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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颈椎病、椎间盘突出症、脊柱外
伤、脊柱结核等病的青壮年患者早日康
复，重返工作岗位；让骨质疏松症、脊柱
肿瘤导致胸腰椎骨折的中老年患者有尊
严地活着，这是张长江最大的愿望。张
长江现任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脊柱
骨病科主任，也是河南省医学会骨科分
会委员、脊柱外科学组委员、脊柱微创学
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河南省骨与软组
织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

20 多年来，张长江凭借精湛的技
术，使数以万计的脊柱脊髓疾病患者摆
脱病痛，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使数以
千计的脊柱骨病骨肿瘤老年患者转危为
安，拥有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急诊手术挽救患者生命
提高生活质量

“俺的命是张主任救的，现在手脚都
有知觉，也会动了，全家人都很感激。”1
月13日下午，患者沈先生说。

上月25日晚8点多，平煤神马医疗
集团总医院脊柱骨病科接收了一名从郏
县人民医院转来的病人。该患者40多
岁，酒后摔倒致脖子受伤、颈脊髓损伤，
四肢几乎瘫痪。张长江当即为他进行了
颈椎后路加前路手术。“如果手术不及
时，患者肺部很可能感染，进而出现呼吸
困难。及时进行手术，不仅解除了脊髓
压迫，呼吸功能得到改善，而且把患者的
颈椎病治愈了。”张长江说，及时进行急
诊开放手术，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挽救患者的生命。像这样的急诊
开放手术，省内没有几家医院可以做。

脊柱内镜显神威

由于长期伏案工作和长时间开车，
鲁山的刘先生去年4月中旬出现了腰疼

和左下肢疼。他拿着CT片到门诊找张
长江看过，张长江说挺严重，可以通过微
创治疗。刘先生由于忙，觉得问题不严
重，不想住院。张长江反复提醒，如果出
现大小便异常就很危险，必须手术。

后来症状越来越严重，刘先生辗转
去了省内外十余家医院，做了多次CT、
MRI等检查，都诊断为腰5、骶1左侧巨大
椎间盘突出，有的医生建议进行开刀固定
融合手术，有的建议保守治疗。刘先生害
怕开刀，不断地进行牵引、按摩、理疗。

再后来，刘先生多方了解打听，上网
查询微创治疗技术，决定到总医院治疗。
１月12日下午，张长江为他做了经皮脊
柱内镜下突出椎间盘髓核摘除术，术后当
晚刘先生就能下地活动，行走自如。

正在该科住院的芦老汉70多岁，近
５年来总是头晕、行走不稳、腿无力，近
一个月来右腿疼痛非常厉害，严重影响
睡眠。入院后经张长江检查，确诊为腰
椎间盘突出症和脊髓型颈椎病。

针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张长江对芦
老汉实施了脊柱内镜微创手术，术后腿
疼立刻消失。随后，张长江又对他实施
了颈椎前路手术。术后3天，芦老汉已
能下床走动，自觉双腿有劲，走路稳当，
之前的症状基本消失了。

据介绍，运用脊柱内镜微创手术治
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近年来发
展起来的新技术，先通过C臂X光机精确
定位，局麻下穿刺植入脊柱内窥镜，通过
内镜放大技术，把突出的椎间盘病变组
织和脊髓神经放大6至64倍显示在液晶
电视屏幕上，连神经微小血管都能看得
清清楚楚，医师应用精巧的手术器械，将
压迫脊髓、神经根的病变突出的髓核组
织精确彻底地取出来，对脊髓和神经根
进行彻底的减压和充分松解，同时应用
低温等离子射频技术对破裂病变的椎间

盘纤维环进行消融和皱缩修复，能更加
有效地减少术后腰痛和突出复发。该类
手术采用局麻，安全性高，伤口不到
1cm，几乎不出血，术后患者即刻就能下
地活动。自2008年10月至今，该科已进
行了2000多例该类手术。

