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22年8月18日  本版编辑／李立    美编／欧阳子益
E－mail：lili@fengone.com 新闻·娇点关注

援非医师李芸：四入非洲，让数百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今日女报 / 凤网实习生 周雅婷

“ 三 点 半 或 四
点 能 来 参 加 全 院
会诊吗？”在中南
大 学 湘 雅 二 医 院
儿 童 疑 难 眼 病 的
交 流 群 内， 李 芸
发出了这条消息。
时 不 时 有 电 话 进
来， 铃 声 在 安 静
的 室 内 显 得 格 外
大，“平时门诊人
多， 声 音 小 了 听
不见，怕误事”。

李芸是中南大
学 湘 雅 二 医 院 眼
科副主任、儿童眼
病专科主任。从医
近 二 十 年， 李 芸
一 直 扎 根 在 临 床
一 线， 不 仅 治 愈
了 许 多 疑 难 眼 病
的 患 儿， 在 湖 南
各 市 州 建 立 起 儿
童 筛 查 网 络， 就
连 远 在 一 万 多 公
里外的塞拉利昂，
也 有 李 芸 护 佑 光
明的身影。

攻克疑难，她帮孩�����
住眼睛

个人 门 诊 量 逾 15000 人 次，

手术 量 近 5000 台， 其中约 80%

是高难度的三四级手术，无投诉

纠纷。这是近五年来，李芸工作

的成绩。

2015 年，李芸从成人眼底病

转而深耕儿童眼底病的临床与研

究，由于防治发展相对滞后，许

多患儿在医院检查时已经是中晚

期，手术风险和技术要求相比起

成人来说也更高。“我的大女儿在

出生时被诊断患有早产儿视网膜

病变，所以患儿家长的��我���我�我�

别能理解，也想尽自己所能地帮

助他们。”

在李芸的从医生涯里，碰上

疑难杂症，总要“试一试”。“那是

四五年前我遇到的一个孩子，才

一岁多，在家玩的时候磕在桌角，

眼球破得稀烂，去了好几个省内

的大医院，都说只能直接摘掉眼

球。家长�别崩溃自责，跪在地

上哭。”

考虑到摘除眼球不仅会影响

眼眶、面部颧骨、上颌骨的发育，

术后对外观的改变也许还会影响

孩子的一生，李芸最终为孩子做

了玻璃体切除。“当时很多前辈劝

我不要做，因为难度太大，效果

可能还不好。”

治疗的过程很艰难，“手术做

了三四个小时，孩子的视网膜如

同被强力胶黏住、又拧成了麻花

的丝绸，花了很大的力气展开铺

平”。经�了�次手术以��长的。经�了�次手术以��长的经�了�次手术以��长的

视力康复后，孩子的双眼已几乎

看不出差别，受伤眼睛的视力也

恢复到了 0.1，对于这个孩子，这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李芸还遇见过许多因为就诊

不�时而病�恶化的孩子，许多

留守儿童家庭就因为家长忙于生

计，忽视了孩子的眼部�康，最部�康，最�康，最

后酿成悲剧。

曾有一名患有视网膜母细胞

瘤的 3 岁女孩来医院医治，但李

芸发现，孩子的肿瘤已经长满了

眼眶，错过了治疗时机，无法进

行手术，父亲带着女孩从医院离

开时，李芸和她拍了一张照片，孩

子笑得很甜。但没过多久，李芸

就得知了女孩离世的消息。回想

起来，李芸仍会哽咽。

“所以我们一直在宣传早期筛

查的重要性，如果早期能够发现

肿瘤，可能一个小手术就能治好。” 

李芸一直在想办法进行儿童眼底

筛查的推广，将典型病例汇总出

版、下基层帮扶推广儿童眼底病

诊疗技术、建立覆盖湖南省各地

州市的儿童眼底筛查网络……“湖

南 14 个市州都有做早期筛查甚至

是初步治疗的人员，能够在第一

时间做基本处理，我觉得很好。”

 

四入非洲，她为七旬艾滋
病老人艰难手术

从 2016 年起，李芸曾经四次

援非，在非洲，李芸帮助了数百

名白内障患者，也留下了一支“带

不走的眼科医疗队”。

有一次，一名 77 岁的艾滋病

人因为白内障已经相当严重，找

到了当天已进行了 16 台手术的李

芸。这名老人行走困难，一直摸

索着生活， 听 说中国来了医 生，

就满怀希望地赶过来。已经很疲

惫的李芸听说老人的�况后毫不

犹豫 ：“做！”

