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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派创伤外科专家赶往灾区

科技日报讯 （万衷余）云南省昭

通市鲁甸县 6.5级地震发生后，第三军

医大学大坪医院在接到上级通知的第

一时间，抽调创伤外科专家赶往灾区

开展救援工作。

地震发生后，在重庆市卫计委的

组织下，大坪医院迅速抽调创伤外科

郭庆山副主任、孙士锦博士，急诊科杨

秀华护士长等精干力量组成救援小分

队，并于 3 日 23 时随救护车前往灾

区。目前，救援小分队正在震中的重

灾区鲁甸县龙头山镇开展救援。截至

8 月 5 日 9 时，小分队成员已在当地展

开床位 12 张，收治 7 名伤病员，转运 1

名危重伤员，清创包扎固定 5名伤员。

由于震中道路还不够畅通，灾区医药

物资严重不足，救援小分队将转战鲁

甸县人民医院重点开展手术救治。

GE300万元医疗设备
抵达云南鲁甸

科技日报讯 （胡海宁）通用电气

（GE）公司8月5日向云南昭通鲁甸地震

灾区捐赠价值300万元的医疗设备，将

在云南省卫计委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

配下，用于抗震救灾。目前，GE首批前

线救援分队也已经准备就绪，将前往灾

区指定医院，安装设备并培训医生，协

助现场医护人员开展伤病救助。

GE 此次捐赠的医疗设备是从昆

明、成都、上海等地紧急调集，包括：便

携式超声仪 Vscan、监护仪、心电仪和

除颤仪等。这些设备曾在去年雅安地

震救援中发挥重大作用，辅助医疗队

专家和医护人员开展迅速和高效的诊

断、监护、手术等急救措施。特别在伤

病员无法对外转送的震中地区，小巧

便携的除颤仪将成为“生命的最后一

道防线”。

“GE及全体员工全力支持云南鲁

甸地区抗震救灾工作，通过提供及时、

有效的医疗设备及服务，协助医护人

员救治更多的生命。”GE 大中华区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段小缨表示。

GE 将密切配合灾区物资调配及

相关医疗救助工作，确保医疗设备尽

快到位、运转正常，并提供及时服务。

GE将密切关注地震灾情，了解救灾工

作的进一步需求，确保我们的设备用

在最需要的地方，救治更多生命。

辉瑞向鲁甸地震灾区
捐款100万元

科技日报讯（郭锦）继8月3日宣

布向昆山爆炸案伤员捐赠60万元药品

后，辉瑞中国 8月 4日再次宣布将通过

中国红十字会向云南鲁甸地震灾区捐

赠100万元人民币，用于灾区救援和赈

灾工作。同时，辉瑞中国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密切关注和了解灾区抢救用

药的需求，做好捐赠相关药品的准备。

“这次云南人民经历的地震，我们

感同身受。辉瑞中国全体员工心系灾

区，愿积极支持灾区的救援工作，帮助

灾区人民渡过难关。”辉瑞中国区总裁

吴晓滨博士表示，“辉瑞一直把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作为在华的重要使命之

一。我们将密切关注地震灾区救援的

进展，做好进一步支持抢救和灾后恢

复工作的准备！”

