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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尿毒症病人

须到外地透析的历史

2002年，是高继亮从医生涯
的转折点。这一年，高继亮前往
济南军区总医院血液透析中心
进修，专修血液透析技术。

2003年1月，县医院引进两
台世界上最先进的瑞典产血液透
析机，率先在全县组建血液透析
室。高继亮勇担重责，从两台机器，
一个病人，发展到如今拥有16台国
际先进的透析机，70余名病人，年
透析8000余人次的规模，其间不乏
高继亮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高继亮的付出彻底结束了尿
毒症病人只能到外地透析的历史，
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姜集乡的村民李先生2006年不
幸罹患尿毒症，他是一家人的支
柱，是家庭主要的生活来源，如果
这个家庭没有他还将如何维系？

李先生来县医院找到高继
亮就诊，高继亮耐心为他讲解了
透析治疗的详细情况，并告诉他
通过血液透析治疗很多病人可
以长期存活。李先生忐忑不安地
开始了他的透析之路，一走就是
8年，8年来，他的身体状况良好，
各项指标也基本正常，生意更是
红红火火。他动情地说：“高主任
不只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们

全家的救命恩人。”
2010年，血液透析室在高继

亮的带领下召开了第一届肾友
联谊会。济阳一中退休的董先生
很是感慨，他在高继亮的治疗下
已经透析了7年，身体依然健康，
也能像正常人一样享受着退休
后的晚年生活。

“当年被诊断为尿毒症时觉
得人生走到了尽头，没想到县医院
透析室的高主任从死神的手里又
为我夺回了这么多年珍贵的生命
和幸福的生活。”董先生表示。

血液灌流使重度

中毒患者起死回生

血液透析治疗为尿毒症患
者挽留生命的时光，而血液灌流
则是各种中毒患者起死回生的
妙方。十几年来，血液透析室成
功抢救各种中毒患者20余例，很
多重度中毒患者在高继亮的治
疗下起死回生。其中，成功治愈
一例百草枯中毒患者的病例，更
是创造了医学的奇迹。

据文献记载，服百草枯10ml
以上病人死亡率近100%，而且大
都是在服药24小时内死亡。姜集
乡的何女士口服百草枯近20ml，
入院时神志昏迷不清，口吐白
沫，生命危在旦夕。

在全县尚无成功抢救的先
例下，高继亮果断为病人植入双腔
静脉导管，建立灌流通道，随即开
始血液灌流治疗。从晚上8点至第

二天凌晨2点连续灌流6小时，患者
病情得到了初步的控制。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高
继亮持续为病人做血液灌流治
疗。他守在病人床前，密切观察
病人病情细微的变化，以便随时
调整治疗方案。6天后，病人转危
为安，治愈出院。其家属激动地
难以言表。随后两个月，他一直
随访病人，观察病人的健康变
化，病人恢复良好，健康如昔，没
有留下一点并发症。

工作中，高继亮善于学习，
善于研究，善于总结，在很多中
毒病人起死回生的血液灌流治
疗中，他总结了有机磷农药中毒
的治疗过程，规范了洗胃液的选
择，洗胃的时间及洗胃液的量。
还总结出解毒药和复能剂应用

“虎头蛇尾”的原则，以防止解毒
药及复能剂过量应用引起的药
物中毒的发生。

将最先进的治疗理念

贯彻临床中

在发展医院血液透析技术
的同时，高继亮还兼顾着心内科
的发展。2005年，他积极参与到介
入术的发展中，与心内科李永平主
任、谈金强副主任共同见证了县医
院冠脉介入术的发展壮大。

2007年，某机关退休的许先
生，因心绞痛住院，来院时病人胸
闷、憋喘，平日里不能进行体力劳
动。高继亮和谈金强详细检查病人

后为其实施了冠脉介入术。术后病
人恢复良好，一般的体力劳动都
能胜任，每次来院复诊，许先生
都会找高继亮聊聊近况。

平日繁忙的工作之余，高继
亮查阅血液净化及呼吸心内的各
类文献资料和报刊杂志，不断更新
知识，充实自己，并把最先进的治
疗理念贯彻应用到临床工作中，使
自己技术提高，使病人受益。

高继亮的《口服倍他乐克治
疗急性心肌梗塞129例疗效观

察》、《急性口服有机磷农药中毒
126例治疗体会》等5篇论文在国
家级、省级医刊发表。2003年，他
被授予“济南市青年技术创新能
手”荣誉称号；2007年荣获“济阳
县十佳大夫”称号。

2013年底，县医院内科楼搬
迁启用，血液透析室搬迁至内科
楼一楼，高继亮被任命为泌尿内
科主任，一肩担负起医院泌尿内
科和血液透析室的重任。心有远
方，脚下的路也必将走得更远！

高继亮，副主任医师，县医院泌尿内科主任，济南医学会全科医
学会会员。1993年毕业于潍坊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20多年来，在内
科领域里，他挥洒着辛勤的汗水，也收获着一个个病人转危为安的
喜悦；他奉献着青春年华，也把累累硕果沉淀在人生岁月里。

名院名医

高继亮正在为患者做检查。 本报通讯员 杜秀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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