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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治疗是一门融合影
像诊断和临床治疗的新兴学
科。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
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介入
放射科，副主任医师李建军
在介入治疗领域不断探索突
破、化繁为简，用手中细细的
导丝和导管，为无数疑难危
重患者搭起了宝贵的“生命
线”。

突破：纤细导丝变身
“突围神兵”

介入医学虽是新兴学
科，但知识更新却日新月
异。想要推陈出新，需要主
动追赶前沿。凭着爱学的热
情劲，李建军“颠覆”了人们
对介入的传统认知，利用原
本在血管中所向披靡的纤细
导丝攻克了粘连性肠梗阻、
PTCD（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
术）联合介入球囊推石术治
疗胆结石，让总医院介入放
射科实力跃居河南省前列，
鹰城百姓享受到该院不可比
拟的优质医疗技术。

2017年，车祸造成40岁
的闫先生腹部多发损伤，手
术后捡回一条命，但腹腔粘
连造成肠梗阻让他再遇生死
考验。

粘连性肠梗阻是内科和
外科治疗的“拦路虎”。内科
治疗需患者禁食禁水，治疗
时间长、效果不显著；外科同
样“心里苦”，剖腹探查创伤
大、风险高，还易造成再度肠
粘连……

“内外交困”下，参与会
诊的李建军想到了介入治
疗：“既然导丝能在血管中蜿
蜒前进，那消化道这种自然
腔道是不是也可以？”带着疑
问，李建军在学术文献中找
到了前辈们探索的记录。他
反复揣摩、攻克疑点，完善术
式后，将3米长、直径比筷子
还细的导管成功送入空肠近
端，导引子随着肠管蠕动持
续向梗阻部位前进，外接的
负压引流壶引流潴留液，患
者腹痛当即得到了缓解。

“建军是一个敢想敢干
的大夫。”总医院介入放射科
主任朱培欣对李建军赞许有

加。在李建军的分享下，总
医院介入人不怕脏和苦，将
这一经鼻型肠梗阻导管术式
拓展到经肛型肠梗阻导管治
疗以及介入导管放置支架、
球囊扩张等解除梗阻。原本
纤细的导丝化身为“突围神
兵”，让肠梗阻患者得以获
救。

爱学习成了李建军身上
的一个“标签”。他直言，做
学者型医生是从医之初的追
求。2017 年 5 月，李建军南
下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师从研究生导师王晓白教授
持续进修介入治疗。原本应
持续一年的进修，李建军却
只在广州待了3个月就又动
身北上河南省肿瘤医院和河
南省人民医院，他抓住一切
可利用的时间拓展学习了肿
瘤介入、血管外科以及大血
管介入的前沿技术。

李建军说：“探索介入未
知领域已经成了我的一个爱
好。”广泛学习、融会贯通，他
又“出其不意”将介入技术应
用于胆总管结石以及肝内胆
管结石的治疗中。没有前人
经验可以借鉴，李建军在河
南省介入泰斗韩新巍教授的

鼓励下，抱着“没有推不下去
的结石”的信念，成功完成了
PTCD联合介入球囊推石术，
以极其微创的术式解除了梗
阻性胆结石的威胁。

数月前，郏县的七旬老
人岳老汉见识了介入的神奇
后，万分感叹：“没想到一个
针眼大的创口，介入放射科
的医生就把‘石榴籽’一样密
集的胆总管结石全部取干净
了。”手术后的老人无需带着
引流管卧床休息，很快就康
复出院了。每当提起李建
军，老人都竖起大拇指称赞
他为“神医圣手”。

温暖：愿为患者带去
希望

医者，敬佑生命，救死扶
伤。在患者心中，好医生有
什么标准呢？李建军说，一
次特殊的经历让他深刻地认
识到，用一颗温暖的心救死
扶伤就是患者心中的好医
生。

2017 年 1 月，一位特殊
的患者求助李建军。询问得
知，患者数年前做的食道支
架意外滑脱。金属支架抵着

胃贲门部，稍一平卧，胃液反
流，老人难受得夜不能寐，急
躁不已。

“大夫，求你想想办法，
把支架取出来吧。”面对着焦
急的患者，李建军心里明白，
取支架并非常规操作，支架
形态未知，贸然去取，一旦支
架划破食管壁，极有可能造
成大出血。

