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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钱鹏，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2009
年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临床7年制
专业，2010年3月分配至岳阳市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工作，2016年晋升副主任医师。

参加工作以来，从一个在医学知识海洋
里遨游的学习尖兵，经过数年危重症临床的
锤炼打磨，已经成长为市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的专业技术骨干。近9年以来，他始终谨记
前辈的教诲，每日多次查房，ICU中病人的
病情瞬息万变，只有通过“守”病人，从病人
身上发现问题、寻找问题的答案和解决方
案，完成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方案调整。医学
讲究“望、闻、问、听”四门基本功，经过多年
的临床摸爬滚打，常能一摸脉搏就能大概了
解是否有休克、心律失常，通过闻伤口或分
泌物气味、看形状常常就能大概分辨可能存
在的感染病原体。

面对繁忙的临床工作，韩钱鹏没忘记学
习提升自己，每年都给自己制定目标，在达
到晋升的最早年限顺利完成了主治和副主
任医师的考试晋升。ICU知识更新快，科室
学习氛围浓，全科医生们经常在科里为一个
病例讨论到深夜，韩钱鹏更是有一股子求知
若渴的劲，对于 ICU 的重要抢救技术如深
静脉、气管切开、颅骨穿刺血肿清除、PIC-
CO监测、BIS监测、重症超声、IABP、ECMO
等他都是第一时间去学习掌握，他要求自己
不仅仅停留在会做的层面上，而是追求在每
一个真正需要这些技术支持时刻的完美实
施，看到危重患者从中受益，“这种高峰体验
是只有百倍努力了才能体会的妙不可言的
享受”，他自豪地说。

在科室主任张成烜锐意进取的思想引

导和不畏困难的钻研带领下，市一医院重症
医学科团队在全省地市级医院率先开展
ECMO技术。ECMO技术这一抢救重器多
次救人于危难，创造了很多神话般的奇迹。
今年7月ICU又接到湖北荆州的求援电话，
当地医院的消化科主任倒在工作岗位上，心
跳骤停抢救了几个小时，在张主任的带领下
韩钱鹏他们冒着酷暑赶往荆州，给予了
ECMO的支持，且在ECMO的辅助下转运
到介入手术室完成了心脏造影，明确为急性

大面积心梗，虽然最终患者因病情过重去
世，但ECMO的支持是成功的，且协助明确
了诊断，在该院引起很大震动。韩钱鹏由衷
感叹：我们的汗水都没有白流。

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仪器、设备是没有温
度的，但是医护人员要有“我们并没有上班
久了、看的多了，就麻木了，相反，在这里时
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感情和温暖。”去
年韩钱鹏收治了一位仅32岁脑干大量出血
的患者，年轻的生命危在旦夕，当时是24小

时驻守在ICU门外的患者的父亲深深触动
了他。每次出门跟家属谈话或科间会诊，总
是看到这位慈祥的老人安静地坐在病房外，
从来不找医生追问不停。但是每次叫到名
字，老人就会迅速起身过来，眼神里充满期
盼。他说，我知道你们忙，我相信你们，有什
么需要随时告诉我。这位家属的慈祥、冷
静、对生命的希望以及对医生的信任，深深
触动了韩钱鹏，他愿意尽自己百分之百的努
力去救治，气管切开、呼吸支持、调整血压、
呼吸机参数、控制感染、营养支持等等，除了
吃饭睡觉，他都在病房。就这样，主管医生
和患者父亲，一个在病房外面，一个在病房
里面，心照不宣守候着同一份希望。经过
40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最终患者清醒，抢
救成功回归了家庭，韩钱鹏也和这位慈祥的
老父亲成了忘年交。“作为一名医生，我从来
都没麻木过，每次病例都有一个全新的鲜活
故事，都尽自己所能实实在在付出，只有这
样才能心安。”

努力没有止境。2013年至2017年，韩钱
鹏顺利完成了南方医科大学的博士学业，期
间积极参与科研工作，发表影响因子5分的
SCI论文一篇，取得博士学位。目前他一边
工作一边大量学习阅读英文文献，锻炼英语
口语能力，为更高的交流学习平台积极准备，
为进一步开阔视野、成就更多生的希望不懈
努力。 本报记者 王金河 通讯员 何克勤

用百倍努力换取生命的希望
——记市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韩钱鹏医学博士

《医海新锐》系列报道之二
岳阳市一人民医院举办

屈原管理区卫计局

卫生服务零距离卫生服务零距离
本报讯（记者 刘 康）“没想到我跑一次就

把《卫生许可证》办好了，真是太方便了！”。1
月23日，屈原管理区天问街道办事处田女士拿
着相关资料到区卫计局申请办理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证》，区卫计局从受理办证、现场评审、
到当场发证，全过程仅需一个小时。

为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落实屈原管理区区委、区管委会全面推
进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屈原管理区卫计局创新工作新
思路，探索办事新方法，对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证》办理实行“告知承诺制”，即由区卫计局告
知经营者以书面形式承诺在规定期限内达到
审批条件并提交有关材料，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即时发证；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发现有
卫生措施落实不到位、损害消费者健康权益的
经营场所及时撤销卫生许可；既要为经营者提
供更优质、更便捷的卫生服务，又要捍卫居民
群众的健康权益。

本报讯（记者 刘 康）1 月 25 日，“南
华大学—岳阳妇幼基础与临床协同研究
生培养创新实践基地”在市妇幼保健院
正式挂牌，成为湖南省教育厅批准的岳
阳第一个“湖南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实践
基地”。

2018 年，市妇幼保健院挂牌了南华
大学“基础与临床医学科技创新实践基

地”，并成立了妇幼专业发展的“生殖与
遗传研究所”、“妇科肿瘤研究所”、“产科
重症研究所”等三个研究所，搭建了医院
科技创新的新平台，开启了科研强院的
新局面。此次研究生培养基地的建立，
有利于双方进一步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
的合作，将为岳阳市吸引更多高水平的
人才，进一步推动双方科研合作与深层

次的学术交流。在当前医教协同的新形
势下，更有利于加强基础与临床的结合，
促进研究成果的快速转化，让学校与医
院双方真正实现合作共赢，并重点在产
科重症、生殖与遗传、基因测序等方面进
行研究，将研究成果转换为临床技能，在
推动学校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同时，
也进一步推动医院科研的发展。

岳阳市口腔医院

修复科修复科远程会诊平台开启远程会诊平台开启
本报讯（记者 李弈萱 通讯员 黄珊珊）

近日，岳阳市口腔医院修复科与武汉大学口腔
医院修复远程医疗会诊平台正式启动。

此次远程会诊是由武汉大学口腔医院修
复科专家开启了多学科联合远程病例的会
诊。岳阳市口腔医院王水秀副主任医生提交
一例“因外伤导致的下前牙缺失”病例，结合口
内照片以及X线光片等资料，详细介绍了该病
例的情况，并希望通过此次会诊能为患者提供
一个良好的修复方案。与此同时，专家们进行
了充分的分析讨论并给予了详细的解答，并针
对患者复杂的口腔情况制定了三种治疗方案，
供患者和医生选择。

本次远程会诊的病例较为复杂，涉及修
复、正畸、口腔外科、牙周等多个学科，通过远
程会诊的平台，使疑难病例中存在的问题得到
高效、高质量的解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标志
着该院的“互联网+医疗”服务水平又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

我市首个“湖南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实践基地”
落户市妇幼保健院

韩钱鹏正在为患者诊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