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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刚毕业到社区医院下
面的卫生站上班，又去过大医院
见习，心里多少会有点落差。看
着卫生站外面的大片农田，心里
难免有些落寞。”史海说，但是随
着工作的深入，越来觉得，在基
层医院工作，做居民的健康守门
人，大有可为。

辖区里58岁的居民刘阿姨
对史海非常感激。去年，刘女士
来到史海的门诊看呼吸道疾
病。史海在开药时，刘阿姨无意
中提到，最近痔疮又犯了，大便
里都带着血。

这本是闲谈，史海却留了个
心。他问刘阿姨，这种情况有多

久了。刘阿姨回答，有大半年
了。史海又问，大便的形状有没
有变化？刘阿姨细想了下，说大
便好像变细了。

“根据她的描述，我意识到
可能‘情况不对’。肠道肿瘤也
会导致出血，容易和痔疮出血弄
混，她的大便形状也有变化，就
建议她到上级医院做个肠镜，也
帮她预约好时间。”史海介绍，刘
阿姨在几天后果然被查出了早
期结肠癌。由于发现早，及时手
术，预后效果很好。

63岁的社区居民冯大爷则
在史海的动员下参加了免费的
两癌筛查，并确诊了肠癌。采

访时，他正巧来复诊：“我很感
谢史医生，我当时都没有任何
症状。史医生很负责，动员我
去做检查。我的肿瘤位置低，
医生说，如果再晚一段时间去，
肛门就保不住了，以后要背着
粪袋过，那生活质量就差太多
了。”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史
海说，作为全科家庭医生，技术
水平没法和大医院专科的专家
相提并论。但是，家庭医生却可
以起到“守门”的作用，在第一线
防御疾病，及早识别疾病，从而
更好地守护居民健康。

记者 王颖 文/摄

直径1厘米结石
竟致肾脏破裂
医生：别忽略
任何一颗小石头

泌尿结石是一种“疼起来要人命”
的疾病。但很少有人知道，结石的“威
力”远不止于此，有时甚至可能引起膀
胱、肾脏破裂之类的大麻烦，危及患者
性命。近日，45岁的邹女士就因为一
颗直径约1厘米的小结石，导致肾脏破
裂出血，所幸经过手术治疗，目前已无
大碍。

早在一个月前，邹女士便已出现腰
痛症状，到医院检查后确诊为“输尿管
结石”。当时由于惧怕手术，邹女士选
择了打针、吃药等保守治疗手段，症状
得到明显缓解。然而，让她始料未及的
是，才消停半个多月，熟悉的症状竟再
次袭来，疼得邹女士直不起腰，只好又
步履蹒跚地来到鄞州区第二医院泌尿
外科求诊。

经过泌尿系CT，接诊的该院泌尿
结石专科王顺平副主任发现，邹女士左
侧输尿管内有一颗直径约为1厘米的
结石，将原本直径仅为0.5厘米左右的
输尿管堵得严严实实。由于结石导致
上尿路梗阻，使生成的尿液无法正常排
出，积聚在左侧肾脏里的尿液越来越
多，使得左侧肾脏明显“膨胀”，CT影像
中左侧肾脏横截面直径竟比右侧足足
多了近3厘米！

“就好比往皮球里一直充气，当压
力足够大时，皮球就会破裂。”医生告诉
邹女士，她的左侧肾脏周围已经出现血
肿且伴有肾积水，这意味着左肾已经被
撑破，这让邹女士惊出一身冷汗。

王顺平副主任医师当机立断，当天
就紧急为邹女士实施了“左侧输尿管支
架置入引流减压术”，解除尿路梗阻，使

“滞留”在肾脏内的尿液顺利排出。
此后，又经过一周的卧床治疗，复

查CT确认左肾血肿及肾周渗出有所
吸收，并经过充分评估，8月23日，医生
又为邹女士安排了“左侧经尿道输尿
管/肾盂激光碎石取石术”，最终成功将

“罪魁祸首”——结石取出。日前，邹女
士已康复出院。

据该院泌尿结石专科病区主任周
酉枫介绍，泌尿系结石所致的自发性肾
脏破裂极为罕见，患者通常表现为突发
腰痛后持续性的腰腹剧烈疼痛，可导致
肾周血肿、尿外渗，如果不及时处理，易
发生泌尿系统感染，进一步波及全身，
甚至发生低血容量和感染性休克，危及
患者生命。

