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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血虽“小个儿”却有大能量

宝宝出生时，脐带血就
由专门的医护人员采集，新
生儿脐带血的采集量在80毫
升到120毫升之间。拿我们平
时经常饮用的瓶装水来作参
照物，也只有它的1/6到1/4。
相较于平时血液的采集量，
脐带血也是名副其实的“小
个儿”了。但就是这个小个

子，其体内却蕴含着巨大的
能量，脐带血内有6—10亿个
干细胞，而且这些干细胞具
有无限制自我更新能力。

单份脐带血可以用于治
疗多少体重的患者，根据非
血缘还是自体移植、治疗疾
病的种类及脐带血细胞数而
定。只要细胞数量足够，同样

可以用于大体重的患者。
通常概念，非血缘移植

因为涉及排斥反应会消耗较
多的细胞数，因此移植是需
要植入较大数量的细胞数；
而自体移植不发生排斥反
应，较少的细胞数即可植入。
冻存的细胞数越多，可应对
的公斤体重越大。

脐带血可救命

但有一定适应症

脐带血中含有重建造血和
免疫系统的造血干细胞，可用
于造血干细胞移植，在国际上，
脐带血可以治疗 8 0多种疾病。
全球范围内，脐带血移植成功
案例也已超过40000例。

黄宁主任建议，如果有条
件，存储脐带血还是有必要的。
孩子出生以后受到各种环境因
素影响，造成对血液免疫系统
的损伤，保存脐带血至少是给
我们一个很好的武器，关键时
候能救命，有条件、有一定的经
济 实 力 的 话 希 望 还 是 保 存 下
来。但是不要对脐带血要求太
高了，希望这个病也能治，那个
病也能治，做不到。

据广东省抗癌协会小儿血
液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方建
培介绍，目前我国卫计委批准通
过的脐带血适应症包括骨髓衰
竭、血红蛋白病、重症免疫缺陷
病、代谢性疾病、急性白血病、慢
性白血病等疾病。国际上脐带血
的适应症比国内要广泛。

客客观观看看待待脐脐带带血血医医学学价价值值
不盲目夸大，也切勿全盘否定

自存或捐献

都是生命保障

据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白
血病患病率约在十万分之六，每年
还新增7万名白血病患者，其中绝大
部分是儿童。据了解，先天性白血病
是一种罕见病，目前的白血病等血
液系统疾病多发于后天。如果孩子
在出生时储存了自体脐带血，需要
时无需配型即可用于移植。

“中国造血干细胞移植之父”
陆道培说，储存脐带血是父母代
为行使子女公民权的一种行为，
是对子女的一份保障。目前世界
上已有不少自体脐带血用于移植
获得成功的案例，疗效优于异体
移植。而个人自存的脐带血一旦
需要使用时，无需配型，只要患者
需要可立即进行移植，且治愈率
高，医疗费用相对较低，而且储存
的脐带血对父母和其他亲属也有
一定的保障。

但是对经济不宽裕的家庭而
言，可以考虑将脐带血存入公共
库。捐献脐带血的家庭，孩子一旦
患病时，享有优先配型权。

脐带血是珍贵的生物资源，
无论是自存或捐献，都可以留下
一份生命保障。

近年来，脐带血的临床应用案例屡屡在媒体曝光，对此，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血液科主任黄宁表示，在进行脐血库建设和和
相关知识传播时，首先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依法执业，规范宣传，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鼓励市民自愿捐献脐脐带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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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马立吉

““攒攒””起起来来的的假假至至少少有有五五个个月月了了
本报9月23日讯(见习记者

樊舒瑜) 马立吉是市中心医院
的一名儿科主任医师，“金眼科、
银外科、马马虎虎妇产科、千万
别干小儿科”，在医学界流传着
这么一句话，是调侃，同时也道
出了儿科医生的辛苦与艰难。

23日上午，当记者来到马立
吉所在的儿科办公室时，他刚刚
给护士们安排好工作，脸上难掩
疲惫，马立吉说，每天早上7点多
来到科室，首先要查房，与普通
查房不同的是，小患者还不能讲
话，无法表达，医护人员只能通
过细致观察患儿症状、体征做出
诊治决策，之后8点就要交接班
以及日常工作的安排。虽然工作
繁忙，但对于马立吉来说早已是