“我知道很难，可是别的
医院都说不能取，如果连你
也没办法，我只能去省医院
了，到那里还不知道会是什
么情况呢。”患者的话让李建
军听在耳中，急在心里。做
医生不就是要给患者带去希
望吗？李建军扪心自问后决
定放手一搏，用支架专用取
出钩为患者取出支架。

李建军多方联系定制取
出钩，通过导管介入的方式
将支架取出。“过程挺曲折
的，算是摸着石头过河。”他
说，但还好平日里介入手术
做得多，手还算稳，顺利帮患
者取出来了。

本以为是小事一桩，李
建军并没有放在心上。没想
到患者出院后专程找到医院
感动办感谢李建军：“德高技

精，心怀患者。遇到这样的
医生是我们患者的福气！”患
者的夸奖让李建军的医生法
则新添了一条：好医生的法
则绝对是“德行和技术兼
备”。

情怀：患者利益高于
个人得失

“没有病区的介入放射
科就像单腿行走，找不到脚
踏实地的感觉。”提起来工作
初衷，李建军言语间是对该
院介入专业腾飞发展的笃定
信心。怀揣着对专业的热
爱，他在自己主修的介入领
域——血管介入领域不断攻
坚克难。

下肢血管硬化闭塞症，
发病率逐年升高，因其造成
下肢麻木、跛行、静息痛甚至
足坏疽，被广大病患形象地
称为“腿梗”。随着介入技术
的提升，李建军于全市首位
开展慢性闭塞性下肢血管的

“逆向开通”“内膜下开通”以
及“内膜下‘会师’”等技术，
成功解除了慢性长节段下肢
血管闭塞的难题，让患者足
不出市享受国内领先的血管
介入诊疗技术。

“没有李大夫打不通的
血管。”73 岁的煤矿工人卢
爷爷这样夸奖李建军。他
的左腿股动脉患硬化闭塞
已 5 年有余，闭塞段总长近
40厘米。一年前，卢爷爷选
择人造血管搭桥手术改善
下肢供血后，却反复遭遇血
管堵塞致使人造血管搭桥
术失败。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卢
爷爷经人推荐找到了李建
军。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李
建军采用“双向穿刺开通联
合内膜下腔内‘会师’技术”
成功打通长节段闭塞，植入
三枚支架。卢爷爷最终告
别“腿梗”，脚步又轻快起来，
他别提多高兴了。

介入“追梦”，秉承着从
医的初心，李建军持续走在
技艺精进的路上，在每一台
手术的背后，都是他孜孜以
求为鹰城父老谋得的技术福
音。 （李莹）

介入“追梦”：一根细丝打通“生命线”
——记总医院介入放射科副主任医师李建军

本报讯 2021年12月，经市
科技局和市卫健委联合认定，
平顶山市心血管病（绿色电生
理）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正式落
户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以下简称总医院）。

据了解，市级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是临床医学协同创新、

联和攻关、技术支持、人才培
养、医疗技术推广和转化的高
水平技术平台。此次，总医院
经申请、主管部门推荐、审查、
专家评审和会议研究等环节，
正式获批市心血管病（绿色电
生理）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这
也是该院继 2019 年批准的平

顶山市耳鼻咽喉疾病（耳聋眩
晕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
2020 年获得的平顶山市骨科
（老年骨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之后获批的第三批次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

据悉，该中心的正式获批
是对总医院加强临床科技创

新体系建设、完善疾病防控
协同研究网络体系、促进全
市医疗机构综合发展措施能
力 的 充 分 认 可 与 鼓 励 。 未
来，市心血管病（绿色电生
理）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将充
分发挥市级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作用，同总医院其他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一起，加强市
级各基层医疗机构合作，在
技术队伍设备创新优势的基
础上实现所属区域的领跑地
位，做好为社会服务示范，展
现总医院人精湛的学术风范
和奋进的创新风貌。

（李莹 赵展）

总医院获批市心血管病（绿色电生理）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李建军正在导管室查看患者血管造影情况 张文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