经皮椎体成形术
治疗骨质疏松很有效

张长江说：“一些老年人由于骨质疏
松，轻微外伤或日常生活行为即可导致
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进而起床翻身剧烈
疼痛。由于吃喝拉撒困难，生活不能自
理，在儿女面前非常尴尬。长期卧床、疾
病的折磨使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失
去了尊严。”经皮椎体成形术是一种脊柱
微创治疗技术，是一种“艺术的、体面的”
治疗技术。

它是在透视下精确定位，局麻下用
一根骨穿针，向骨质疏松压缩骨折的椎
体内注射几毫升俗称骨水泥的药物，注
射几分钟后，骨水泥凝固，骨折椎体内的
碎骨块儿得到黏合强化，永久性稳定，支
撑患者的躯体，患者即刻就能下床自主
活动，生活能够自理。

此外，采用经皮椎体成形术还可以
治疗脊柱原发和转移肿瘤，注射到肿瘤
椎体内的骨水泥不仅能强化肿瘤侵蚀的
椎体，还能栓塞肿瘤生长的滋养血管，肿
瘤组织因没有血液供给会失去营养而萎
缩凋零。同时，骨水泥在凝固过程中产
生热能，局部温度瞬间能达到70至 120
摄氏度，在这样的环境下，惧怕高温的肿
瘤细胞将迅速坏死，从而有效地治疗和
控制局部肿瘤，使长期卧床即将瘫痪的
脊柱转移肿瘤患者重新站立起来，在有
生之年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自 2005
年以来，该科运用经皮椎体成形术已治
疗4000多名患者。 （李京晶）

本报讯 美国《糖尿病》杂志刊登一项新研究
称，夜班族（特别是上大夜班的工人）晚上应该避免
吃牛肉等富含铁的食物，否则更容易增加罹患Ⅱ型
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的风险。

在新研究中，美国犹他州大学研究人员朱迪
思·A·西姆考克斯博士及其同事发现，晚上吃牛肉
等富含铁的食物会干扰肝脏生物钟。铁元素的作
用犹如肝脏生物钟的齿轮，可促进肝脏超负荷工
作，严格控制血糖水平，防止血糖升高。在肝脏生
物钟正常的情况下，铁有益健康。但如果铁摄入的
时间与肝脏生物钟不同步，如晚上吃太多牛肉等富
含铁的食物，就可能导致血糖水平不正常。对于肝
脏生物钟已经与大脑生物钟（人体主生物钟）不同
步的夜班族而言，晚上吃富含铁的食物更容易加剧
两种生物钟的不同步，从而增加罹患肥胖症、糖尿
病和中风等疾病的风险。

（生时）

夜班族晚上吃牛肉易患糖尿病

本报讯 科学家很早就发现双语早
教有助于脑力开发，不过近期这项研究
有了新的突破。该研究发现如果自10岁
开始进行双语教育会加速脑力开发进
程，且双语学习可能减缓晚年脑力衰退。

该研究发现若儿童在10岁左右开始
学习英语会促进脑白质的结构化，而这
些高级的完整结构正是控制语言学习和
语义加工的区域。研究者对20名在英
国至少居住了13个月的30岁左右被调
查者的大脑进行了扫描，这些被调查者
均是10岁左右开始将英语作为第二外语
来学习的。之后研究者将他们的图像分

析能力与只说英语的人进行了对比，发
现这些进行外语学习的人通过认知学习
刺激了大脑，并保留了与语言相关结构
的完整性，因此这些人晚年的脑力衰退

速度会相对较慢。
此前，爱丁斯堡大学的研究者对

835名出生于1936年的受调查者进行了
调查，其中262名受调查者除英语外可
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且有195名在
18岁以前进行了第二外语的学习。这些
研究对象在 11岁（1947 年）和70岁左右
（2008 年到 2010 年之间）接受了智力测
试。而之后的研究发现，这些学习除母
语外语言的人在70岁左右明显有比其
他人更好的认知能力，在普通智力测试
和阅读测试中这种优势尤为显著。

