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取完了，这半根钉哪来的
病人：手术时钢钉没取干净所致，一定要讨个说法
院方：取出的钢钉和术前X片数量一致，但未再拍片确认

本报济宁8月21日讯(记
者 孔令茹) 去年8月，嘉
祥县村民汤占臣做了脚趾
内固定物取出术，在家休养
期间，他的脚趾疼痛难耐，
重新拍了X光片后发现，他
的左脚脚趾内还残留着一
枚长约1厘米的钢钉。嘉祥
县第三人民医院表示，医生
取出的钢钉数量和术前一
致。

2 1日，记者来到嘉祥
县纸坊镇汤山村，6 2岁的
村民汤占臣左脚脚拇趾有
些红肿，只能勉强用一侧
脚底着地。汤占臣介绍，去
年年初，在采石场干活时，
他的左脚被石头砸伤，左
脚脚趾骨折。他在济宁市
一家医院做了脚趾内固定
手术，植入11枚钢钉。去年
8月，他在嘉祥县第三人民
医院做了脚趾内固定物取
出术，将左脚内的钢钉取
出。

“取出钢钉后，医生说
手术比较顺利，取出来了11
枚钢钉。修养了一段时间，
他一直喊疼，脚趾伤口处老
是流血水，还不能下地走
路。”汤占臣的妻子李小荣
告诉记者，这种情况持续了
六七个月，今年5月，他疼得
受不了了，才去医院拍了一
张X光片，发现脚趾内还残
留着一枚长约1厘米的钢
钉。

通过X光片，记者看到，
取钉前，汤占臣的左脚内交

叉固定着11枚钢钉，每枚钢
钉长约两三厘米，钢钉一端
多有弯曲。在今年5月拍的X
光片上，能清楚地看到一枚
长约1厘米的钢钉嵌在骨头
里。“可能是钢钉没取干净，
这半根落在他脚里了。”李
小荣说，她曾多次到医院协
商此事，但一直没有得到确
切的答复。

嘉祥县第三人民医院
院办一位丁姓负责人告诉
记者，手术中医生取出了
1 1枚钢钉，与术前X光片
上的数量一致。脚趾内固
定物取出术是在去年8月
做的，时间间隔比较长，无
法确定是否为术后残留，
不排除休养期间个人意外
所致。

该院一位工作人员承
认，手术后，仅检查了取出
钢钉的数量，并未再做其他
检查进行确认。“术后确定
了钢钉数量与术前一致，就
不需要拍片确认了，这样能
为病人节省点钱。”这名工
作人员说。

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一位骨科专家告诉记者，一
般情况下，钢钉取出后两到
三个星期，就可以正常活
动。若肌肉、软组织等受伤
严重，恢复期还要适当延
长。“做完内固定钢钉取出
术后，一般需要为病人做一
个透视检查，以确认钢钉是
否完全取出。”这名骨科专
家说。

恶意透支10多万元
和银行“躲猫猫”
男子被嘉祥警方刑事拘留

本报济宁8月21日讯 (记者 岳
茵茵 通讯员 权尊彦 许巧) 嘉
祥一男子冒用他人名义申领信用卡，
恶意透支10万元。银行多次催交，他
避而不见。近日，嘉祥警方驱车赶赴
沾化县，将恶意透支的王某抓获。

办案民警介绍，今年7月底，嘉祥
县公安局接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嘉
祥县卧龙山镇的居民王某恶意透支
10多万元，多次催交，他避而不见。由
于涉案金额较大，嘉祥县公安局立即
成立专案组。一组民警奔赴农行了解
情况，得知犯罪嫌疑人王某伪造某公
司职工收入证明，冒用他人的名义办
理信用卡10多张，并用信用卡多次进
行消费、“套现”等，共计10多万元。

另一路民警对王某的生活、人际关
系等情况进行摸排，经过走访摸排了解
到，王某很有可能藏匿于滨州市沾化
县。办案民警立即驱车赶赴沾化县。在
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在一家网吧内将王
某抓获。经审讯，王某对自己的行为供
认不讳。因没工作，手头没积蓄，于是想
到冒用他人名义办理透支卡10余张。起
初想着这些张信用卡交替使用，一张套
现，另一张还款，与银行“躲猫猫”。

由于肆意消费，导致没有还款能
力。为了躲避农行工作人员的催交，
王某更换手机号后，躲到滨州。本以
为换了手机号，银行不会再找他，没
想到，最终还是被抓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刑事
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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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汤占臣左脚内有11枚钢钉。本报记者 孔令茹 摄

术后，汤占臣的脚趾内还有一截长约1厘米的钢钉。


	H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