云南鲁甸“8·3”地震灾情发生后，举国关注，随着救

灾工作不断深入，卫生防疫工作不容忽视。解放军第

302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赵敏教授建议

加大灾区灾后卫生防疫工作力度，谨防各类传染病的发

生，确保灾后无大疫。

灾区要重点防范四类传染病的发生：
第一类是肠道疾病。比如甲肝、痢疾、感染性腹泻、

肠炎等，这一类肠道传染病在预防方面注意饮水和饮食

卫生是关键。

1.甲型肝炎是很常见的，水源或者食物被甲肝病

毒污染以后，儿童吃后会产生疾病。

2.痢疾也是比较常见的，主要传播途径是饮用了被

痢疾杆菌等污染的水，食物，或是接触了病人的排泄

物。苍蝇是传染的媒介，吃了苍蝇碰触过病人的大便又

碰触食物也是可以传染的。痢疾的主要症状是腹泻、腹

痛、里急后重、脓血便、左下腹压疼，大便经检白细胞涌

满视野，同时有红血球，还有防止产生痢疾要注意水的

卫生，保护水源，免受污染，不要被细菌污染，要喝温开

水，不建议喝生水，饭前便后需洗手，不吃腐坏变质食

物，不吃死亡的禽畜肉，不用脏水来洗瓜果蔬菜，如有条

件做饭，碗筷应当消毒，案板和刀具要生熟食品分开，吃

海鲜食品一定要煮熟再吃。同时要注意环境卫生，消灭

蚊蝇，不随地大小便等，要及时清除垃圾，管理好粪便。

3.感染性腹泻也是儿童灾后容易出现的，感染性腹

泻的病源病毒有细菌，感染性腹泻的病菌多是沙门氏细

菌，病毒如轮状病毒、埃柯病毒、可萨奇病毒、EV71病毒

等。感染性病毒次数多，且大便性状改变。临床症状有

发烧、腹泻、呕吐，大便性状可以是水样便、蛋花汤样便、

或是粘液便等、严重者常有脱水现象，须前往医院及时

治疗。

第二类以传播疾病是虫媒传染性疾病。所谓虫媒

传染病是指通过苍蝇、各种昆虫以及蚊子等对儿童叮

咬之后传播的疾病，如乙脑、疟疾等，此类传染病的媒

介主要是蚊子。

1.乙脑也是儿童在灾后容易出现的一种病毒性脑

炎，乙脑也称流行性乙型脑炎或称为乙脑。它是由三

带喙库蚊，为乙脑病毒的主要传播媒介。猪为乙脑病

毒的主要扩散宿主，病毒在猪、蚊、猪之间循环，带有这

种病毒的蚊子再咬人就可能会得乙脑。大部分是隐形

感染，只有少数人患脑炎。症状主要是高烧、呕吐、头

疼甚至出现抽风、昏迷等症状。

2.疟疾是群众所说的“打摆子”，疟疾是由蚊传播的

寄生虫病。控制这个疾病就要控制传染源，注意环境卫

生（填平坑洼，疏通沟渠，减少蚊媒滋生场所）。阻断传

播途径，要早防、早诊、早治。

第三类是人畜共患病和自然疫源性疾病。常见的

有鼠疫、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炭疽等。流行性出血热

（也称肾综合征出血热），是由汉坦病毒引起的自然疫源

性急性传染病，鼠类是主要传染源。主要症状是发烧、

尿血、感染中毒和休克等等。

传播途径主要由：
（1）携带病毒的鼠类、排泄物等污染尘埃后形成的

气溶胶，飞扬在空气中，经呼吸道进入感染人体；

（2）进食被携带病毒鼠类的排泄物所污染的食物，

经口腔或胃肠黏膜感染；

（3）被鼠类咬伤或破损伤口直接接触带病毒的鼠类

血液和新鲜排泄物导致感染；

（4）螨类吸取了带病毒鼠的血又吸取人血引起

感染。

第四类是皮肤破损引起的传染病。像破伤风、钩端

螺旋体病。告知群众不要把泥土直接接触皮肤破损的

伤口，有皮肤破损者要及时注射破伤风抗毒素，要彻底

对伤口进行清创、缝合，严重者建议去医院就诊。

赵主任还表示，地震后，能否解决群众供水问题

是关系震后能否控制大疫的一个关键问题。解决供

水问题首先要找到水源，其次是进行水质检验，确定

能否饮用，第三是对不适合饮用的水进行洁治，第四

是采用合适的供水方式。强烈地震后，城市自来水系

统遭到严重破坏，供水极为困难，有时不得不饮用河

水 、塘 水 、沟 水 和 游 泳 池 水 以 及 雨 水 。 如 何 寻 找 水

源？根据震前了解的当地水源分布，并通过现场调

查，寻找水量充分、水质良好、便于保护的水源。震后

一切水源都可能受污染，因此对所有水源都要重新检

验，确定可否饮用。选定的水源要加强防护，清除周

围 50 米 以 内 的 厕 所 、粪 坑 、垃 圾 堆 以 及 尸 体 等 污 染

源 ，建 立 水 源 保 护 制 度 ，设 岗 哨 看 管 。 如 何 保 护 水

源？水井要建井台、挖排水沟，由当地居民管理周围

清洁卫生。取水要用公用水桶。禁止在井旁洗脏物

和喂饮牲畜。由防疫人员定时消毒。同时，积极修复

自来水系统和水井，必要时打临时浅水井。

专家提醒:灾后谨防各类传染病

8 月 3 日，云南省昭通市鲁甸

县发生 6.5 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国家卫生计生委根据预案

协助指导地方，全力以赴做好伤

