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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臻 通讯员 崔羽）日前，根据《教育部关于公布2018年
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全国
10所高校新设口腔医学专业。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我省唯一的高校
新设口腔医学专业获批，2018年开始每年招生50人。此举填补了我省口腔
医学专业专科人才培养的空白。

目前，我省共有10所高校开设口腔医学专业，均培养本科人才，专科人
才培养处于空白。有关人士预测，如果按照目前我省口腔医学专业招生规
模，解决我省口腔医生缺口至少需要20年。

“新设口腔医学专业，旨在打造由口腔医学、口腔医学技术、口腔护理三
个专业组成的完整的口腔专业群，更好地为地方口腔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培养
专业人才。”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贾让成教授表示，学校将
为口腔医学专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资金保障，列支专业建设专项经费不
少于600万元，积极支持本专业所需的人才引进和师资培养、仪器设备补充完
善和部分场地设施配置，开发与国际先进标准对接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

昨天，在连续接受了多次手术，终于听到医
生说自己的手臂能保住并且能恢复大部分功能
时，35岁的胡师傅掉下了激动的眼泪。20多天
前，他工作中一不留神，手臂被卷进热压成型
机，烫了20多分钟，大片皮肤、肌肉被烫伤。

手臂被卷入200℃机器
在市第六医院手外科病房，记者见到了胡

师傅。他面色苍白，右臂上缠着厚厚的纱布，但
精神还好，一旁的妻子则红肿着眼睛。该院副
院长、手外科王欣主任医师说，胡师傅的右臂既
有烫伤又有骨折，这么严重的伤情实属罕见，能
保住手臂可以说是万幸。

胡师傅告诉记者，他原籍河南，来宁波打工
已经16年了，是余姚一家塑料加工厂的生产车
间主任。1月12日早上，胡师傅正在调试刚维
修好的热压成型机。热压成型机要先预热半个
多小时，等到温度达到200℃才能开机。然后
由工人把塑料颗粒倒入槽里，通过高温融解并
重塑。

“这些工作平时不是我做的，但我也是一线
做起来的，熟悉这些操作。”胡师傅不认为自己
是手生导致的事故，“可能是手套或衣袖被机器
勾住，卷进去了，加上冬天穿得多，人不灵活。”

也就几秒钟时间，胡师傅的右手臂被卷入
机器内部两根滚烫的滚轴间。旁边的工人第一
时间把机器关了，但手臂却被卡住了拿不出来，
直到25分钟后大家把机器拆开，胡师傅才脱
身。“起初钻心痛，但后来手臂就没知觉了，我脑
子里也一片空白，一直在想，完了完了。”胡师傅
说。

4次手术最终保全手臂

胡师傅被送到当地医院，之后又被转到市
六院。接诊的是手外科副主任医师徐吉海。他
仍清楚地记得胡师傅入院时的惨状：“右手臂遍
布水泡和焦皮，手背和前臂大片皮革样改变，这
是程度最严重的一种烫伤，手臂上好几处主要
肌肉包括肱二头肌都烫熟了。”

胡师傅被诊断为上肢卷轧伤、严重烫伤、肱
骨和尺骨粉碎性骨折，而且当时已经出现了筋
膜室综合征。筋膜室综合征是指由于高温伤
害，局部软组织肿胀，神经血管极易因压迫而坏
死，一旦坏死就只能截肢了。

当天，简单清创后，胡师傅被推进手术室，
接受了第一次手术，徐医生将他的手臂皮肤划
开，刀口从掌心延续到肩胛处。“这样减轻了张
力，能够最大限度保住一些重要的神经血管。”

在经过6天抗休克抗感染治疗后，1月18
日，胡师傅接受了切痂手术，将坏死的皮肤、肌
肉切除。

数天后，又接受了清创、抗生素骨水泥填塞
以及引流手术。

1月30日，第4次手术，徐医生从胡师傅背
部背括肌处取下30厘米×8厘米皮瓣，覆盖在
上臂创面以修复皮肤和软组织的缺损。

现在，胡师傅已经闯过了血运、感染、肝肾
功能等几个重要关卡，手臂基本保住了，出院后
再坚持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手臂功能能恢复
六七成，日后生活自理是没有大问题的。

