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婕：以仁心仁术守护女性乳腺健康
□ 记者 彭蔚 冯政 特约记者 夏自宇 通讯员 鲁萌 胡艺之

马婕，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副主任医师，中共党员，荆州市中心医院乳腺科
二病区主任。

人 物 名 片

门诊、病房、手术……她每天马不
停蹄，一心扑在攻克乳腺癌的诊治中，
从不断学习、实践和钻研中厚积薄发，
只为在治愈顽疾时，既能守望患者的生
命健康，也能为她们留住美丽。

心济癌病
对抗“最毒”乳腺癌

54岁的张女士（化姓）发现自己右
乳有包块已经五六年。一年前，她发现
包块破溃，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痛苦不
堪的她在家人陪同下找到了荆州市中
心医院乳腺外科，经切取病理活检证实
为右侧三阴性乳腺癌并右腋窝淋巴结
转移。此时的她，由于患病时间长，整
个人基础状态较差，身体消耗严重。

被称为“粉红杀手”的乳腺癌，是中
国女性发病率第一的恶性肿瘤，其中，
三阴性乳腺癌因侵袭性强、复发率高和
预后较差，被称为“最毒”乳腺癌。

在马婕的建议下，张女士接受了8
个周期的化疗，肿瘤退缩明显，破溃区
域完全退缩。此时，马婕团队为她做了
单侧乳房切除和腋下淋巴清扫，术后补
充放化疗。张女士又接受了 1年时间
的强化治疗，之后每3个月做1次复查，
如今恢复状况良好。

“病得这么重，我曾经想过放弃。
很幸运遇到了好医生，救挽救我的生
命。”这是张女士对马婕的深情致谢。
讲到激动时，她不禁红了眼眶。

探微求精

为患者重塑“完整”
对于一名医者来说，最大的成功莫

过于帮助患者从绝境中重新站起来。
在更多乳腺癌患者眼中，马婕不仅帮她
们保住生命，同时也不必放弃美丽。

47岁的王女士（化姓）因彩超发现
左乳有一个 2.5cm×2.0cm 肿块而入
院，之后的乳腺钼靶和MR检查高度怀
疑乳腺癌。马婕结合术前检查后评估，
认为患者具备保乳指征。结合患者和
家属的意愿，她带领团队为患者施行了
左乳保乳术。术中快速病理诊断左乳
肿块为原位癌，其它组织和淋巴结均未
见癌组织。术后，患者乳房外形没有变
化，很快康复。

目前，乳腺癌的5年生存率已经达
到90%以上，但保乳率依然不高。

“保乳有适应症，有的是病情不允
许，有的则是患者不接受，会担心保乳效
果不如全切。”马婕说，很多女性在乳房
全切后失去自信，甚至产生严重的心理
问题。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乳房重建已
成为乳腺癌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乳腺腔镜手术是近年来乳腺外科技
术的重要发展方向，它整合了传统乳腺
手术、腔镜手术和乳腺整形手术的优点。

“手术会在腋窝处开一个口子，腔
镜通过这里进入，切除全部乳腺，并植
入假体。腔镜和重建结合，做到了基本

无痕。”马婕说。
从业 17年，马婕经过反复临床论

证，积累了丰富的乳腺疑难重症诊疗经
验，为初诊早中期、病情复杂或转移复
发的乳腺癌患者提供精准、规范、合理
的个体化诊治方案。她希望，乳腺癌患
者都能健康离开病房，同时避免给身体
带来伤害。

微信“话疗”
她是患者心中的“暖医”
乳腺癌术后复发的高峰期常在

2年至3年之间，因此，患者术后得到临
床治愈后，还需要长期治疗，坚持做好
定期复查。

“马主任，明天能去复查吗？”“医
生 ，我 这 个 引 流 管 掉 了 ，要 怎 么 处

理？”……马婕的微信好友里有几百位
患者，忙碌的她只能尽量抽碎片化时间
回复消息。

“乳腺癌患者很容易焦虑、紧张，对
她们来说，医生的回复，哪怕是只言片
语，也会有很大的安慰作用。”马婕说，
此外，有一些患者人在外地，会在微信
上询问复查时间、检查结果，术后有不
适也能第一时间联系上医生。