员救治和灾区防疫工作，确保灾

后无大疫。

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当地受

灾县卫生局立即组织县级医院和

乡镇卫生院开展伤员接收救治工

作。昭通市卫生局、云南省卫生厅

派出的医疗队和防疫队于 3日晚即

抵达灾区。

国家卫生计生委，从北京、成

都、广州、上海共抽调 22 名专家，

包括 17 名医疗专家、3 名防疫专家

和 2 名心理专家，8 月 4 日早出发，

当天陆续抵达灾区，指导和协助当

地做好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截至 8月 4日 6时，国家、省、州

市、县共投入医疗救援队 785人、车

辆 134 台在鲁甸灾区开展工作；各

医疗卫生救援队均携带有相应的

医疗器械、消杀药品等物资。

昭通的救援并运员专列 8 月 5

日 14:40 分从昭通发车，运送 15 名

重伤员到昆明救治。8 月 4 日 23:

00，重庆救援队前往昭通支持其医

学救援工作。8 月 5 日上午 9:30，

重庆救援队赶到昭通市，与当地医

院协调建立重庆救援队流动医院；

14:00 救援队在昭通市第一人民医

院展开救援队手术车等救援装备，

搭建好流动医院，帮助其救治危重

患者和提供手术等技术支持。同

时，重庆救援队还继续建立震中龙

头山镇医疗点，派驻人员实行轮换

机制，目前由重医大附一院、大坪

医院组成，负责救治从废墟中收救

出的伤员。

截 至 8 月 4 日 10 时 ，云 南 省

卫 生 计 生 部 门 已 收 治 地 震 伤 员

1195 人 ，其 中 危 重 伤 员 28 人 、重

伤 员 55 人 、2 名 伤 员 因 伤 情 极 其

危 重 经 全 力 抢 救 无 效 死 亡 。 昭 通 市 救 治 地 震 伤 员

1132 人，其中昭通市级医疗机构收治 75 人，鲁甸县各

级 医 疗 机 构 收 治 840 人 ，巧 家 县 各 级 医 疗 机 构 收 治

217 人，曲靖市会泽县收治地震 63 人。

截至目前，国家、省、市、县卫生计生部门和军队卫生

部门共投入专业人员 1100人、救援车辆 140台，在灾区开

展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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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生后，科伦药业旗下昆明南疆制药迅速集

结，第一时间筹备了首批 1142 件基础输液、抗菌抗病

毒药品、医疗器械等价值 100 万余元的医疗用品运往

灾区，同时火速准备了首批捐赠现金 50 万元，为抗震

救灾贡献科伦的第一份力量。8 月 4 日晚上 8 点半，首

批第一车医疗物资准备完毕，并连夜冒雨运往昭通；8

月 5日凌晨，医疗物资运抵鲁甸县城，以缓解灾区救援

药品匮乏的燃眉之急。

科伦药业秉承“科学求真、伦理求善”的崇高理

念，仅在汶川地震中就为灾区捐款 3000 万余元，是

中国第一批倾其所能，慷慨解囊的企业；是第一批

打通抢救药品陆路通道并实施紧急空投的企业；是

在不间断的余震中承受巨大的压力坚持生产自救

的企业；是对所有包括国际赴川抗震救灾医疗队支

持最大的企业之一。这次鲁甸地震，科伦药业也将

密切关注灾情，竭尽全力持续支援灾区。

科伦药业献爱心
□ 谢蒙单

很多患者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生病时吃一种药后

短暂时间内见不到效果，便会立刻换另外一种或是几种

药物进行尝试，当然这对于病情反复发作的癫痫病患者

来说，更是司空见惯。但专家警示：反复转换使用不同

抗癫痫药物可能会存在潜在风险。

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MHRA）在 2013 年

11 月发布的第 4 期《药物安全更新》中，对不同抗癫痫

药之间转换使用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了提示。MHRA

称，不同抗癫痫药的特征有很大的不同，在不同厂商产

品之间转换使用抗癫痫药可能导致不良反应发生或癫

痫失控。

科学规范化治疗癫痫

癫痫，作为一种慢性的脑部疾病，目前，中国有 900

万癫痫患者，每年还有 40 万新发病例，其中大部分为儿

童和青少年。癫痫发作，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和严重的社会后果。控制发作以及争取疾病的治愈，主

