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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9时05分，西藏自治

区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

震。学校迅速响应，参加上海紧

急援助工作。

医者如光、虽微致远。援藏

10天中，复旦上医人与当地干部

群众密切配合，发扬“缺氧不缺

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的精神，

克服诸多困难挑战，有力支持了

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推进。1

月 16 日，圆满完成这次救援任

务。

凌晨出发

当天下午，附属华山医院内

部开始组织支援日喀则的预报

名，大部分医生都报名了。第二

天凌晨三点多，援藏团队在医院

集合，乘六点四十的航班，飞往

西安中转至拉萨，最后于当晚六

点三十分左右抵达日喀则。

赴日喀则工作的上海市第

十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 24 名

队员和首批上海援藏医疗队 12

位成员中，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医

院的医疗队员就有13位，包括：8

名“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员——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孙希才、陈

佳华，附属华山医院狄扬，附属

中山医院刘腾飞，附属儿科医院

孙成君，附属妇产科医院孟申，

附属肿瘤医院张睿卿，附属华东

医院韩力；5 位上海援藏医疗队

成员——附属华山医院李先涛、

刘飞利、杨磊、鲁琳、秦伟成。

连夜手术

附属华山医院胰腺外科医生

狄扬说，“地震发生后的一个小时

不到，我们就在工作群里报备各

自位置，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

备。”第二天下午1点多，他抵达日

喀则市人民医院。

“一到灾区，我们就马上投入

救援工作，有的同事因高原反应强

烈，还需要吸着氧做手术。”狄扬

说，有3名重症患者被分诊到了他

所在的普外科，其中有1名危重的

多发伤患者。”在与当地医生讨论

后，狄扬决定与介入科医生马晓

云，连夜为患者进行微创介入手

术。

手术历经 2 个小时，非常顺

利，狄扬的心也定了下来。但当

他在手术后坐起时，氧饱和度只

有73%，明显低于正常水平，还出

现了胸闷气急的情况，一时喘不

过气来，半个小时才缓和下来。

另2名重伤员是11岁的多发

伤孩子，和70多岁的晚期胃癌患

者，被石块砸中腹部，肿瘤破裂出

血，送来的当晚我们就进行了急

诊手术，情况都稳定了。

从海拔2米到3850米

支援日喀则的那几天，医生

们九点十五出发，九点半到医

院。因为有时差，早上刚起来的

时候，外面都还是乌黑的，收拾好

准备出发时天才刚刚亮。到医院

后就开始查房、检查、改医嘱，晚

上九点半左右回酒店。从一月八

号晚上抵达开始，每天约12个小

时待在医院。在上海时一天也就

几千步，在日喀则的时候每天都

是一万多步。

后续救治时，余震其实也没

停过，但最强烈的一次也只是感

觉稍微晃了晃。跟余震相比，最

大的问题还是缺氧。从机场到医

院的车上，就已经有一种晕晕乎

乎的感觉。

到了医院，每个人分到一个

1.5升左右的小氧气钢瓶，能把氧

饱和度恢复到九十以上。一上午

三四个小时，一个人就要用掉一

个小氧气瓶。

“力争不出现意外伤亡”

在ICU的那些天，李先涛遇

到最多的就是外部撞击导致肺部

受损的重症病人。对这些病人进

行气道插管和后续处理，各有各

的难度，也各有各的机缘。

重症监护室里，不管是来自

“国家队”、自治区的支援力量还是

本地的医护人员，都对自己有要

求：送到这儿来的病人，争取不让

任何一个人出现意外伤亡。在治

疗中，该手术的要尽早手术。除了

早期稳定病人生命体征，对于有手

术指征的患者，力求通过手术把影

响病情的不稳定因子去除。同时，

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少折腾，不

折腾”，选择对病人损伤最小的方

案、最必要的检查，给予最佳治疗

方案。

有一名65岁的藏族奶奶身上

多发肋骨骨折，肺呼吸功能也受影

响。经过前期的治疗，输氧后她的

换气功能一直在改善，但呼吸和咳

嗽的力量恢复效果并不显著。准

备下一步治疗的时候，团队就开始

纠结——如果这个时候拔掉管子，

肺部感染的概率是低的，但如果因

为病人力量不够导致痰咳不出来，

感染就会加重。团队要在这两点

中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还有一个办法是切开气管。

转入ICU时病人有气颅症状，拔管

后如果病人情况恶化，有些措施上

不去。鉴于这种情况，理论上应当

更倾向于做气切。切开之后呼吸

机可以随拿随接，这样病人的安全

是有保障的。但切开气管对病人

有损伤，病人后续需要长期待在监

护室，也可能也会感染。考虑到当

地的习俗传统和医疗照护条件，不

气切是最好的选择。

转机发生在第六天下午，例行

查房的时候，我们看到她的呼吸不

如原先急促，力量也上升了一些。

第七天，在确认病人各项指标稳定

之后，李先涛就拍板决策，在这个

窗口期拔管。拔管之后，再加上了

吹气、抬头、震动一系列肺部的康

复练习，肺功能的综合性上去之

后，病人就慢慢好起来了。

李先涛回忆：“说实话，当时没

有压力是不可能的。联合查房时，

另一位队长提醒‘你们要不要再考

虑下，这个（病人拔管）不一定能成

功的。’我回答‘就当给我们一个机

会努力一下。实在不行，我们再考

虑其他的治疗方案。’敢说出这句

话，一是因为我们有一定的信心，

第二也是真的想给病人一个机会，

希望能够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

的健康。

经过近十天的救治，1月16日

下午，李先涛团队负责的所有重症

病人都脱离了危险，从ICU转入普

通病房。 来源：复旦上医

与时间赛跑，复旦医生在定日地震灾区

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在福建省

输出建设的3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在福建省2024-2025年第一批次

三级医院评审中获得佳绩，其中，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

院区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

建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厦门医院确定为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福建省肿瘤医院（复旦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确定为三级