看门诊时把微信留给患者，这个习
惯马婕已经保持了六七年。“我们也是
尽力而为，希望患者在术后能很好地随
访和康复，早一点回归正常生活。”

一身精湛医术，一颗医者仁心。“实
现乳腺癌患者的早诊早筛、全程诊疗、
康复随访，是我们团队共同努力的目
标。”马婕说。

马婕（中）询问患者病情。

为让老年人守好“钱
袋子”、度过幸福晚年，近
日 ，荆 州 三 医 邀 请 沙 市
区公安分局朝阳派出所
民警在门诊“诊间课堂”
开 展 预 防 养 老 诈 骗 授
课 ，向 老 年 朋 友 分 享 真
实案例、普及防骗知识。

（特约记者 杨柳 通
讯员 张晓蔓 摄）

反诈宣传进医院
打好安全“预防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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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共体联动 护佑重症晚血患者健康
□ 记者 冯政 许芯悦 通讯员 李轩

守护人民健康 荆州卫健在行动
——群腐整治系列报道⑨

血吸虫病是一种传染极广、危害
极大的寄生虫病。晚期血吸虫患者丧
失劳动能力，极易造成家庭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提高晚血病人的生活质量
是“健康荆州”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了让重症晚血患者安心看病，我市血
防医共体上下联动，为患者解难事、办
实事。

59岁的熊某是荆州高新区梅槐社
区双岭队村民，身患晚期血吸虫病巨型
脾已经 3年多。经过各种内科药物治
疗后，熊某的病情未得到改善，血小板
持续减少，导致劳动力下降。今年7月，
熊某从荆州区城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转到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

“荆州三医”）接受手术治疗。荆州三医
肝胆外科主任蒋巍介绍，采用传统手术
对患者风险、创伤比较大，因此采用了
先进的腹腔镜切除脾脏，手术较顺利，
病人恢复较快。熊某说：“手术做了以
后，我现在做事轻松多了，睡眠也好了，
身体恢复都很好。”

71岁的吴某身患晚期血吸虫病 7

年多，和熊某有着相同的转诊经历。今
年8月 1日，吴某感染甲型流感后突发
上消化道大出血，失血量达2000ml，内
科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病情危重随时有
生命危险。在被紧急送到荆州三医后，
该院消化内科主任周俊平为吴某进行
了急诊手术。“这种病人会出现失血性
休克，甚至危及生命，我们采取了急诊
内镜，在内镜下治疗可以立竿见影马上
把出血止住，挽救病人的生命。”荆州三
医消化内科主任周俊平回忆。对此，吴
某的家属感慨，如果没有荆州区城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荆州三医的精心治
疗，吴某早都不在了。

荆州三医是省血吸虫病专科医院，
血吸虫病专科是全国临床重点专科。
荆州区城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前身
是荆州区血防医院。医共体的上下联
动，不仅让上述2位重症晚血患者化险
为夷，还为他们减免费用共计94225元。
荆州区城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院长
敖红平说：“我们依托血防专科联盟的
技术优势，采取专家会诊、查房、手术等

方式，提高我们的救治能力和水平；同
时，积极争取重症晚血的免费救治政
策，及时将危重晚血患者转诊至省血
防医院得到免费的救治，真正为晚血
患者的健康解难事、办实事。”荆州三医
副院长向俊表示，该院牵头全省各县
市区血防专科医院，共同建立湖北省
血吸虫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开展血吸

虫临床诊疗新技术研究，不断提高基
层医院血吸虫病防治水平。

从 2022 年开始，依托国家专项资
金，全省范围内重症晚血患者可以转入
荆州三医进行免费救治。今年1至10月，
荆州三医已救治全省各县市区转入的
病例共计 54例，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
疗和护理下，患者全部好转出院。

血防医共体上下联动，共同为患者诊治。

本报讯（特约记者夏自宇 通讯员
李荣达 万琦）近日，由国家乡村振兴
局、国家卫健委主导，中国乡村发展志
愿服务促进会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合作，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协和医院指导的《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
村项目》荆州启动会及风湿免疫性疾病
基层医生培训会在荆州市中心医院举
办。目前，该项目在全省多地均有开
展，此次落户荆州市中心医院，标志着
该院成为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
全国优秀定点医院之一。