要依赖于神经肽修复再生和服用抗癫痫药物。然而，大

约有 30％的患者使用目前的药物治疗不理想。抗癫痫

治疗后轻易停药和不合理的转换用药，以及滥用药物，

势必会给癫痫患者造成严重的后果。癫痫的治疗，必须

做到科学规范化。

此外，治疗癫痫千万不可随便听信广告宣传，滥服

某些中成药或较大剂量的多种药物混合使用。这样会

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也会给家庭经济带来不必要的损

失。因为在某些所谓专治癫痫的中成药中，往往含有多

种西药成分，患者在服用时，既不知药物的成分，又不知

剂量，这是十分危险的。其次，抗癫痫治疗是一个十分

漫长的过程，患者必须持之以恒。

医生需谨慎给药

人用药品委员会（CHM）根据抗癫痫药的特征、治

疗指数、溶解度和吸收情况，将抗癫痫药分为三类，以

帮助医生和患者确定是否有必要维持一种特定厂商的

产品。

第 1 类：苯妥英、卡马西平、苯巴比妥、扑米酮。对

于这些药物，建议医生确保患者维持一种特定厂商的

产品。

第 2 类：丙戊酸盐、拉莫三嗪、吡仑帕奈、瑞替加滨、

卢非酰胺、氯巴占、氯硝西泮、奥卡西平、艾司利卡西平、

唑尼沙胺、托吡酯。对于这些药物，应根据临床判断，并

与患者和/或监护人商量，考虑如发作频率和治疗史的

因素后决定是否需要持续一种特定厂商的产品。

第 3 类：左乙拉西坦、拉科酰胺、噻加宾、加巴喷丁、

普瑞巴林、乙琥胺、氨己烯酸。对于这些药物，通常不需

要维持一种特定厂商的产品，除非有特殊原因，如患者

焦虑以及有精神错乱或用药错误的风险。

新技术取代药物治疗已成大势

目前，药物控制是治疗癫痫的常规方法，副作用及

长期反复吃药让太多人烦躁，坚持一年按时服药每个人

都能做到，坚持 10年按时吃药，谁又能保障按时按量，一

些服药十年之久的患者开始尝试“神经肽修复技术”，治

疗、巩固一段时间后，药物慢慢能够减量，最后停药，这

让患者欣喜若狂!

科学发现从发病根源激活神经肽再生是关键。北京

军颐中医医院杨红宣教授介绍说：癫痫的发病根源是由

于神经肽在神经细胞内无法合成以及无法在突触处正常

释放，进而无法与突触后膜上的对应受体相结合，阻碍了

正常信息传递，致使神经元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然

而传统技术在癫痫的治疗上，大多采取药物抑制神经元

异常放电或者切除神经异常放电的病灶部位及受损脑细

胞的方式来抑制癫痫的发作，治标不治本。神经肽修复

再生术采用国际尖端设备精准定位病灶，根据癫痫患者

的不同年龄、不同发病机制以及发病史结合科学权威的

检测报告，利用先进微创导入技术配合能有效修复神经

肽功能的分子生物物质，进行非侵入性的渗透治疗。通

过酶的活性直接作用于脑神经细胞内的神经肽，激活神

经肽再生，引导神经肽在神经细胞内的合成和在突触处

正常释放，与突触后膜上的对应受体有效结合进行信息

正确传递，使神经肽自主发挥功能，从根源上解决神经元

异常放电的问题。让患者告别“控制”的治疗模式，摆脱

长期“治疗—复发—再治疗”的恶性循环。

神经肽修复技术能真正消除患者的无奈、无助感，

让患者走向康复，而这一技术将要取代的是传统的药

物和手术治疗手段，这项技术是国内外权威专家共同

开发出来，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替代旧技术势在必

行。2014 年这一技术让诺贝尔奖获得者们也深深为之

惊叹，纷纷表示：神经肽修复再生术取代传统治疗将会

成为可能。

专家提示：使用不同抗癫痫药存在潜在风险

□ 卢 彦

8月 3日 16时 30分，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 6.5

级地震。截至 6 日，此次地震已造成 589 人死亡、9 人

失踪、2401人受伤。

地震发生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紧急部署鲁甸地

震医疗救援工作。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局长王国强、副局长马建中分别通过电话详细了

