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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魏应钦 文/图

本报讯 11月 16日，一位88
岁的高龄患者在平煤神马医疗
集团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
脊柱骨科成功实施微创经皮椎
间孔镜下髓核摘除、神经根减
压术，缓解了其疼痛，改善了老
人的生活质量。

当天下午，患者张老太因
为腰腿痛到总医院就诊，当时
她右下肢不能伸直，卧床休息
时只能半卧，严重影响生活质
量。老人辗转多家医院，均因
年龄偏大、手术风险高，不能
为其行手术治疗，遂进行保守
治疗，效果较差。随后，患者
到总医院脊柱骨科就诊，主治
医师张晓鹏接诊后，为其完善
腰椎磁共振等相关检查，结合
查体，明确诊断为腰椎间盘突
出症。

脊柱骨科主任董胜利，手
术团队成员孟赛克、张晓鹏、郝
申申讨论病情后认为，张老太
符合微创手术条件，即微创经
皮椎间孔镜手术（PELD）。与

患者及家属沟通后，次日为其
行手术治疗。此次手术时间
50 分钟，手术切口仅为 0.7 厘

米，术中出血约20毫升。术后
疼痛即刻明显缓解，老人夜晚
睡眠好。

据张晓鹏介绍，PELD技术
的优势是手术创伤小，且与常
规手术相比，脊柱微创手术创

伤更小，对椎旁肌肉的损伤也
明显减少。对合适的患者，疗
效高于开放手术，优良率大于
95％。手术只需局部麻醉，术
中患者可与医生进行交流，手
术感受较好，且相对安全。恢
复快，术后即可下地，次日即可
出院，6周后可恢复正常生活、
工作。手术出血少，可忽略不
计。皮肤切口小，更美观。
PELD 技术已经是脊柱外科领
域一项安全性高、风险极小、优
良率高、成熟并不断进步的主
流微创技术，不断造福更多的
受疾病困扰的颈肩腰腿痛病
人。

记者了解到，总医院脊柱
骨科、骨肿瘤科自2008年在全
国率先开展微创PELD技术，并
有专业化的微创脊柱团队。现
该科每年可开展各类微创脊柱
手术近千台次，其他开展的常
规微创手术还有经皮穿刺骨水
泥成形术、盘源性腰痛射频消
融术、脊柱骨折经皮内固定术、
内镜下椎间融合术及腰椎退变
性疾病mis-tlif术。

总医院成功为八旬老人实施腰椎微创手术

张晓鹏在为患者行微创椎间孔镜手术

□记者 魏应钦
通讯员 郭傲寒

本 报 讯“仅一周的治
疗，我母亲的病情就得到了
明显好转，她现在气不喘了，
吃得下饭了，走路也变得有
力量。母亲能在市二院得到
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精心的医
治，我们全家人都感到无比
的幸运和感激。”11月 16日，
范老太的女儿在老人出院当
天，把一封感谢信和一面写
着“医术精湛 情暖人心”的
锦旗送到了市二院心内科四
病区主任张军和主治医师李
恭的手中。

据悉，年近九旬的范老
太平时看似身子骨硬朗、行
动自如，但她一直有块“心
病”放不下。近 20 年来，她
反复出现心悸、胸闷、气喘
等症状，体力活动时尤为明
显，休息后能够稍有缓解，
平时间断口服药物进行维持
治疗。近一个月来，范老太
上述症状再次频繁发作，精

神状态消沉，茶饭不思。由
于老人年事已高，还有30余
年的高血压病史，见到她反
复遭受病痛折磨，家人不敢
多耽搁，11月 10日，他们连忙
带着范老太来到市二院寻求
进一步诊治，门诊诊断为冠
心病并收住于心内科四病
区。

李恭第一时间来到老人
的病床前，耐心询问发病情
况及以往病史、仔细查体，同
时安排相关检查。心电图检
查显示，范老太为快速室率
房颤伴室内差异性传导或室
性早搏，心室率为 163bpm
（正常值为60-100bpm）。经
过初步诊断，老人确诊为冠
心病、心律失常、阵发性房
颤、高血压 3 级（重度高血
压）、陈旧性脑梗死。

