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拇指断了，一时无法移植，伤者又强烈希望保指，怎么
办？一个月前，这样的难题摆在了宁波市第六医院手外科医
生的面前。最后，医生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拇指“种”在脚上，
数周后再行回植。据了解，这样的尝试在我市尚属首次，在
国内也非常少见。

灵机一动，医生将患者拇指“种”在脚上

昨天，记者在病房见到了当事患者阿兴（化名）。他是云
南人，今年25岁，在宁波打工。3月8日上午，阿兴正在鄞州
区一处工地上作业。“我是操作弯曲机的，这机器我打了几年
交道了，没出现过失误。”阿兴说。

但那天，弯曲机突然不动了。阿兴上前察看，将左手伸到
机器里试探。这时候，机器又突然动了，里面一根钢管一下子
穿透了他的左手。工友们听到阿兴的惨叫，赶过来关了机器，
将他的手拿了出来。当时情况非常惨烈，阿兴左手的小半个
手掌已经被砸烂，拇指与手掌之间仅剩一点皮肉相连。

大家迅速把阿兴送到了市六院。阿兴告诉医生，哪怕有
一线希望，也要求保住自己的手。医生也想保住他的手。“一
方面，患者还这么年轻，肢体的残缺对他的工作和生活影响
巨大。另一方面，拇指是所有手指中最重要的一个，承担了
50%以上的手功能。”接诊的戚建武副主任医师表示。

但现实是，阿兴的拇指一时是没有移植条件的。“如果硬
要移植，只能移植在临近手腕的位置，但移植在这里没有意
义，不仅功能不保，外观也很难看。”戚医生说。

戚医生突然想到，手和脚构造相对接近，能不能先把拇
指“种”在脚上，等手掌修复后再行移植？为此，他和同科的
黄剑副主任医师商量并查阅了相关文献，认为可行，市六院
院长、手外科主任医师王欣也参与了手术方案的设计。

当天，戚医生为阿兴做了第一期手术，控制手掌创面后，
将拇指“搬”到脚背靠近大脚趾的地方“种”了起来。

回植成功，伤手有望恢复大半功能

一期手术是入院当天也就是3月8日做的。二期手术是
3月30日。期间隔了3周，这段时间非常关键。

戚建武医生介绍，一期手术后第一周是血管重建期也是
拇指成活期，第二、三周是水肿消退期、血供重建期以及拇指
稳定期，“安度了这些时期，接下来的移植才有可能。”

3周后，二期手术开展。这是一个大手术，由好几个小手
术构成。戚医生带领3人小分队，黄医生也带领3人小分队，
两组医护人员同时操作花了6个小时才完成。

戚医生在阿兴左腰上取了3厘米的髂骨用于弥补掌骨
的缺失。同时，黄医生在阿兴右侧大腿上取了18*8厘米的
皮瓣以及一部分神经和肌腱，用于弥补手掌的缺失。之后，
两人再从脚背上取下“种”了3周的拇指回植。术中，两名专
家缝合了多条血管、神经、肌腱，又从阿兴无名指上转移了一
部分肌腱，以保证拇指及整个左手的功能。

昨天是二期手术术后第10天，阿兴度过了感染期，拇指
妥妥地“活”了。医生查房、记者采访时，他还会主动跟大家
握手，以证明自己恢复得不错。

专家表示，通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阿兴左手功能可
以恢复到八成左右。后期如果再做个拇对掌功能的重建手
术，同时将皮瓣修薄一点，左手功能有望恢复到接近正常。

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赵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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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嫦娥（左）在守护产妇和新生儿。

最多的时候一天接生十几个宝宝
走在街头经常会听到热情的感谢

1984年，20岁的叶嫦娥从宁波卫校毕业，成了一名助产士。叶嫦娥至今记得
第一次上手接生的情景：当看到新生儿黑黑的头发一点点出现在眼前，她竟然紧张
得不知所措，脑子里一片空白，把所有的专业知识都抛到了脑后。

如今，叶嫦娥在产房一线已经工作了34年，用温柔的双手迎接了一个又一个
新生命的降临，已累计接生11877个宝宝，见证了上万个家庭的幸福时光。最忙的
时候，叶嫦娥和同事一天要接生30个宝宝，她个人的最高纪录是一天接生十几个。

