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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神内医生的“双城记”上
接
3
版

宣武医院河北医院（河北医
科大学第一医院）癫痫科主任田
书娟突然紧张了起来，好像回到
1998年跟着王玉平读研究生的时
候：“是青少年肌阵挛癫痫。”王
玉平点点头，向张宇父亲解释：

“如果按照现在两年发作一次的
频率，可以先不用吃药。如果一
年发作两次，就要考虑药物治疗
了。青少年肌阵挛不需要太担
心，对孩子的一生不会有太大影
响，只是不能做飞行员了。”说
完医嘱后，王玉平嘱咐张宇父亲
可以加医院的癫痫患者微信群：

“有什么事随时在群里问。”
“这两年多，北京西站的餐

馆我吃了个遍。”王玉平是河北
承德人，大学在河北医科大学就
读，回忆自己年轻时从石家庄到
北京求学工作，仅仅一个单程就
要花费近4个小时。“现在一个多
小时就能回来，京津冀的联系确
实比以前更方便了。”

在王玉平看来，很多患者并
不了解京津冀医疗一体化、推动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这些“大
概念”。他们在意的是“医院来
了北京专家”“不用带着亲人再
往北京跑”“诊治更权威、手术
也更安全”这些“真感受”。

北京奇迹在河北上演
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王玉平曾创下过第一例无病灶癫
痫定位的传奇。2001年，一位跟随
王玉平治疗多年的癫痫患者因连
日来多次发作，已经无法正常生
活。手术是唯一的解法，而病灶定
位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但这名患者的核磁检查是阴性
的，影像检查提供不了任何信息，

定位就只能依靠脑电图的摸排和
神经内科医生对症状的判断。

如今的王玉平，一个上午可
以轻松完成几十名患者的病灶定
位，但在2001年，没有前人的经
验可参考，只能翻着国外的案例
书，通过一次次的脑电图不断缩
小范围。连续三个星期，王玉平
每天重复着看脑电图、查资料、
看癫痫患者发作录像的日常，一
点点圈定范围、再缩小，病灶最
终定位在患者右侧额叶处。

这是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的
一次联手合作。两根电极被埋
入患者颅内，病灶切除。术后
当晚，困扰那名少年十余年的问
题被解除了，从此癫痫再未发作
过。

奇迹从北京延续到了河北。
王玉平在石家庄的第一例手术病
人是神经内科和精神科的老病号
秦孟连 （化名）。36年来，她一
直被无端性哭泣所困扰。15岁
时，秦孟连毫无缘由地在人群里
嚎啕大哭，持续一分钟后，哭泣
停止。这种无端的哭泣可能发生
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辗转求
医多年，秦孟连早已放弃“治
愈”的希望了，大家说这是种

“怪病”，既然它不会造成生死的
威胁，或许可以搁置在一旁，尝
试与之共存。

2022年，秦孟连下定决心要
斩断和无端性哭泣之间的联系。
还有几个月，她的孩子就要结婚
了。好几个晚上，她都梦到自己
在儿子的婚礼上突然哭了起来，
惊醒后就真的哭了：怎么能发生
这种事？怎么能把好好的喜事变
成一场闹剧呢？

时隔36年，王玉平组织癫痫

科、功能神经外科、精神卫生
科、神经功能检查治疗中心通过
多学科会诊，帮秦孟连找到了罪
魁祸首的名字，既不是怪病，也
不是不治之症，而是难治性癫
痫。病灶定位的方式经过20多年
的技术革新，已经能够以机器人
辅助脑电图迅速定位，通过致痫
灶射频热凝毁损术，病灶被消除
了。术后一个多小时，秦孟连就
恢复了正常生活。

区域医疗中心成长为
参天大树

2021年6月，宣武医院河北
医院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第二
批试点项目获批，王玉平带领首
批23位北京宣武医院专家入驻宣
武医院河北医院。截至2024年5
月，开启双城生活的医生人数已
经超过60名。

田书娟回想起最初王玉平带
教时，神经内科的医生们都觉得

“听不懂”。当时，他们并没有进行
亚专业划分，脑血管、帕金森、
癫痫、痴呆的病人能收尽收。但
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够精专，碰到
疑难杂症只能转诊到北京。

王玉平来了之后，除了接诊
患者，最重要的就是带领这支河
北本地的队伍。两年半时间，宣
武医院河北医院（河北医科大学
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
亚专科发展迅速，已细分为23个
专业方向，每名医生都确定了自
己的亚专科方向。

田书娟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癫痫的一百多种分型，现在我
们至少能够辨别四五十种疑难情
况。”

打造一流的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王玉平给团队划定了三大进
步目标：除了人才的培养、技术
的转移，还有区域的辐射。为
此，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牵头成立
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神经疾病专
科联盟，通过线上链接与线下聚
合相结合的方式，让大专家在讨
论疑难病例时，把更多的经验、
技巧和信息传递给联盟内省市县
三级体系的青年医生。

王玉平认为学科建设的落地
生根，最关键的是要让这支队伍
走上一条自我成长、自我进阶的
良性发展之路，让学科建设开花
结果，惠及更多患者。

仅在 2022年至 2023年一年
内，宣武医院河北医院引进新技
术、新项目49项，其中国内领先
项目占比53%，平均住院日由以
往的8.01天缩短至7.26天，微创
手术的比例也从 7.09%增加到
13.74%。

这种成效不仅发生在宣武医
院河北医院身上。根据河北省卫
健委向健康时报记者提供的数
据，京津高水平医院合作共建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8个项目先后
获批落地河北省。京津输出医院
累计派出994名业务骨干进行传
帮带，接收项目医院751人进修
学习，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524
项，填补河北省内空白70项、国
内空白 4项。京津冀医联体由
2023年底的 40个增至目前的 70
个，京津优质医疗资源在河北的

“种子”作用日益凸显。
5月16日一早，王玉平又踏

上返京之路。两年前播下的种子
正在茁壮成长，他期待着，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能够成长为参天大
树，庇佑一方百姓。

①每次出诊，王玉平都会一一手写患者的基本情况； ②王玉平（中）及跟诊医生们正观看患者家属提供的病情视频；③在手术室，王玉平
（右二）与神经外科医生交流患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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