对于常年
累月在放射线下工作的医护人员来说，还
是可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健康伤害。

如何成功进行手术，又对医护人员进
行了保护，成为王小芃经常思考的问题。

2015 年，王小芃在香港学习手足关节镜期
间，看到了一种腕关节纵向牵引技术。他想
能不能把这种牵引原理，也运用到拇指掌
骨基底部骨折-脱位复位中来呢？

王小芃回来后立即着手研究，翻阅了
大量文献资料，他发现“中国笼”越拉越紧，
且均匀受力特点，可以运用到手部牵引。而
且他还成功地寻找到了既便宜又实用的材
料，最终设计出了骨折牵引复位装置的雏
形。但遗憾的是，虽然这个装置可以稳定地
牵开腕关节，但是不能良好的复位骨折。

“换个角度观察事物，我们可能发现不
一样的风景。”王小芃换了一个角度，把立
着牵引变成横着在桌子上牵引，牵引重量
不再是上肢的恒定重量，而是可以任意调
节的砝码重量，借助手与手术台布的摩擦，
从而进行精确的微调，达到良好复位骨折
的效果。

同时，王小芃在科室主任周建飞的指
导下，在两年时间里，把骨折牵引复位装置

这一“利器”不断完善，提出了更佳的手术
技巧和操作流程，很好运用到了临床中，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

两万多篇论文中“杀出重围”

为了让这一“利器”让更多医生了解，
使患者受益，王小芃将“利器”的“前世今
生”进行梳理总结，最终形成了论文《辅助
中国笼牵引指套经皮克氏针固定治疗Ben⁃
nett骨折》。

2017 年 11 月 15 日至 18 日，由中华医
学会骨科学分会主办的第十九届骨科学术
会议暨第十二届COA国际学术大会召开，
来自世界 31个国家和地区的 2.3万多名代
表出席，国内外骨科界各“大腕级”知名专
家悉数到场。此次大会收到投稿论文近2.3
万篇，王小芃也积极投稿。经过层层筛选，
王小芃的论文获得了“中青年优秀论文”入
围演讲评比，在现场分享自己的观点。最
终，王小芃的论文脱颖而出，获得“中青年

优秀论文综合组一等奖”，而这也是市中医
医院在此项奖项上“零”的突破。

“我的论文能够获奖，不仅仅是我个人
努力，更凝结了医院团队的汗水。”王小芃
说，市中医医院骨伤科是国家中管局重点
专科，创伤关节一病区作为以四肢创伤、骨
关节疾病、手足外科、运动损伤疾病为研究
重点的科室，学术氛围浓厚。每两周，医院
骨伤中心都会进行学术交流，每周创伤关
节一病区的医生还会就一周临床中遇到的
问题进行专题探讨。

因此，王小芃在医院工作的这些年，在
上级医师的引导下，不断成长和进步.他表
示此次的成绩的取得，与大家的帮助分不
开，而这个荣誉也是市中医医院集体的荣
誉。据了解，此次王小芃获奖论文中提到的
拇指掌骨基底部骨折牵引复位装置，只是
科室众多创新、改良之一。王小芃表示，还
将继续努力，和同事一起，为患者带来更多
福利。 （周仟仟）

在一些人看来，骨科手术无非是用各种工
具敲敲打打，将螺钉、钢板、钢针等进行简单地
组合，恢复人体的正常功能。但在我院脊柱骨
科二病区医生兰曦眼中，骨科手术不是单纯的
一门技术，其与工匠的区别在于，必须有与病
人感同身受的体会才能抚平他们的伤痛。

秉承这个信念，兰曦在临床中总是为患者
着想，从检查到治疗，处处为病人精打细算，获
得了患者及医务人员的广泛好评。2017 年 9
月，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在南宁召开，兰曦成为我市参加本次团代会的
唯一一名一线青年医生。

业务技能不断提升

“穿上白大褂，就要切实履行医生的职责，
最大程度地为病人解除痛苦。只有不断提高自
己的技术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从 2015年来
到我院接收第一个病人起，兰曦就对自己提出
了明确的要求，并通过不断钻研、积累临床经
验，提高业务技能。

2016年，我院与三江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组建紧密型医联体。为提高三江县中医医院医
疗水平，更好地服务当地百姓，我院不断派医
生前往三江支援医疗体建设，兰曦也主动报名
参加，于当年12月前往三江。