走在宁海街头，叶嫦娥经常会遇到有妈妈走过来热情地打招呼：“叶医生，谢谢
你，上次我生孩子就是你接生的。”有意思的是，有的产妇家里两代人都是叶嫦娥接
生的。

叶嫦娥说，从把产妇推进分娩室到送回病房，助产士一般要在分娩室待上七八
个小时，有些则要十几个小时。她们要密切观察产妇的生命体征、心理状态、胎儿
情况，还要耐心解答产妇和家属的问题。

在给产妇接生的过程中，血水、羊水溅一身一脸，被产妇踹一脚，都是常有的
事。有的产妇生孩子，大便也会一起排在产床上，助产士们也都习以为常。

看到产妇嘴角的一点咖啡色
她及时发现了羊水栓塞的征兆

由于每个孕妇的身体条件、胎儿情况、孕产史、耐受力等情况不同，每个孕妇的
分娩过程都不尽相同，也蕴含着许多种可不预知的风险。面对每一个产妇，叶嫦娥
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那就是一刻不能放松、不放过一点点蛛丝马迹。

让叶嫦娥印象最深的是一位30多岁的二胎妈妈。这是一位胎膜早破的产妇，
进入产房后，需要打催产素帮助产程。一个上午过去，产妇宫口开了2指多，产妇
很安静，胎儿情况也正常，一切看似风平浪静。

然而，刚接班不久的叶嫦娥却发现，在产妇嘴角有一小点咖啡色的东西。不少
产妇在生产时会带一块巧克力帮助补充体力，难道是产妇刚吃了巧克力？询问产
妇，产妇说并没有吃过。再仔细检查，原来是产妇的牙龈出血了。叶嫦娥的心立刻
揪了起来：这很可能是羊水栓塞的征兆。她立刻通知值班的产科医生，进行一系列
检查，最后很快证实了她的猜想：这位产妇遇到了分娩中最凶险的状况。

产科主任立刻到位，所有治疗手段跟上去。医生以最快的速度用产钳帮助产
妇娩出了一个健康的宝宝，但是随之而来的大出血格外凶猛，“像山洪暴发一样，
怎么都止不住”。叶嫦娥说，最后因为发现和抢救及时，这位产妇虽然切除了子宫，
但保住了性命。

还有一个产妇，同样在平静地待产中。不过叶嫦娥发现，一直稳定的胎心音，
突然一点点慢了下来。叶嫦娥马上给产妇做检查，在宫口摸到一个绳索一样的东
西，原来是脐带脱垂。如果胎儿不能在几分钟内娩出，就会有生命危险。叶嫦娥马
上找来同事们，在产房里实行紧急剖宫产，保住了母子平安。

把水下分娩技术带到宁海
新生儿洪亮的啼哭就是最大奖赏

34年的临床实践和经验积累，叶嫦娥练就了娴熟的技术。她带教了几十位低
年资助产士和学生，还通过学习进修引进了不少新的技术。

2013年，叶嫦娥从上海进修回来后，率先开展了水下分娩。如今这项技术已
经使得40多位产妇受益。

为水下分娩的产妇接生，助产士全程要跪趴着，对体力是个考验。叶嫦娥说，
助产士因为劳动强度大、姿势单调、长期超负荷工作，很多都有职业性劳损病。像
腰酸背痛、颈椎病、肩周炎、静脉曲张等职业病，在助产士中很常见，她自己也曾带
着护腰上岗。

几年前，叶嫦娥的视力突然下降，夜间看不清针剂上的小字，她才开始不上夜
班，改上白班。不过她还是坚持在产房一线工作，负责孕妇的胎心监护，遇到疑难
的产妇，也会和同事们一起上。

“对我们助产士来说，肩负着母婴安全重任，压力确实大。不过每一个婴儿响
亮的啼哭，都是对我们最大的奖赏。”叶嫦娥说，助产士工作虽然很忙很辛苦，但每
当看到产妇和新生儿平平安安，再苦再累，也值了。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夏亚萍 文/摄

34年接生11877个宝宝
能从蛛丝马迹

发现产房里的意外情况
宁海有个助产士获国家表彰
一个小生命从受孕到降生，需要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助产士就是这

条路上最后一关的守护人。
近日，中国妇幼保健协会表彰了2018年度全国坚守助产临床工作三

十年及以上助产士人员，全国共有644人，其中浙江10人，宁海县妇幼保健
院的资深助产士叶嫦娥榜上有名。据悉，叶嫦娥坚守产房一线岗位34年，
累计已帮助11877个宝宝开启生命之旅。

断指“种”在脚上
3周后回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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