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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平煤神马医
疗集团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
院）介入科成功应用最新分支
型主动脉覆膜支架完成了两例
胸主动脉夹层患者的腔内修复
治疗，成为我市首家开展此项
介入技术的医院。该项技术的
开展，标志着总医院介入技术
的成熟和完善，其技术实力已
经达到省内先进行列。

据了解，3 月 10 日夜间 11
时许，51岁的吕先生因持续性
胸痛两小时急诊入院。该患
者有高血压病史，入院前曾少
量饮酒，出现胸部疼痛。总医
院急诊科第一时间电话联系
了介入科主任朱培欣。入院
后，患者血压和CT平扫结果出
来：血压高达190/90mmHg；胸
部CT平扫高度怀疑主动脉夹
层！

此时，有着丰富抢救经验
的急诊科医生将患者血压控制
到能耐受的最低点，向紧张的
患者家属告知该病的重大风
险。介入科医生李建军接到通
知匆忙赶到医院，为患者办理
住院手续。与此同时，朱培欣
一路陪同患者进行主动脉全程
CTA检查，进一步明确诊断并
精确血管撕裂部位。

增强 CTA 的结果让人揪
心：主动脉夹层（DebakeyⅢ
型），破口位于左侧锁骨下动脉
后缘，破口直径约6毫米，远端
破口位于腰3锥体水平，远端
内膜撕裂至左侧髂外动脉，腹
腔干开口处中度狭窄，右侧输
尿管轻度扩张。

患者的主动脉夹层极为棘
手，破口处累及左锁骨下动脉，
这是两支动脉血管的交汇处，
直接植入管状支架则会出现

“内漏”（破口位置特殊，植入支
架会封堵左锁骨下动脉），且增
加患者卒中和脊髓损伤风险。
目前国内对主动脉夹层（De-
bakeyⅢ型）的治疗中，多采用

Chimney（烟囱）平行支架技
术、Fenestration（激光）开窗技
术、Hybrid杂交技术进行腔内
腹膜支架植入，但这些技术在
后期产生内漏、移位的风险
高。综合比较后，采用分支型
支架（Castor）植入技术，可以
重建左锁骨下动脉，其一体化
支架设计避免了内漏、移位等
风险。

经过周密准备，吕先生接
受了分支型支架（Castor）植入
技术。术中，专家分别从股动
脉和左肱动脉穿刺导丝入路，
通过巧妙地“穿针引线”，置入
鞘管，为支架植入建立了完整、
连续性通路。在动脉造影的清
晰显影中，手术专家不断调试、
选择、定位，对输送器进入的路
径作出准确规划，并精准将其
送至预定位置，释放出第一节
覆膜支架，调整完毕并配合血
管造影查看破口封堵完成后，
在血管造影的精准定位下完成
主体及分支支架的释放。手术
历经1小时30分，患者最终转
危为安。

据了解，近几年，总医院
每年接诊的主动脉夹层患者
不少于40例。这种主动脉内
膜撕裂剥脱的疾病，对患者可
谓是灾难性疾病。其1周内的
死亡率高达 50%，1 个月内的
死亡率为 60%至 70%。不少
危重患者在从基层医院转往
上级医院的途中可能就会血
管破裂而死。

如今，随着总医院急诊及
介入临床诊治水平的提高，多
数病人能够得到及时救治。

朱培欣说，主动脉夹层最
常见的病因是高血压，几乎所
有的主动脉夹层患者都存在控
制不良的高血压现象。因此，
高血压的控制对于主动脉夹层
的预防、治疗、预后有着全面的
影响，是最基本和最不能忽视
的治疗及预防手段。★（李莹）

主动脉夹层患者绝境逢生
总医院全市首家完成
分支型支架植入术

本报讯“卵泡大小不重要，就
像人一样，个高个矮都能成才，重要
的是产妇的激素水平，这是一个整
体、全面的客观因素，决定着卵泡接
下来能否成长为一个健康的胚胎。”
昨日上午，在市中医院门诊楼三楼
的不孕不育门诊，赵春燕正在为一
位年轻的患者讲解病情，她尽可能
地打比方、举例子，让拗口的专业术
语听起来通俗易懂。