房颤会大大增加心衰和
脑卒中的风险，此时，控制患
者的心室率尤为紧迫。综合
分析范老太既往病史和目前
身体状况后，李恭立即针对
房颤进行治疗，3个小时后，

患者的房颤心率转换成了正
常的窦性心律（HR79次/分）。
心率恢复规律整齐后，范老
太自我感觉像摆脱了沉重的
包袱一般舒服，心情也变得
舒畅了。

在住院治疗期间，每天
早上查房的时候，张军和李
恭都会与范老太及其家人亲
切攀谈，了解前一天用药效
果和吃饭睡眠情况。在繁忙
的工作间隙，李恭还会专门
来到范老太的病房，安慰并
鼓励老人，为她解疑释惑，帮
助其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

“每次老人家换药或有
其他需求时，心内科四病区
的所有医护人员都是随叫随
到。”范老太的女儿感叹道，

“大家热情的服务和脸上真诚
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家人
般的温暖，也让我能够把母亲
的健康安安心心地全部托付
给市二院的医护人员们。”

在入院后的彩超检查
中，报告显示老人甲状腺出
现病变，右侧叶及峡部体积

增大，后被确诊为甲状腺功
能亢进症、甲状腺结节。和
患者沟通过病情后，11 月 15
日早上，李恭立即请示组织
多学科联合会诊。内分泌科
和普外科一病区专家查看老
人病情、了解病史后建议，患
者暂时免碘饮食，一个月后
完善摄碘率检查评估甲状腺
功能，针对甲状腺结节可行
甲状腺穿刺进行进一步明确
诊断，必要时可行手术治
疗。李恭将联合会诊后制订
的治疗方案和后续治疗步骤
明确地告知了范老太及其家
人，他们高悬着的心终于放
了下来。

住院一周之后，范老太
在科室医护人员的悉心救治
及护理下，病情已恢复稳定，
11月 16 日，身体状况良好的
她决定暂时回家休养，并表
示配合后续的甲状腺结节的
治疗。临别时，老人激动地
说道：“我的命捡回来了，太
谢谢你们了，你们照顾得太
好了！”

年近九旬老太阵发房颤命悬一线
市二院心内科四病区成功救治

（上接B1版）

■误区六
慢阻肺接受药物治疗就

可以，戒烟不重要

专家解释：吸烟是慢阻肺
的一个最主要的致病因素，吸
烟会加快其肺功能的下降速
度，从而使慢阻肺的病情进一
步恶化。研究表明，慢阻肺患
者越早戒烟，获益越大，甚至
可以使肺功能得到部分的“逆
转”，从而提高日后的生活质
量。所以戒烟对慢阻肺患者
而言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非常
重要。

结论：慢阻肺患者戒烟很
重要，自己需要充分重视，家
庭和社会需给予大力支持，戒
烟困难时寻求专业帮助，如戒
烟门诊。

■误区七
慢阻肺患者呼吸困难明

显，不再适合运动

专家解释：肺康复治疗是
慢阻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运动是康复治疗的重要内容，
可以改善活动能力、提高生活
质量及改善呼吸能力，是慢阻
肺治疗的重要措施。

结论：慢阻肺患者可以根
据个人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
康复训练方法，按照从小强度
到大强度，逐渐耐受，循序渐
进原则，运动康复可以提高慢
阻肺患者的活动耐力，提高生
活质量。 （周洁莹）

慢阻肺，得了
也不一定察觉
的一种病

本报讯 近日，美国佛罗
里达大西洋大学护理学院的
研究人员发现，与机器人宠
物互动能帮助患有阿尔茨海
默病或相关痴呆症的人群，
减少他们的压力和与痴呆症
相关的行为。

研究人员在一家成人日
托中心将机器猫与12名患有

阿尔茨海默病和相关痴呆症
的老年搭伴组合。每个参与
者都分配了一只机器猫。他
们被告知，宠物是机器人而
不是活的动物。他们每周和
宠物相处两次，每次 30 分
钟，持续12周。

机器猫在设计功能上能
对主人的行为做出反应，如

被爱抚时发出咕噜声。研究
人员使用3种不同的情绪和
行为量表评估患者的情绪。
结果显示，参与者的所有情绪
得分都有所改善，精神状态也
更好。通过观察认知（思维）
技能，研究人员发现，与测试
前相比，超过一半参与者在注
意力和计算和语言方面有轻

微到中等程度的改善。
发表在《心理健康护理

中的问题》杂志上的这项研
究成果认为，在改善情绪、行
为和精神敏锐度的同时，机
器宠物这种非药物疗法给了
参与者另一种交流方式，这
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质
量。 (刘彦弟)

“机器猫”能改善痴呆患者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