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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近日，一位危在旦夕
的脑动脉瘤破裂出血患者，经市一
院神经外科二病区医务人员争分
夺秒的抢救，成功挽回了生命。

不久前，56 岁的市民王女士
剧烈头痛、呕吐不止，市一院急诊
科接到 120出诊指示后马上出车
将其接到医院救治。头颅CT检查
提示“蛛网膜下腔出血”，疑为脑动
脉瘤破裂导致，送到该院神经外科
二病区时，患者已完全昏迷。

为防止病情继续恶化，神经外
科二病区接诊后，为病人迅速开启
急救绿色通道，并及时进行头颅
CTA（CT血管成像）检查，证实患者
为前交通动脉瘤。该动脉瘤呈扁

平囊性形态，基底位于前交通动
脉，瘤体约3×5mm大小。因动脉
瘤解剖结构复杂，手术风险极大，
瘤体一旦再次破裂出血，致死致残
率极高。在科室主任付卯宏的主
持下，医疗团队经过细致阅片及征
得家属同意，决定为患者紧急实施
开颅夹闭脑动脉瘤术。

随即，患者被送进手术室，在
麻醉科的配合下，医生以最快的速
度打开患者颅腔，应用手术显微镜
对动脉瘤进行仔细分离暴露，认真
清除颅腔积血，最终完整暴露并成
功夹闭动脉瘤。因颅压较高，所以
慎重考虑后去除病人一侧骨板减
压，及时终止了脑损害。3个多小
时后，患者颅内的“炸弹”被顺利排
除，最终转危为安。

术后第二天，患者已完全清
醒，大脑功能恢复良好，生命体征
平稳，目前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中。王女士的家属感激不已。

据了解，脑动脉瘤并非肿瘤，
而是指脑动脉管壁的局限性异常
扩大造成动脉管壁的一种瘤状突
出，它像一个气球，生长在动脉壁
上，瘤壁极薄，随时都有可能破
裂。脑动脉瘤在破裂出血之前，
90%的病人没有明显的症状和体
征，一旦破裂出血死亡率高达
22%～50%。因此医生常把脑动
脉瘤称为“定时炸弹”。

开颅夹闭脑动脉瘤术是目前
治疗脑动脉瘤疗效最可靠的方
法。此手术因其难度大、风险高，
被神经外科医生称为“刀尖上的舞

蹈”，是神经外科技术要求最高的
手术之一，对手术医生的技术及经
验要求都非常苛刻。

神经外科专家提醒，脑动脉瘤
最常见的症状是头痛，其次是眼睑
下垂、一侧眼睛睁不开、复视、偏
盲、视力丧失以及面部疼痛等，也
有因血管痉挛而出现缺血症状，如
头晕等。

在预防方面，40 岁以上人群
体检时要加做脑部 CTA（CT 血管
成像）或 MRA（核磁共振血管成
像），尤其是经常熬夜，长期酗酒吸
烟，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血管疾
病和有脑血管病家族史的人群，更
应排查脑动脉瘤。日常生活中要
保持情绪平稳，饮食须清淡有节
制，戒烟酒，适量运动等。

市一院成功为一患者实施开颅夹闭脑动脉瘤术

他们是神经外科技术的“拓荒
者”。自1987年，市第一人民医院
于我市最早成立神经外科以来，经
历30年的发展，神经外科病区不
断扩大，现如今，由科室带头人赵
书生领航的神经外一科已经成为
集专科治疗、预防、抢救、教学为
一体的综合神经外科。科室担负
着鹰城及周边地区危急重症脑外
伤、脑部肿瘤、颅脑血管性疾病、
颅脑缺血性疾病以及神经外科介
入治疗、搭桥手术、脑功能性疾病
等的诊疗任务。科室团队以高超
的技术、前瞻性的眼光和创新意
识，在患者的颅脑内“走钢丝”般地
完成了一例又一例高难度的神经
外科手术，技术持续领航神经外科
领域。