赵春燕是市中医院外聘的内分
泌专家。在市中医院坐诊两年来，
病号越来越多，曾经不易觉察的白
发也悄悄从发根“爬”了上来。

年逾四十，赵春燕的年纪并
不算大，但是熟悉她的病号都知
道，这是一位“内分泌疾病的工作
狂”，常常夜半不睡，查资料、读经
典、研究患者病历，青灯黄卷熬通
宵是常事。就连我国知名的不孕
症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的邓成
艳教授也时常调侃她：作为一个医
生，怎么能那么“拼命”！

“我知道大家心疼我，可就是没
办法，心太软，见不得这些患者受

苦！”赵春燕把自己的病人当作亲
戚、姐妹一样看待。

采访她的下午，患者络绎不
绝。有的老病号已经熟门熟路，到
了诊室就先从摆满了病历本的架
子上找出自己那本，赵春燕接过来
翻开本子一瞧，就会知道这位病人
的病程监测到了哪个阶段，需要继
续治疗还是促进排卵。

粗略地数了一下，两个架子上
的病历多达2000多本，按照就诊的
月份排得整整齐齐。

“ 这 就 是 我 全 部 工 作 的 内
容。”赵春燕说着，指着左边架子
最下面一层说，这层是已经怀孕
和生产的患者的病历。工作人员
数了一下，一共733本。随便翻开
一本，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密
码”，一排排符号、数字组合着、排
列着，记录着诊疗的历程，解开了
患者的幸“孕”密码。

“与其他任何一个疾病相比，不
孕症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都更为深
远，没有经历过不孕及其漫长的诊治
过程的人难以体会个中滋味……”赵

春燕说，在她接诊的患者中，有结婚5
年不孕的，甚至还有结婚10年无法
怀孕的。

曾经一位38岁的患者，经历了
两次试管婴儿均失败，好不容易怀
孕还是宫外孕，多次的打击让这位
年轻的女性变得越来越压抑。“接诊
时就能感觉出来，她基本就没有笑
过，不孕症给女性的压力真的太大
了。”赵春燕说，“太可怜人了，无论
如何我都要帮帮她。”

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让赵春燕
停不下钻研的脚步。说起治疗过
程，赵春燕总是一再低调。但是看
到患者怀孕后露出的笑脸和红了的
眼圈，赵春燕一度有些哽咽。

好学钻研、勤奋谦虚，赵春燕的
学术精神打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根
植于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妇产科的
沃土，在副院长王秀丽、科室主任孙
秋峰的大力支持下，一个又一个为
了帮助不孕症患者的学术讲座走进
了我市中医院，前沿的诊疗技术、最
新的治疗理念，在该院的妇产科领
域内生根发芽。 （李莹）

733位患者圆了妈妈梦
市中医院不孕不育门诊助您好“孕”

本报讯 近日，市二院神经
外科一区通过微创手术成功切
除了直径达9厘米的罕见巨大
脑膜瘤。术后，患者意识清晰，
恢复良好。

据悉，53岁的刘老汉家住
湛河区。数年前，身体一向不
错的他开始感觉头晕，有时还
会伴有头疼。他以为是劳累
所致，并没有太在意。不料头
晕越来越频繁，犯头疼的次数
越来越多，记忆力也开始减
退。

3月4日，家人将刘老汉送
往市二院检查，其 CT 影像显
示：颅腔巨大占位。住院后，
市二院副院长任增玺、神经外
科一区主任王万卿根据患者
的头颅磁共振检查，结合患者
的头颅 CT 结果，确定患者脑
部肿瘤位于中央顶部，直径达
9厘米。

“必须尽快手术切除，否则
随时危及性命。”经管床医生李
万军耐心解释后，老人亲属一
致同意了手术。

颅内肿瘤并不罕见，但罕
见的是患者颅脑中如此巨大的
肿瘤。据介绍，刘老汉不仅肿

瘤体积巨大，血供丰富，颅内压
高，致使脑组织受压移位明显；
肿瘤的位置也比较特殊，位于
颅脑中央区域，对患者记忆、活
动等功能存在很大威胁，稍不
注意，就有肢体瘫痪的可能。
再加上肿瘤对脑组织的侵袭，
极易导致术中脑组织损伤，手
术难度非常大。