记者 童程红

前几天，鄞州人民医院31病区主任徐正阳
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本由他的患者出版的
画册。作为徐医生的老病号，家住鄞州区的女
画家李女士（化名）拿到画册后，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送给曾经帮助过她的医生。

“3年前，我被查出患直肠癌，而且出现了
肝转移……”李女士说，她当时被病痛折磨，体
重急剧下降。“那个时候，我多次收到病危通知
书，想要放弃治疗。”

2015年年底，李女士病情危急，在朋友的
推荐下，来到鄞州人民医院找到徐正阳主任。
徐正阳根据她的病情调整治疗方案，病情得到
控制，接下来就是接受化疗。可李女士又面临
着新的困境：“之前为了治病花光了所有积蓄，
后期治疗已经没钱了……”为此李女士愁得觉

也睡不着。
李女士是一位画家，擅长中国画，因为爱好

画沙画，还被沙画圈誉为“华东第一美女沙画家”。
“我是在一次闲聊中得知她画得一手好画，

听说她治疗费用困难时，我就想着是不是能通过
卖画筹点钱。”徐正阳得知她的情况后，为她联系
了一家叫“善园”的慈善机构办画展义卖筹钱。

去年，李女士的画展顺利举办，筹得善款几
十万元，后期治疗费用有了着落。

“我从小就热爱画画，办画展一直是我的梦
想，我真的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竟能梦想成真，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幸福。”自那以后，李女士
仿佛变了一个人，对生命有了新认识，“历经一
次生死过后，很多事情都看开了，之前不愿意放
下的一些东西如今也都放下了。”

女画家病中坚持作画

用生命画笔
抗击癌症

身患癌症仍坚持
作画，用生命画笔抗击
病魔。昨天，鄞州人
民医院31病区主任徐
正阳向记者讲述了一
个励志故事：宁波有
一位女画家身患癌症
仍坚持创作，在医生牵
线、爱心人士帮助下，
她通过拍卖画作筹集
了治疗费用，还出版了
画册。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新设口腔医学专业
今年开始每年招生50人

手臂几乎被机器烫熟
医生4次手术将其保全

画展的成功举办鼓舞了李女士，手术后半
年她就恢复了创作。在治病期间，只要病情稍
微稳定，躺在病床上的她，就会提起画笔。刚开
始身体还未完全康复，她就一个星期创作一幅
作品。后来身体状态好一点了，她就坚持每天
画一幅。

除了画画，李女士还坚持写书法，创作完的
作品拍照发微信朋友圈和朋友一起分享。“生病
对我的创作造成了很大影响，可幸运的是癌细
胞未能侵蚀我的运动神经，我的手还可以拿画
笔。唯独遗憾的是我现在不能创作沙画了，因
为沙画粉尘太多对我的身体不好。”李女士说，
生病前她爱画中国山水和人物画，生病后她爱
上画花鸟画，一方面创作时间短一些，另一方面
看到美丽的花心情也会更好。写意牡丹和梅
花，都是她最爱画的。

“很多人一听说自己患上了癌症，精神立马
就崩溃了。”李女士说，其实癌症并不像想象的
那么可怕，关键是对癌症的态度，她庆幸自己的
世界里一直充满了阳光。

近日，李女士的画册出版了，拿到那本画册
的那一刹那，李女士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本画
册出版面市，总算了却我的一桩心愿。看到我
的书对艺术爱好者能有所帮助，我觉得很值得
也很高兴。”李女士说，拿到画册时她最想做的
一件事就是送一本给徐正阳医生，感谢他的关
心和帮助。

“一生梦想，半世努力，面对病魔厄运，李女
士选择了坦然和微笑，用画笔绘就隽永的生
命。”徐正阳说，希望这位患者的励志故事，能给
其他正在和病魔斗争的人们带来鼓励。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张基隆 郑瑜

几年前患癌症生命垂危，医生牵线帮她办画展筹款

治病期间坚持创作，用生命画笔抗击癌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