“家常便饭”。

“这些年因为晚班加班‘攒’
起来的假至少有五个月了。”作
为儿科主任医师，马立吉从事儿
科工作已有28年，日常休息时间
也常常在工作中度过，对于他来
说，儿科医护人员面对的是一个
个鲜活的小生命，常常是一个家
庭的希望，工作需要医护人员有
足够的责任心和抗压能力。

马立吉介绍，曾经有一名早
产儿，出生的时候只有两斤多，
刚出生就因为呼吸衰竭用上呼
吸机，生命垂危，但在病人家属
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努力成功的
治好了这名患儿。

马立吉说，很多人认为儿科
医生不好当是有原因的，首先要
是全科医生，其次儿科诊疗难度
大，因为儿科属于“哑科”，小孩

通常不能表达自己的病情，都得
靠医生自己去观察、判断。但在

他看来，只要有耐心、有责任心，
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马立吉心语

多上一点心

多走一步路

马立吉从事儿科工作28年来，始
终把“心不如佛者不可为医，术不如仙
者不可为医”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工
作中总结了以下的“321”作为对自己
的工作要求，即3个要求：多上一点心，
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2种精神：敬
业精神、奉献精神；1个提倡：少开一点
药。

2001年，马立吉首先在医院开展
了新生儿机械通气及静脉营养治疗，
至今已救治早产儿及危重新生儿2000

多例，其中成功救治小于1000克早产
儿几十例。在医院首先诊断了多例罕
见儿童病例如婴儿红皮病等。马立吉
连续多年负责手足口病病房工作，救
治住院手足口病人400余例，其中重症
患儿20余例，无一例死亡。

马立吉耐心检查患儿体征。

马爱荣心语

用我的真心

关爱市民健康

“用我的真心关爱您的健康”，
“我尽力减轻您的痛苦，尽力维护您
的安全”——— 这是马爱荣从事妇产
科临床工作28年以来一直坚持的服
务宗旨。

马爱荣多次参加全市急危重症
孕产妇的抢救工作，带领科室医护
人员抢救从各区县医院及其他医院
转来的重症孕产妇，使她们转危为
安，挽救了她们的生命，得到了全市
同行的认可。作为科室主任，马爱荣
充分调动和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打
造科室管理品牌。2008年被市卫生
局评为市级重点科室。

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马爱荣

2244小小时时不不关关机机，，随随时时接接诊诊出出诊诊
本报9月23日讯(见习记者

樊舒瑜 ) 马爱荣是市中心
医院的一名产科主任医师。她
不但在医术上精益求精，在服
务态度上也绝不马虎。找马爱
荣看病的人总是络绎不绝。

在医生办公室门外等了大
约20分钟，记者才见到快步走
来的马爱荣。她说，早上7点多
来到医院安排工作、查房，由于
病人情况特殊，不能离开病房
片刻，赶上每周的专家门诊，忙
起来的时候更是连口水都顾不
上喝。

在产科工作，马爱荣知
道肩上的责任重大，心系母
婴的安危。她的手机已连续
好多年 2 4小时不关机，就像

“产妇 1 1 0”，随时接诊出诊。

“只要接到通知，哪怕是半夜
或凌晨，都要保证第一时间
赶 到 现 场 。”对 于 马 爱 荣 来
说，时间就是生命，必须要争
分夺秒抢救生命。

加班加点是常事，抢救病
人更是常态。“产科关系到母子
两条生命，毫无疑问风险很
大。”令马爱荣印象最深刻的一
次抢救经历是，有一天下午3点
左右，遇到两位危重产妇需要
马上手术，病情危急，她顶着巨
大的心理压力顺利完成手术。
对于马爱荣说，产科不同于其
他科室，要有足够的爱心，保持
对患者以及患者家人负责的态
度，尽全力救治病人。

“儿子现在已经读研了，也
是学医。”马爱荣说，儿子准备

学医的时候，就劝过他，选择当
医生，就意味着辛苦和责任，但

是儿子说只要妈妈能做到的，
他也一定能做到。

马爱荣正在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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