“解除尿路梗阻，保持尿液引流通
畅是治疗关键。”周酉枫表示，人体的排
尿系统就如下水管道一般，任何一处堵
塞都将引起排水异常。不要忽略任何
一颗小小的石头，它也可能带来大大的
麻烦。

周主任建议，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
中应尽量多饮水、适当运动，有助于降
低泌尿系结石的发生率。既往有结石
病史的，也应定期到医院复查或定期体
检，以免延误病情。一旦出现腰痛、腰
酸、腰胀、发热、少尿、小便出血、频繁呕
吐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谢美君 孙宇泽

从“落寞”到“自豪”
他是20个微信群里的活跃分子
史海：家庭医生要做的，远不止是看病这么简单！

“大家好，今年的老年居民
流感疫苗可以接种了，有需要
的可以扫这个二维码登记，也
可以联系我！”近日一早，鄞州
区人民医院医共体百丈分院的
史海副主任医师就在微信群里
吆喝起来。他不止在一个微信
群吆喝，而是接连在20个微信
群里“喊话”。

今年是史海在社区医院当
家庭医生的第22年，目前他是
该院全科门诊负责人兼海悦站
点负责人。22年来，他也从最
初的“难免落寞”到如今的“颇
感自豪”！

工作时间不知不觉被延长

你有几个微信群？又是几
个微信群里的活跃分子？史海
的答案令人震惊：“我以家庭医
生的身份，活跃在20个微信群
里。有的群是我建的；有的群我
是被拉进去的，也是活跃分子。”

怎么会有这么多微信群
呢？史海说，自己在社区医院工
作了22年，此前一直在下面的站
点工作，直接面对宁丰、江丰、海
悦3个社区的居民，服务对象有
8000多人。怎么更好地给居民
提供家庭医生服务呢？他的窍
门是，以社区网格化为基础，把
家庭医生的服务延伸到线上。
因此，微信群也越来越多了。

今年8月下旬以来，他在各
个微信群有两项重点工作：一是
提醒65周岁以上老人可以预约

接种流感疫苗；二是提醒符合条
件的居民参加健康体检。

“活跃”在微信群里，可远
不止是复制提醒这么简单，还
要时常被大家在群里@提问。
比如，有居民问，接种疫苗的时
候要带什么证件？能不能帮忙
预约等？

除了微信群，史海的微信好
友数目也相当惊人，辖区的患者
占了绝大多数。他一一以“小区
名字+姓名”的形式予以备注。

采访时，微信上不时响起提
示声。悦兴花苑的王阿姨问“阳
康后多久可以打流感疫苗”，同
小区的朱女士问“能否帮忙预约
HPV9价疫苗”……“我已经习惯
了这样的节奏，工作时间也不知
不觉被延长了。”史海说，微信群

发布信息、答疑或者回复患者的
私信，一般都用业余时间。记者
注意到，他一般会在中午或者晚
上抓紧答疑。

“家庭医生的工作，远不止
是看病这么简单，而是以家庭为
单位，覆盖全生命周期，提供集
预防、医疗、保健等为一体的服
务。”史海说，微信上刚发来私信
的王大爷是自己的签约患者，这
次发信息来是询问孙子打了卡
介苗后胳膊红肿是否正常。以
前，王大爷或家人可能要特地到
医院咨询，现在这样在微信上就
能得到答复，省力又省心。

他感慨：“和患者的信任，也
往往是在这样的点滴中建立起
来的。患者对医生有了信任，也
利于疾病的治疗。”

从闲谈中意识到“情况不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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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左）在坐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