（保健）

新研究称

双语教育开发脑力
减缓脑力衰退

本报讯 通过验血测定吸烟者体内分解代谢
尼古丁的效率，可帮助选择最有效的戒烟疗法，提
高戒烟成功率。

此前研究显示，吸烟者代谢尼古丁的效率会影
响到戒烟成功率。为进一步探明这一代谢效率对不
同戒烟疗法效果的影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征集了1246名试图戒烟者，其中尼古
丁代谢效率较高者和较低者基本各占一半。

在为期11周的戒烟治疗中，这些人被随机分为
三组，一组采用尼古丁贴片，一组服用非尼古丁替
代药物伐尼克兰，一组只使用安慰剂。治疗结束
后，研究人员对他们进行了长达12个月的跟踪问
询，考察戒烟效果。结果显示，尼古丁代谢效率较
高者服用伐尼克兰的戒烟成功率是使用尼古丁贴
片的2倍左右，代谢效率较低者接受两种戒烟疗法
的成功率相当，但这一人群服用伐尼克兰出现副
作用的比率整体偏高。研究人员说，尽管试图戒
烟的人越来越多，但约65％的人在结束戒烟治疗
后一周内就开始复吸。在上述研究基础上，通过
简单的血检测定尼古丁代谢效率，有望帮助戒烟
者更有针对性地选择戒烟方法。 （京华）

验血测定代谢尼古丁效率
帮助选择最有效戒烟法

本报讯 日本一项长期追踪研究显示，多吃蔬
菜和水果的确会降低脑卒中（中风）和心脏病的死
亡风险。研究人员建议最好每天都吃些蔬菜和水
果。

日本人类综合科学大学一个研究小组从日本
全国各地曾参加过1980年国民营养调查的居民中
随机选择出当时为30至79岁的居民，然后排除曾
患过脑卒中和心肌梗死等疾病的人，选择了9112
人为研究对象，从1980年到2004年进行了跨度达
24年的长期追踪调查。在这些年中，有831人死于
脑卒中和心脏病等循环系统器官疾病。研究人员
发现，每天吃蔬菜和水果486克左右的一组与吃
275克的一组相比，因循环系统器官疾病死亡的风
险降低了28%。研究人员还发现，每天只吃蔬菜
或只吃水果，摄取量多的一组因循环系统器官疾
病死亡的风险同样较低。 （新华）

天天吃果蔬有益脑与心

本报讯 美国《科学》杂志近日发表一篇论文，
介绍了一种全新的癌症靶向治疗方法，有可能遏制
骨肉瘤、脑瘤以及某些胰腺肿瘤的生长，不过这种
方法还有待通过临床研究来验证。

这项研究通过阻断癌细胞用以维持增殖能力
的信号通路，来达到抑制几种侵袭性肿瘤生长的目
的。正常细胞如果不断分裂，其染色体末端会越来
越短，最终老化死亡。而癌细胞却会通过修复延长
染色体末端来避免死亡，其途径有两种：端粒酶以及
另一种端粒延长替代机制（ALT）。在所有癌症中有
大约85%依靠端粒酶来延长染色体末端，其余15%
的癌症依靠ALT。研究依靠ALT生存的癌细胞发
现，磷酸化激酶ATR是ALT的一个主要调节因子。
研究者说：“如果我们在依靠ALT生存的癌细胞中
用药物抑制ATR，这些癌细胞就会被杀死。”研究者
介绍，有几种侵袭性肿瘤主要依靠ALT生存，包括
骨肉瘤、脑瘤和神经内分泌胰腺肿瘤。因此ATR
抑制药物“可能会对这几种癌症特别有效”。（新华）

科学家提出
全新靶向疗法治癌症

健康新知

重塑脊柱健康 让您信步人生
——记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脊柱骨病科主任张长江

1月16日，张长江（右）和同事借助医学影像资料，对患者病情进行会诊。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