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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只要要有有一一丝丝希希望望，，就就必必定定抗抗争争到到底底
济医附院兖州院区严格肿瘤首程治疗，让患者重燃希望

有希望就不放弃
首程治疗很重要

“医生水平高，治好了我
的病，我现在每天都去跳广
场舞，别提多高兴了。”2014
年底，74岁的张大娘因腹胀
来院检查，被确诊为卵巢癌
晚期，腹腔中发现3个直径约
20公分的肿瘤，已相互融合，
失去手术机会，并且肿瘤压
迫出现肠梗阻，患者多日不
能进食，日渐消瘦，只能靠静
脉营养来维持。

对于张大娘的情况，医
院肿瘤科迅速制定了治疗方
案，并根据病人情况调整化
疗药物剂量。化疗过程顺利。
一个疗程后，病人可以进食
了。两个疗程后复查，肿瘤已
缩小到3公分了。治疗四个疗
程后胸部和腹盆腔的CT检

查显示，肿块基本消失。
吕杰介绍，所谓首程治

疗是指患者刚刚查出疾患后
的首个治疗过程，针对个体
患者确定的治疗思路。“治疗
是否有效的关键在于正确的
首诊，首程治疗往往直接影
响到患者的愈后。”据了解，
肿瘤科从建科开始便始终坚
持所有的新入院病人都要进
行全科讨论，集思广议，制定
规范、科学、个体化的治疗方
案，让病人达到最好的治疗
效果。

北京专家坐镇
患者更安心了

市民王先生今年48岁，
半年前身体不适，咳嗽的厉
害，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右肺
占位，因位置特殊，距离肺静
脉较近，去多家医院就诊都

未能明确诊断。当王先生听
说医院有全国知名专家坐诊
后，慕名来到医院肿瘤科。北
京海军总院肿瘤治疗中心副
主任医师李方明和医生共同
探讨患者病情，并成功完成
了肿块穿刺，明确了诊断，得
到科学治疗，取得了满意的
效果。

“一旦确诊肿瘤，患者都
争着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
医院跑，挂号难、看病难让患
者及家属身心俱疲。而对于来
医院就诊的患者来说，从去年
开始，就能直接在家门口接受
北京专家的诊疗，极大方便了
群众就诊。”吕杰介绍。医院与

北京海军总医院建立协作关
系，肿瘤科知名专家李方明每
周四至周六来该院坐诊、查
房，让群众不出家门就能享受
到北京大医院知名专家的权
威医疗服务。

除了给予患者的帮助，
培养年轻医生也是北京专家
的工作之一，教给他们如何
病例规范化，如何改善治疗
方案，在疑难问题上交流自
己的经验和心得。肿瘤科医
生吴珊珊说，“北京专家的到
来不仅带来了技术上的支
持，还提供最新的治疗思路，
使得我们在疑难病例讨论上
有了很大的提高。”

谈恶性肿瘤色变,恶性肿瘤症已然成为死亡的代名词。
尽管如此，人们与它的斗争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哪怕有一
丁点的康复希望，我们也要对患者不抛弃、不放弃，努力达到
最佳的治疗效果。”济医附院兖州院区肿瘤科主任吕杰说。

本报记者 李倩 康宇 通讯员 董体 韩伟杰

济医附院兖州院区
肿瘤科始建于1996年11
月，是济宁地区县级综合
医院中最早成立的肿瘤
专科。

肿瘤科擅长于各种
实体肿瘤的诊断及综合
治疗，拥有多种治疗设备
和手段，包括化疗、靶向
治疗、放疗、冷循环射频
消融治疗、介入治疗、内
窥镜下治疗、化疗增敏、
免疫治疗等，形成全方位
的肿瘤治疗体系。对各部
位及各病期的肿瘤均按
国际规范，充分利用各种
治疗手段，制定个体化综
合治疗方案。2013年肿瘤
科开展了癌痛示范化病
房的创建，并在去年获得
山东省癌痛规范化治疗
( G PM )好病例优秀奖。
2015年被认定为济宁市
首批重点专科，成为医院
重点发展的学科。

葛科室链接

肿瘤科医生对新入院患者的病情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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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住地图、懂得了方言、学得会急救……

