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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霞 文/图

9 月 22 日上午，市第一人民医
院新院区血液淋巴瘤科二病区，50
岁的骨髓瘤患者王女士走出移植舱
的那一刻，护士长送上一束鲜花：

“祝贺你移植成功！”走廊里响起一
片热烈的掌声，那是围观的病友发
自内心的祝贺，也是为医生的高超
医术点赞。王女士的顺利出舱，标
志着平顶山市首例多发性骨髓瘤自
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获得成功。

取自身造血干细胞“自救”

我市首例骨髓瘤自体移植患者顺利出舱

王女士来自鲁山，是一名农村妇女，
平时下地干农活，在家里做家务照顾老
人，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今年春节
前，她出现腰痛、无力等症状，刚开始以为
是椎间盘突出症，但治疗一段时间后没有
效果，还查出了贫血。春节过后，家人陪
她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求治。该
院血液淋巴瘤科二病区为她做了骨穿检
查，最终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

科主任许惠丽解释说，多发性骨髓瘤
是一种浆细胞异常增殖的恶性肿瘤，多发
于老年人，且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王女士住院做了几个疗程的化疗
后，病情得到了缓解，考虑到她还年轻，我
们建议她做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许惠
丽说，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是通过大剂
量化疗将患者体内残留的骨髓瘤细胞尽
可能清除，再将提前采集的患者自身的造
血干细胞回输体内，该疗法目前被认为是
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最有效方式。如果
移植成功，可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期限，
降低复发风险，提高生存质量。

农妇患上多发性骨髓瘤

经过一番咨询，听了医生的详
细解释，王女士决定接受自体造血
干细胞移植。

虽然市一院做过白血病自体造
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但用移植手术
治疗骨髓瘤患者还是第一次。在输

血科、手麻科、急诊科、放疗科等多
科室联动支持下，许惠丽带领科室
团队为王女士制定了详尽的移植治
疗方案。待王女士将身体调理到最
佳状态后，今年6月，医生采取外周
血采集方式从她体内采集了 100毫
升饱含“生命种子”的造血干细胞悬
液。之后，这些造血干细胞被贮存
到零下80℃的冰箱内保存起来。

一切准备就绪。8月29日，王女
士正式进入移植舱，随后口服药物
开始大剂量化疗进行预处理。“这个
过程就像整地一样，把土壤里的杂
草、石块等清除干净，等待播种。”许

惠丽说，9月2日，把之前采集的造血
干细胞回输到患者体内，就像是把
种子播进了土壤，然后等待它发芽、
生长。在这个过程中，医院会通过
输注红细胞、血小板等方式对患者
给予生命支持。

治疗过程中，王女士的丈夫在
医院附近租了一间房，专门为妻子
做营养餐，保证她的营养。她的每
顿餐和药物经过消毒后，通过一个
传递窗，传递进移植舱。医护人员
每天检测患者的血常规，并通过监
控，时刻观察着她在舱内的一切。

进入移植舱，化疗清除血液“杂物”

9月 16日，血常规检测显示，输
入王女士体内的造血干细胞开始生
根、发芽，预示着植入成功了。

9月21日，血常规检测显示，王
女士的血红蛋白、白细胞、血小板等
各项血液指标达到正常范围，可以
出舱了。

9月 22日上午，手捧鲜花的王

女士回到普通病房，激动地说：“我
现在很开心，感觉哪儿都很舒服。
谢谢许主任和医护人员，把我照顾
得可好了。”

据了解，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术治疗多发性骨髓瘤，填补了我市
该项技术的空白，为血液病患者提
供了更优质、更高水平的治疗选择。

生命种子成功“发芽”

骨髓瘤患者王女士在家人和医护人员陪同下，走出移植舱。

医护人员通过监控时刻观察移植舱内的情况

94岁抗美援朝老兵摔骨折 总医院突破“禁区”成功手术

应用血液净化技术

市第一人民医院成功救治多名中毒患者
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

科学饮食有利于提高精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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