甲等专科医院。 文\王怡

三项目在福建获佳评三项目在福建获佳评

复旦上医援摩洛哥塞达特医

疗队工作交流会2月18日举行。

会议既对本批援摩医疗队工作进

行阶段性总结，又对复旦上医进

一步服务援摩医疗事业进行动员

与部署。援摩医疗队队长、中山

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姜允琦汇报

了援摩期间的工作进展与未来计

划。过去一年来，复旦上医援摩

医疗队在队内形成了良好的分工

合作模式，克服语言、文化和医疗

条件等多重挑战，以精湛医术救

死扶伤，向百姓开展医学科普传

播，向当地医生传授多项医疗技

术，向驻地医院捐赠药品和医疗

器械，生动诠释了“不畏艰苦、甘

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

中国医疗队精神。

来源：医院管理处

援摩医疗队交流工作经验援摩医疗队交流工作经验

部分2型糖尿病患者药物缓

解 坚 持 运 动 饮 食 后 可 停 药 逆

转。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科李

小英、李晓牧教授团队联合南方

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张惠杰教授

团队1月22日在《英国医学杂志》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

发表“达格列净联合生活方式干

预在超重或肥胖2型糖尿病患者

中可达到糖尿病缓解：一项多中

心、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临床

研究”，这一成果为我国广大2型

糖尿病患者病情逆转开辟了新

道路，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

值。

既往缓解糖尿病非药物方

式有代谢手术、生活干预，但代

谢手术费用高、有急慢性并发症

风险，生活干预依从性差、临床

应用也有其局限性。基于此，寻

找患者易于接受的、安全的 2 型

糖尿病缓解手段，是内分泌科临

床医生亟待解决的难题。

此次研究招募了 328 例肥

胖或超重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于

2020 年 6 月正式入组。这其中，

一半患者接受钠-葡萄糖共转

运蛋白 2 抑制剂达格列净口服

联合中等强度生活方式干预，另

一半仅采用中等强度生活方式

干预（每日热量摄入减少 500 至

750kcal）。为期 12 个月的研究

发现：前者干预糖尿病缓解率明

显更优，体脂、血压、血脂的改善

情况更为出色，且整体安全，未

出现发生率明显增加的不良反

应。

值得惊喜的是，研究开展至

今，患者坚持饮食运动控制，最

长的两年多至今未再使用降糖

药。这证实了药物干预可有效

缓解超重或肥胖患者的2型糖尿

病，降低体重之时改善代谢危险

因素。

论文链接：
https://www.bmj.com/con-

tent/388/bmj-2024-081820

来源：中山医院

附属中山医院突破附属中山医院突破22型糖尿病缓解研究型糖尿病缓解研究

公共卫生学院吴凡团队近

期 在 神 经 病 学 领 域 期 刊 Al-

zheimer’s & Dementia 上发表论

文，证实中老年人群保持适中

的睡眠时长（6-8 小时每晚）可

显著延缓认知功能衰退，且提

示针对睡眠模式的干预应同时

进行针对体力活动的干预以最

大 化 对 于 认 知 功 能 的 保 护 效

应。为通过平衡体力活动及睡

眠时长的干预措施来延缓认知

功能衰退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

据。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02/

alz.14212 文\葛 慧

中老年人群保持适中睡眠可延缓认知功能衰退中老年人群保持适中睡眠可延缓认知功能衰退

基础医学院潘东宁团队在

《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

cations）期刊 2 月 10 日发表论文,

揭示KMT5C通过非催化机制调

控肝糖异生的新范式，突破了

KMT5C表观修饰酶功能研究的

传统框架。

原 文 链 接 ：https://doi.org/

10.1038/s41467-025-56696-y

来源：基础医学院

揭示揭示KMTKMT55CC非催化性新功能非催化性新功能

①复旦上医人出发 ②狄扬在救治伤员

③李先涛（右一）和同事们抢救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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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突破地域

限制，下沉优质资源，多个项目上

榜“5G+医疗健康应用试点全国

优秀项目及通过验收项目”。在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近期公布的

榜单中，我校共获评 4 个优秀项

目，通过验收项目7个。

优秀项目分别为中山医院

《基于边云协作的国家委属大型

综合医院 5G 特色智慧健康管

理》、华山医院《5G架构下神经学

科远程智慧诊疗体系建设》、眼耳

鼻喉科医院《基于5G技术的眼耳

鼻喉疾病远程诊断信息平台应

用》、儿科医院《基于5G的新生儿

急救转诊模式创新示范平台建设

与试点应用》。

来源：医院管理处、各附属医
院、医学宣传部

健康应用健康应用““复旦方案复旦方案””获优秀获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