经过多次专家联合会诊，
神经外科手术团队为老人制定
了详细的手术方案。3 月 11
日，手术顺利实施。“在显微镜
下切除肿瘤，通过分块切除，尽
量减少对脑组织的反复牵拉，
手术比预计要顺利，并做到对
脑组织最大程度的保护，术后
两小时老人就清醒了。”李万军
说，手术耗时约6个小时，肿瘤
全部切除。

任增玺提醒市民，如果有
不明原因的头痛，且呈断断续
续持续加重的趋势，或者出现
莫名记忆力衰退和性情的改
变等精神症状，就要怀疑可能
是患上了颅内肿瘤。因此，有
以上症状的患者最好及时做
头部CT或磁共振检查，早诊断
早治疗。★ （李莹）

罕见巨大脑膜瘤作祟

53岁男子头痛数年

□记者 牛瑛瑛 通讯员 李涛

本报讯 近日，市第五人民医院
内一科医护人员紧密配合，成功抢
救一例大面积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据介绍，2月26日上午9时许，
姚电公司职工关某（51岁）工作中突
发剧烈胸痛伴胸闷、全身大汗，他有
糖尿病史，自认为是低血糖症状，口
服糖块10余分钟未见好转，不能行
走，胸部疼痛、胸闷较前持续加重。
10时35分，关某被同事送入市五院
急诊科，急诊科立即开通绿色通道，
经复查心电图，结合患者症状和病
史确诊：大面积急性心肌梗死。

这种疾病是内科最急危重症
的疾病之一，极其凶险，随时可能
出现心跳骤停，很多患者连到医院
救治的机会都没有，心脏就永远停
止了跳动。时间就是生命，该院副
院长、心内科专家王先涛第一时间

赶到医院坐镇指挥；内一科主任李
青及医护人员一起紧急对患者展
开救治，吸氧、心电监护、测量血
压、静脉抽血、多通路静脉输液、留
置尿管……

在治疗的过程中，患者突发心
跳骤停，意识丧失，血压为零，心电
监护显示心室颤动。危急时刻，李
青拿起除颤仪立即除颤，组织医护
人员给予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
等心肺复苏、心血管活性药物抢救
治疗。抢救有效！患者转为正常心
律，意识恢复，血压上升，自主呼
吸。由于患者急性心肌梗死面积过
大，在之后的一个小时内又接连发
生四次心脏骤停，心室颤动。医护
团队凭着精湛的专业技术和丰富的
临床经验，沉着冷静，有效应对，一
遍遍轮流进行除颤、心脏按压、人工
呼吸等操作，一次次将患者从死亡
线上拉了回来。下午 1时许，看着

心电监护显示的每一次正常心跳，
大家都充满了成功的喜悦。

据了解，急性心肌梗死最关键
的治疗措施是闭塞血管的再通，静
脉溶栓治疗是非常积极有效的手
段，但是静脉溶栓治疗有多脏器出
血等诸多并发症风险，必须要有直
系家属的签字才能实施。可是患者
发病时直系亲属都在外地，短时间
内无法赶到医院，而溶栓治疗分秒
必争。关键时刻，王先涛、李青顶着
巨大压力果断采取紧急处理程序，
立即运用目前效果最好的溶栓药物
对患者进行静脉溶栓治疗。由于溶
栓及时，综合抢救措施得力，治疗效
果非常理想。

记者了解到，市五院内一科是
该院重点科室，以心血管内科、呼吸
内科为主要研究方向，每年成功抢
救心绞痛、急性心梗、心力衰竭等急
危重症近百例。★

市第五人民医院抢救措施得力

急性心梗患者起死回生

3月16日，两位女士裸露着脚踝行走在湛河岸边。
眼下正是乍暖还寒的时节，一些潮男潮女喜欢将脚踝裸露，殊不知将引发多种疾病。市二院神经外科的医

疗专家提醒市民，脚踝的皮下脂肪较少，保暖性较差，但它分布着淋巴管、血管、神经等经络，寒冷天气暴露在外，
寒气很容易从脚踝侵入体内，因此，脚踝保暖不易忽视。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乍暖还寒，莫忘脚踝保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