技术创新结硕果

市一院神经外一科在广大鹰
城市民心中早已是一块响当当的
品牌。立体定向技术用于脑出血
的手术治疗（全市唯一一家开展该
项技术的科室）、介入颅内血管支
架成形术、颈内动脉内膜剥脱术、
颅内血管搭桥术、三叉神经痛和面
肌痉挛的微血管减压术，一系列特
色技术优势为众多神经外科疾病
患者送去治愈希望，有效降低了致
残率和死亡率。

赵书生是神经外一科的“领头
羊”，作为该科特色技术的“拓荒
者”，他思路清晰、低调坚韧。自
1989年进入市一院神经外科工作
以来，他深知神经外科的临床特
点：脑外伤、出血、颅脑血管病变病

人多，急诊时间窗要求严格；病人
入院季节性、事件性集中，急救不
分白昼黑夜，跨越每一个神经紧绷
的日子；手术连台、手术时间长、手
术量集中，患者对手术的精准度要
求高；手术结果与病人后期生存质
量紧密相连……

就是这样严苛的专科特点，赵
书生反而甘于奉献、勇于冒险。由
他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获得市级
科技进步奖项的达到8项，在国家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他在
河南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学会、肿瘤
组学会、介入治疗脑血管动脉瘤学
会、脑卒中防治中心和河南省劳动
能力鉴定专家会、劳动事故鉴定专
家会等担任委员，在平顶山市医学

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担任副主
任委员。技术创新结硕果，赵书生
带领神经外一科团队在神经外科
技术水平突飞猛进，治疗病人例数
在全市遥遥领先，使数以千计需要
长途奔波大城市求医的患者在家
门口得到了有效治疗。

过硬技术团队赢赞誉

先进的设备、雄厚的医院综合
实力为神经内科的技术发展提供
了完善的硬件条件，过硬的人才队
伍为科室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软实
力。6人医疗团队全部为神经外
科硕士研究生出身，为专科的深化
与技术的进步提供了高起点的人
才支撑。在赵书生的领航下，科室

团队勇往直前，不断挑战神经外科
领域技术新难度。

恪尽职守、以心换心。数十年
如一日地坚持，让神经外一科在无
数危急重症的抢救中创造了生命
奇迹，其技术水平和手术效果受到
了省内同行专家的高度赞扬与肯
定。如今，在赵书生的带领下，市
一院神经外一科在多个技术领域
都已处于省市内领先水平，惠及了
本地区及周边患者，取得了显著的
社会效益和医疗效益。 （李莹）

颅脑“锁孔”显真功 神经外科攀高峰
——记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一科

□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记者近日采访获
悉，为让更多近视患者摆脱困
扰，解放军 152 医院眼科特推
出优惠援助活动。

据介绍，解放军 152 医院
眼科开展激光近视治疗已经17
年。17年来，该科一直追求技
术领先，不断更新设备，成功治
疗近视患者达4万余例。为让
更多近视患者轻松治疗近视，
该科在暑期推出优惠活动，专
为学生开展“做全飞秒，援助
1800元”的优惠活动。咨询电
话：0375-3929152。

152医院眼科
推出暑期
优惠援助活动

□记者 牛瑛瑛
通讯员 苗四海 王春英

本报讯 昨天，记者在市妇幼保
健院采访时获悉，近段时间，该院儿
科的门诊量和住院人数倍增，主要
集中在两大病人群：病毒性脑炎患
儿和疱疹性咽峡炎患儿。

病毒性脑炎患儿越来越多

“近段时间，随着气温升高，病
毒性脑炎的患儿逐渐增多。”该院儿
科主任葛太岭说，这种病具有明显
的季节性，多发于每年的6月-9月。
此时气温高，病毒细菌繁殖能力增
强，孩子们的免疫力低下，体温调节
中枢发育不成熟，容易因感染病毒