解了应急响应医疗救援工作进展情况，并转达对医护

人员的亲切慰问。

在突发的灾难面前，云南省中医管理局积极配合

省卫生厅应急办，迅速组织中医力量参与灾后救治工

作，省卫生厅副厅长、中医管理局局长郑进带队到受地

震影响较大的会泽县，指导救治工作。许许多多的中

医人秉持着救死扶伤的大医精神，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实施救治。

8 月 4 日零点整，在云南省中医医院，由两辆救护

车和 13名医疗队员及救援物资组成的救援小分队，星

夜驰援鲁甸。云南省中医医院医疗队抵达后，一分为

二，一队在鲁甸县人民医院，一队到鲁甸县中医医院，

协助开展救援。由于重伤员被转往昭通市，按照省厅

应急办的统一部署，云南省中医医院一队奔赴昭通市

中医医院，到后即刻对昭通市中医医院已收治的伤员

展开查房和伤情评估，指导对患者的治疗。为此昭通

市中医医院专门成立一个综合救治病区，云南省中医

医院专家根据专业全面介入救治工作。

云南省中医医院医疗队陈耀昆医生表示，由于道

路塌方，震中龙头山镇还有 180 多名重伤员未能转运

出来，尽管医疗队员一直没能休息，但还是做好了接收

更多伤员的准备。

昭通市中医医院于 8月 3日晚启动应急预案，组成

四支应急医疗救援队赶赴震中灾区，并设置 12个院内

医疗专业救治组。截至 8 月 4 日 17 时，该院收治伤员

38 人，危重 3 人，重症 27 人，中度 2 人，轻伤 4 人。目前

灾区还有相当一部分重伤员未能转运送出来，正在积

极协调运送重伤员，昭通市中医医院已经预留 100 张

病床接收伤员。但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因医院救治

的创伤患者人数较多，相关设备存在困难，无法及时满

足伤者需求。

8月 3日地震当晚，鲁甸县中医院陈昌旺院长第一

时间带领近一半医务人员，携带小夹板等急救用具，紧

急前往 40 公里外的震中龙头山镇抢救伤员。对轻伤

患者采用小夹板固定等中医方法处理，重伤者则紧急

转运。该医疗救援队设置了两个医疗点共处理转送伤

员 200多人。副院长陈朝秀介绍说，地震发生后，医院

紧急投入救援工作，所有的药品都已用于伤员救治。

在灰街子的救助点该院一共投入 60多名医护人员，先

后收治了 200多名伤者。

地震发生后，泸州医学院附属中医医院也立即启

动了应急预案，组建医疗队赶赴云南省昭通市鲁甸

县。该院杨文信副院长牵头组建了五人医疗队整装待

发。8 月 3 日 22 时，医疗队带着准备好的医疗用品及

必备物资，连夜奔赴灾区，于 8 月 4 日早上 7 点顺利到

达昭通市鲁甸县，随即开展了救援工作。

为了支持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中华中医药学会

与安徽济人药业有限公司紧急协商，共同向灾区捐助

了价值 50万元的中成药。

鲁甸地震:中医人在行动
□ 本报记者 罗朝淑

科技日报讯（张赫明 记者吴红月）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袭击了云南同胞。

危难时刻，千里之遥的石药集团第一时

间伸出援手，紧急联系云南省卫生厅，从

当地调拨价值 50 万元的抗生素和抗感

冒等灾区急需药品，发往昭通鲁甸抗震

救灾一线。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第一

时间作出决定，向鲁甸地区首批捐赠 50

万元的灾区急需药物，并根据灾区需要，

随时调拨药品，充足供给。他说：“看到

祖国同胞遭受重大创伤，我内心非常沉

痛，作为一名制药企业负责人，在灾难面

前，我们有责任向灾区同胞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图为 8 月 5 日，价值 25 万元的氨咖
黄敏胶囊、头孢噻肟钠等药品载着石药
集团全体员工的热情与关爱，以最快的
速度奔赴灾区。

石药集团
紧急捐赠首批50万元药品

广药集团广药集团
为地震灾区捐款物

地震发生后,广药集团第一
时间决定由王老吉爱心基金捐赠
200 万元款物,包括王老吉凉茶、
白云山口炎清板蓝根、何济公阿
咖酚散等,并成立 120 人的广药
白云山志愿服务队,目前第一批
物资和志愿队已启程奔赴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