此次活动邀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李秋柏
主任团队及外联部主管余友生进行项
目授牌、内容宣讲及专题讲座。李秋柏
详细阐述了健康乡村项目具体内容，让
现场参会人员更加深入了解该项目对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尤其是有经济困难
的强直患者诊治的重要意义。余友生
详细介绍了武汉协和医院医联体的经
验及成绩。

专业讲座环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宋优
教授讲授了《类风湿关节炎诊疗》和《系
统性红斑狼疮生物制剂一线的诊疗探
索》，生动阐述类风湿关节炎与系统性
红斑狼疮的发病机理、临床表现、诊治
进展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梅春丽教授则
带来了实战病例，她的授课进一步增强
在场学员诊治狼疮这一疑难疾病的信
心。市中心医院风湿免疫科牵头负责
人万琦表示，将积极推进荆州市强直性
脊椎炎健康乡村项目建设，持续推进县
市、乡镇医院风湿免疫专业发展。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
落户荆州市中心医院

本报讯（特约记者杜川 通讯员徐
智彬）为积极响应国家分级诊疗制度和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政策要求，近日，
荆州一医与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中心
卫生院签署医疗技术协作协议。此次
合作旨在通过技术协作提升基层医疗
服务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
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

签约仪式上，后港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曹国智表示，此次与荆州一医的合作，
希望在指导创建特色科室、推广诊疗规
范和适宜技术、实现急慢分治层级转诊
分级诊疗模式、人才培养等方面达成共
识，开展深入合作，共同提升医疗服务
水平。

荆州一医副院长、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专职副主任屈世林说，此次合作是积

极响应国家医改政策，推动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的重要举措。荆州一医将通过
技术帮扶、人才培养、管理指导等多种
方式，全力支持后港镇中心卫生院的发
展。让医院医疗新技术、新成果真正惠
及基层百姓，为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贡
献更大的力量。

长期以来，荆州一医始终将服务基
层百姓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与基层
医院建立了紧密的协作关系，并通过送
医、送药、送技术等多种形式，深入基
层、走进乡村，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未来，荆州一医
将继续与基层医院共同探索更多新的
合作模式和发展路径，共同推动区域医
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
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荆州一医与荆门乡镇卫生院
签署医疗技术协作协议

本报讯（特约记者杜川 通讯员徐
智彬）为积极响应国家“323”攻坚行
动号召，深入基层宣传健康科普知
识，近日，荆州一医肿瘤科党支部携
手《江汉风》社区行，走进沙市区锣场
镇，将健康义诊与科普宣传送到老百
姓身边。

活动现场，荆州一医肿瘤科党支部
专家团队设立健康义诊区，为居民提供
面对面的医疗咨询和答疑服务。同时，
支部党员们还精心准备了一场科普情
景剧《新包公审案之槟榔》，以一种寓教
于乐、深入浅出的方式，深刻揭示了槟
榔对健康的潜在危害，让观众在笑声中

领悟到健康的真谛。
此外，肿瘤科党支部的党员还通过

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册等多种方式，向
社区居民普及常见疾病的预防方法、合
理膳食和适量运动的重要性，引导大家
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荆州一医肿瘤科党支部将以此为
契机，继续深化健康义诊进社区，以更
加丰富的形式、更加贴近民生的内容，
将健康知识送到千家万户，让健康理
念深入人心。同时，不断提升自身专
业能力，以更加精湛的医术和更加贴
心的服务，为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保
驾护航。

荆州一医肿瘤科党支部携手《江汉风》
开展健康义诊及科普宣传活动

本报讯（特约记者汪振华 彭娟
通讯员罗银虎）近日，荆州市中医医院
脾胃病（消化）科团队成功实施内镜下
食管支架置入术。该微创技术的成功
应用，为食管癌患者带来福音和生命
的希望。