引发高烧、体温不降等。病毒性脑
炎前期多有发热、恶心、厌食、呕吐、
视物模糊等症状，其后会迅速出现
头痛、喷射性呕吐、惊厥、嗜睡、神志
不清等表现，重者出现昏迷，如果不
及时治疗就会造成脑组织损坏、脑
瘫等后遗症。几天前，一名3岁患
儿高烧，突然出现嗜睡、昏迷症状，
急诊来到该院儿科重症病房住院。
经检查，诊断为病毒性脑炎，立即给
予抗感染、降颅压、营养支持等对症
治疗。一周后，孩子病情稳定。

记者了解到，为了给重症患儿
更好的治疗，该科进一步加强了对
儿科重症病房的严格管理，分污染
区、半污染区和无菌区，内设普通重
症监护室和隔离监护室，患儿配餐

间、洗澡间、治疗室等一应俱全。据
护士长郭娜介绍，普通重症监护室
主要安排普通重病患儿；隔离重症
监护室主要安排患有感染性疾病、
病情非常严重的患儿，防止交叉感
染。患儿进入病房后，医生护士24
小时随时动态观察、治疗，精心呵
护。多参数心电监护仪、微量注射
泵、颅内压监测仪、儿童用呼吸机等
先进设备在无声运行……

葛太岭提醒家长，夏季早晚房
间要通风，保持空气流通，不带孩子
去人群密集地。如发现孩子有异常，
立即带孩子到正规医院检查治疗。

疱疹性咽峡炎患儿也随之增多

在采访期间，葛太岭接诊了一

名咽痛、发烧的患儿，发现患儿咽峡
部黏膜上有很多小疱疹，是一例典
型的疱疹性咽峡炎。

据葛太岭介绍，疱疹性咽峡炎
患儿多表现为发热、咽峡部黏膜小
疱疹、浅表溃疡，咽痛、孩子不愿进
食等。它是由柯萨奇病毒 A 引发
的，可直接经由肠道、呼吸道传播，
也可间接经手、食品、衣服、用具等
传播，传染性强，传播快。

每年的4月到9月为该病的发
病期，其中7月、8月为高发期，因为
这时气温高，适宜病毒繁殖，它主要
侵犯 1～7岁的孩子。因为孩子们
的呼吸道屏障功能不足，呼吸道黏
膜柔嫩，呼吸道分泌抵抗细菌、病毒
的免疫物质不足，呼吸道“自洁”功

能差，所以很容易发病。
今年 6 月，叶县一名 4 岁的患

儿因高烧持续不退，吃奶差并伴有
呕吐，来到该院儿科就诊，经检查，
确诊为疱疹性咽峡炎。经医护人员
的精心治疗和护理，3天后，患儿的病
情就得到了控制，一周后康复出院。

葛太岭提醒家长，一是要注意
孩子的口腔卫生，保持口腔清洁。
二是要孩子勤洗手，少带孩子到公
共场所，室内多通风。三是对患儿
用过的餐具、玩具等进行消毒处理，
防止交叉感染。另外，患病的孩子
要注意休息，多饮温开水，多吃新鲜
蔬菜及营养丰富易消化的食物以增
强身体抵抗力，忌吃刺激性食物，不
吃过热、过冷的食物。

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专家提醒：

气温升高，小心病毒性脑炎、疱疹性咽峡炎

镜头回放：在我市湛
河区中建嘉天下小区，有
这样一位爱心人士，他参
与无偿献血20年，累计献
血30余次，总献血量达到
12000余毫升，相当于正常
成人血量的3倍左右。他
就是我市爱心市民李松。

谈起初次献血的经
历，李松说：“献血就是用
一种力所能及的方式为社
会做出一点贡献。”坚持献
血的20年间，李松的行为
影响了身边的朋友和同
事，不少人在他的带动下，
从对献血持怀疑态度，转
变为无偿献血的宣传者和
参与者。

多年来对于无偿献血
事业的坚持，让李松收获了
全国无偿献血金奖的荣誉。

李松获奖感言：用力
所能及的坚持，带给社会
更多贡献！ （李莹）

打造金牌科室 守护百姓健康

无偿献血者
风采

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一科医护人员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