112200急急救救调调度度员员 个个个个都都是是““多多面面手手””

120急救指挥中心工作
繁忙而没有规律，尤其是
节假日更忙。调度员们吃
饭都是一个一个轮着吃，
就怕耽搁了救命电话。“平
均下来，一名120调度员每
天能接100多个电话，这就
需要把同样的话每天重复
上百次，而且要保证句句
清晰、亲切。”济宁卫生急
救指挥中心副主任孙修路
说。

在120调度指挥中心的
大屏幕上，记者注意到，7
月15日，截止到下午3点36
分，共接警523个，日出诊
209个，有一半以上的电话
都是不要出车的。崔园介
绍说：“这些电话有一部分
是同一个事发地点，但是
不同的路人打电话报警，
还有的是取消叫车或者反
复打电话催促救护车快点
到的。”

跟所有热线电话一
样，120也时常接到骚扰电
话。“120是百姓的生命线，
需要120急救的多是急危重
症患者，对这些人的救治
都是分秒必争的。”孙修路
说，骚扰电话占用了急救
资源，有人甚至骗急救人
员出车，对急救资源造成
浪费，我们也呼吁市民不
要随意拨打120，保持生命
热线的畅通。

生生命命热热线线不不欢欢迎迎““骚骚扰扰““

她们都是济宁“活地图”

“120调度员要对各县区的路
段了如指掌。要熟悉每条路和路
况。”崔园是120急救指挥调度中心
的一名班组长，对于济宁城区包括
乡镇的道路她都了如指掌。在她的
桌前，放着一本济宁市地图册，记
者注意到，地图册已经被翻得非常
的旧了，在上面，标注了一些难记
的地名，还有手绘的地形简易图，

“现在很多县市区的老地名都换了
新交法，我们得随时掌握地名的变
化。”

崔园说，因为拨打120急救电
话的多是一些情况严重的突发疾
病或车祸事故，因此，调度员的问
询要很有技巧。在接电话过程中，
她曾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病人家
属因为慌张一时说不清准确地址，
有的还因为着急张口就骂人。每每
遇到这种情况，她都会先安抚对
方，尽量稳定对方情绪，然后赶紧
问其详细地址，以便能以最快速度
派出急救车辆。

崔园坦言，很多时候，患者描
述的地方大概在哪我们都知道，但
是就是不能“是不是在xx地”这样
问，因为报警人在慌张的情况下，
很容易下意识的说“是”，我们都会

尽可能的引导报警者描述准确位
置，作为一名120调度员就是得脚
踏实地的做好一件事，最切忌的就
是“炫技”。

46秒完成救护调度

15日，下午3点整，市120调度
指挥中心的崔园接班。3点19分28
秒，她接班后的第一通急救电话接
进了调度室，这是汶上的一位路人
打来的，是替一起交通事故呼叫救
护车，位置是汶上镇派出所一所路
口向北。15点20分07秒，她就完成
了对事故地点、现场情况的准确记
录，15点20分14秒，对附近急救点
顺利地安排车，安排好了急救人员
前往救护。

“喂，您好，1 2 0急救指挥中
心……”调度员崔园戴着耳麦，只见
她迅速接电话、查找位置、调度车
辆、填写120急救单，整个过程快速高
效准确，持续时间不到一分钟。当在
屏幕上看到救护车第一时间派出
后，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每一个
因疾病和意外的求救者能够及时得
到有效救治，尽最大可能地挽救每
一个宝贵的生命。因此我们都会在
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调度工作，一般
不会超过一分钟，我们现在的计数
都是精准到秒。”崔园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李倩 康宇 通讯员 韩宁 实习生 于梦竹

葛温馨提示

提起120，不仅仅是简单的三位数号码，它是人们濒临死亡时出现的希望，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生命线。在大多数
人眼里，120调度员的工作不过是接个电话，派辆救护车。其实，调度工作绝非人们想的那么简单，调度员不仅要具
备一定的基础医学知识，还要熟记全市的各个地名；接到假警电话时要细心甄别，接到骚扰电话时要耐心劝导……
15日，记者采访了市120调度指挥中心的接线员，听她们讲述坚守生命热线背后的故事。

济宁卫士

急救调度

指挥中心

内调度员

紧张而忙

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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