“在三江那边看病和市里差别很大，因为
受到人员、设备等条件限制，很多手术都开展
不了，有些患者因缺乏及时的治疗手段而贻误

病情。”来到三江之后兰曦发现，当地不仅医疗
水平比较滞后，医生也奇缺。三江一些居民种
有茶叶，在山坡上摘茶叶，时常会有滑倒、跌伤
的情况出现，因此外伤患者较多。此外，受地理
环境影响，当地时常有毒蛇出没，居民一不小
心就容易被毒蛇咬伤。但那时，即便加上他，科
室一线也仅有 4名临床医生，每天至少要开展
5至 6台外伤手术。为了及时为患者解除病痛，
他只能加班加点，有时手术甚至要从早上做到
半夜。

虽然每天都很辛苦，但兰曦进步很快，刻
苦的关节外科理论学习和手术操练，使他已经
能够熟练完成各种常规手术。更让兰曦欣喜的
是，在三江还能接触到很多市区不常见的病
例，如今不少高风险复杂手术他也能够胜任
了。

医治患者无微不至

常规的派驻时间是 3 个月，按理说，2016
年 2月兰曦就要返回我院了，但看到当地医疗
人员紧缺的状况，兰曦主动申请延长派驻时
间，继续服务当地群众。

“当地贫困居民较多，有时患者来医院看
一次病，光赶路就要花一上午的时间，途中
还要换乘好几次摩托车、公共汽车才能到
达。”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患者，兰曦会跟相
关科室沟通联系，尽量在当天做完检查，尽
快明确诊断给予及时治疗。“对于患者来说，

尽快治疗完毕就意味着能够尽快赶回家，否
则，食宿费用对于他们来说，也将是一笔不
小的开销。”兰曦说。

此外，当地不少居民由于信息相对闭
塞，对于一些疾病的了解不够，遇事容易惊
慌失措。他曾遇到过一位被毒蛇咬伤的患
者，伤口在大腿处，由于凝血功能障碍，伤
口大量出血，为了避免毒素进一步扩散，打
完血清后，还要进一步将患者坏死的肌肉清
除。见此情形，患者母亲十分惊慌，心理负
担很大。这时，兰曦除了医治患者的外在疾
病，还每天抽时间对患者和家属进行心理疏
导和安抚，最终在医务人员的鼓励下，患者
情况好转，其母亲十分感激。

“问候、倾听、俯身、触摸，是我院院长
倡导医务人员在平时看诊中需要做到的，也
是我自己的临床工作准则。”在兰曦看来，只
有通过耐心倾听每一位患者的讲述、认真地
分析，才能和患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遇到
有心理问题的患者，就能及时进行心理疏
导，从而教会他们释放心理压力的方法，更
好地治疗疾病。

半年的派驻工作很快结束了，兰曦再次
回到我院骨科岗位上，对于如今的他来说，
不仅医术提升，对于治病也有了更深的体
会，许多患者看完病后经常会说：“不用吃
药，跟兰医生聊几句天，就觉得病好多啦！”

(韦安)

燃烧激情灵感 绽放青春光彩
——我院医师王小芃获得第十九届全国骨科学术会议“中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纪实

用爱心温暖患者心
——我院医生兰曦用精湛医术体现医生价值

（上接一版）“通过为期 3 年
的跟师学习、临床 （实践）
和理论学习，继承人将成长
为中医药理论基础扎实、坚
持中医原创思维、临床 （实
践） 能力较强、具有良好医
德医风的中医药骨干人才。
继承人结业时通过论文答辩
后，还可申请高一级专业学
位。”

医学没有捷径，但“师
带徒”可以让年轻医生少走
弯路。我院十分注重中医药

“师承”，2004 年开始启动第
一批“师带徒”工作，赵先
锋就是关建国的第一批学
生。在赵先锋看来，老师关
建国工作认真负责，临床经
验丰富，平时善于总结，还
愿意毫无保留地传授，很多
他自己摸索多年都无法解决
的问题，最终都能在老师的
帮助下茅塞顿开。“此次成为
继承人后，将原有的传承上
升到了国家层面，学习将更
加系统、全面，对于我自己
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希
望能够更好地将中医传承发
扬。”赵先锋说。

对张大成而言，能够跟
师学医还是第一次，特别是
向国家级名医求教，机会十
分难得。他表示，每周三的
上午，作为名老中医的关建
国老师都会来肾病科查房，
老师的一些见解和“独门秘
籍”让他十分受益。如今正
式拜师学习后，他不仅能专
门抽出时间整理老师的学术
资料，还能掌握技术的精
髓，这种实践加理论的深造
经历让他非常受用，他将好
好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

（韦安）

急诊科里的生死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