“老人由护士搀扶着走进了手

术室后，他一直念念有词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China. ’（ 老

天保佑你，老天保佑中国）。”李

芸告诉记者，老人的手术难度很

大，“四级以上的硬核，眼部解剖

条件也并不太 好。老人很紧张，

整个手术床都随着他的颤抖而晃

动。我只能用左手掌根部固定他

的额头，每一步都很小�。”当人

工晶体完美植入囊袋内时，李芸

长出了一口气。

2018 年，李芸再次担任中国

赴塞拉利昂“光明行”创新项目

医疗专家组组长，前往凯内马进

行援助。那里曾是埃博拉病毒��

发的中�。

在条件艰苦的凯内马，李芸平

均每天都要完成 20 台以上的手术，

中午几口吃完泡面，休息一会就继

续进行下午的筛查和手术。在凯

内马的医院里，李芸还会带着当

地医护人员操作仪器、进行手术，

“他们非常勤奋好学，会在我们操

作机器的时候录像，不懂的会随

时问我们”。最后李芸一行将手术所。最后李芸一行将手术所最后李芸一行将手术所

用的机器全部捐赠给了当地医院，

“我们多辛苦一天，多教会一个术

者，就会有更多的人重见光明，重

新开始工作和生活”。

作为眼科医师，李芸说，光明

是她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和信仰，

“我愿竭尽全力，擦亮每一扇�灵

的窗，守护每一个人眼中的光”。

职业中毒防治医师赖燕：31年奔波在中毒急救最前线
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江昌法  实习生 周雅婷 ���� ��实习生 周雅婷 ���� ��

“ 有 时 去 治 愈，
常常去帮助，总是去
安慰。”这是挂在湖
南省职业病防治院中
毒医学科医生办公室
墙上的一句话。如今，
这已经成为中毒医学
科主任赖燕与全科医
护人��遵守的行为规
范。正是秉持这样的
理念，让“中毒医学
科”这个听上去有些
让人害怕的诊疗室多
了暖暖的温度。

白衣作战袍，上
医治未病。从医 31
年来，赖燕一直辛勤
地奔波在中毒急救的
最前线，及时揪出损
害 人 民 健 康 的“ 毒
虫”，最大程度保护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五赴现场，与“讨说法”
家长沟通到深夜

2016 年，湘西州某小学发生

一起汞污染事件，涉� 700 多人。

事件发生后，赖燕前后 5 次

赴现场指导，到当地医院细致查

看住院患儿，协助制定群体中毒

事件处置方案和流程，手把手地

指导基层医务人员展开救治，抓

住最佳治疗期让患者转危为安。

在这一过程中，她发现非中

毒专科医生和患儿家长对汞中毒

知识缺乏了解，就马上在现场开

展了汞�其危害知识专题讲座。

从病�观察到解毒药的使用，从

汞中毒预防到留取标本的注意事

项，她都结合实际案例，逐个知

识点进行讲解。

在一次讲座后，有部分�绪

激动的患儿家长闻讯赶到宣教现

场“讨说法”。赖燕并没有回避，

而是凭借专业素养和家长们耐�

沟通，针对家长们的疑问逐一解

释清楚，待到家长们离开时已是

深夜。

职业中毒诊疗政策性强，涉

�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切身利益，

伴随的矛盾纠纷也时有发生。

专业、精准是赖燕长期坚持

的工作准则。近 5 年来，她先后

参与处置了甲醇中毒、井水砷中

毒等突发性、群体性化学中毒事

件 40 余起。面对政府职能部门、

企业、患者�有关医疗机构，赖

燕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医

疗处置，做到了全过程公平公正、

规范有序。

推动成立湖南化学中毒
救治联盟

近年来，我国中毒发病率和

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赖燕发现

除了职业性因素，还有很多中毒

的发生是由于日常生活中忽视管

理造成的，向大众普�毒物与中

毒知识非常重要。赖燕牵头成功

申报了湖南省中毒科普基地，推

动中毒科普知识进学校、进社区、

进机构。

赖燕告诉记者，中毒发生后，

�时处置很关键。“第一步要早

发现，迅速识别毒物，掌握中毒

症状；其次，要找到毒物侵入人

体的方式。”赖燕说，“医务人员

明辨毒物的能力对于救治中毒患

者非常关键。”

作为中华预防医学会�康中

国科普基地（湖南）�康科普传

播 专家， 赖 燕 积 极 参 与义诊 活

动，并进行科普宣讲百余场。同

时，她还积极参与科普节目录制，

并开设“中毒科赖医生”头条号，

刊发科普文章，帮助公众远离中

毒性疾病。

为了解决湖南省中毒救治存

在的毒物检测技术缺失、中毒救

治 专业 人 才短缺、 早 期 识 别 率

低等发展难题，赖燕推动成立了

湖南化学中毒救治联盟。这一联

盟的成立，构建了职业病防治机

构与综合医院在化学中毒预防预

警、现场处置、检测诊断与医疗

救治等方面的分工协作网络，将

减少对化学中毒的误诊误治，进

一步助推全省急慢性化学中毒救

治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目前，全球已知的毒物就有

近 2 亿，我们掌握了解的毒物还

太少。因此，要做好中毒医学的

研究，需要长期不断的挖掘和学

习。”赖燕说，做职 业病防治是

一件很幸福的事，需要不断有人

来坚守。“接下来，我会发挥好湖

南化学中毒救治联盟的作用，和

全省医护人员一起，共同守护好

湖南万千职工的�康。”

李芸（第一排左二）与凯内马医护人员合影�（�����）�（�����）

赖燕在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