70 岁的李先生是一名食管癌患
者，吃饭喝水这样简单的事情对他而
言却是奢望，每次进食饮水后都会呕
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病情愈发
严重，因无法进食，继发营养不良。为
解决他的“吃饭难”问题，李先生一家
来到了市中医医院脾胃病（消化）科住

院治疗。
完成检查后，针对该患者高龄、身

体虚弱等实际情况，脾胃科主任桂壮遂
组织多学科讨论，综合考虑该患者不适
合行外科手术治疗，与家属商议后，确
定内镜下食道支架置入术为最佳治疗
方案。

内镜中心专家团队在院长、消化科
专家谭小平博士的指导下，成功为该患
者植入覆膜食管支架，术后患者能正常
进食，精神好转。小小的支架为患者

“打开了生命通道”，成功解决患者“吃
饭难”的问题，有效提高了其生活质量。

荆州市中医医院脾胃病（消化）科团队
成功实施一例内镜下食管支架植入术

本报讯（记者赵保佳 通讯员程瑞
芳）日前，石首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
队对该市70家民营医疗机构开展依法
执业和安全生产督导检查。

通过实地查看，检查组就医疗机构
消防安全管理、医疗废弃物管理等情况
进行督导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指
正，及时整改；督促各民营医疗机构开
展自查自纠，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

实，不留死角。
检查组还对各民营医疗机构依法

执业和传染病防控工作进行监督检
查。重点检查各民营医疗机构及人员
资质、医疗机构依法执业、医疗文书管
理、传染病防控制度等。对个别机构出
现的医疗废物未及时收集转运的情况，
检查组执法人员当场下达卫生监督意
见书，督促立即整改。

石首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

督导检查民营医疗机构安全防范措施

本报讯（记者赵保佳 通讯员徐晓
瑛）针对群众身边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展开集中整治工作以来，石首市
东升镇卫生院以此为重要抓手，全面推
进医院的高质量发展，努力提升群众就
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该院加强对住院病人的入户随访
和满意度调查工作，通过深入病人家
中，了解患者的实际需求和对医疗服

务的反馈，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
题；强化特色专科建设，呼吸内科在推
进湖北省基层医疗机构“百强特色科
室”项目中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引进
先进设备和技术、加强人才培养，提
升科室整体医疗水平；鉴于病房资源
紧张的现状，医院通过增加病床数量
12张，确保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
医疗服务。

石首市东升镇卫生院：

落实“群腐”整治 增强群众就医体验

本报讯（特约记者杨柳 通讯员金
玺）10月26日，中国房颤中心总部公布
《关于“第七批次房颤中心通过认证单
位名单”的通知》，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顺利通过“中国房颤中心（基层版）”认
证，正式成为国家级房颤中心。11月
16日，在第十五届扬子江心脏论坛暨
2024心房颤动防治专题研讨会关于第
7批次房颤中心授牌和表彰仪式中，荆
州三医获评“优秀基层单位奖”和“优秀

质控单位奖”。
房颤作为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

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与生活质量，
与正常人相比房颤患者发生心衰概率
增加 2倍，发生脑梗死概率增加 5倍，
痴呆发病率增加 1.5 倍。荆州三医房
颤中心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提升
房颤的规范化诊疗水平，整合多学科
资源，组建了一支由心血管内科、急诊
科、神经内科等多科室专家构成的专

业医疗团队。通过优化诊疗流程，实
现了对房颤患者的快速诊断、精准治
疗与长期管理。

在医疗技术方面，该院房颤中心
积极开展先进的诊疗技术，为众多房
颤患者解除了病痛；同时，注重对患者
的全程管理，建立完善的随访机制，通
过定期回访、健康宣教等方式，有效提
高了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治疗依从
性，降低了房颤患者的复发率与并发

症发生率。
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

推进房颤中心建设，建立标准化的分
级诊疗体系，服务更多的房颤患者，实
现房颤患者的全程优质管理。同时，
继续发挥房颤中心的示范和带动效
应，推动周边医疗机构房颤诊疗水平
的提高，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心血管健
康、助力实现全民健康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顺利通过“中国房颤中心（基层版）”认证

荆州三医获授牌及2项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