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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爆炸 5个月小宝颅内大出血
九个半小时开颅手术，完整切除畸形血管团及动脉瘤

□生活日报记者 王丽
通讯员 王昆 谢仕刚

前一天还活泼可爱能吃能
睡，第二天就不明原因高烧不
退、四肢抽搐，近日，只有5个月
的帆帆(化名)突发颅内出血，
命悬一线。幸好，济南市儿童医
院神经外科大医生团队及时出
手，找出了其出血的原因，成功
救治了这位颅内血管畸形合并
动脉瘤破裂出血的宝宝。

帆帆被救护车紧急转诊至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
市儿童医院)急诊科时，已是情
况危急，命悬一线。大约17个小
时前，帆帆出现不明原因高烧
不退、四肢抽搐，因当地诊疗水
平有限，家长冒着转运途中可
能存在的危险，将帆帆转诊至
济南市儿童医院。

医院急诊值班医生接诊
后，第一时间给帆帆进行了颅
脑CT检查。

检查结果让帆帆父母崩
溃，也让在场的医护人员大吃
一惊——— 孩子颅内大量出血且
已破入脑室。

神经外科医生紧急会诊。
帆帆颅内出血量较大，且已经
继发脑积水，频繁抽搐，急症手
术进行脑室血肿体引流是最佳
选择，也是救命之策。

前一天还健康活泼，此时
竟面临颅脑手术……家长对无
法完全接受这突如其来的一
切，但选择相信专业小儿神经
外科医生。

神经外科医生迅速给帆帆
安排了引流手术。手术顺利，引
流通畅，帆帆状态好转，抽搐较
术前明显减轻。

不过，当家长沉浸在手术成
功的喜悦时，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王广宇却没有丝毫放松。丰富的
临床诊疗经验告诉他，这个孩
子的病情没有这么简单！

出血原因，很有可能是颅
内血管畸形。

王广宇立刻紧急完善后续
相关检查，明确出血原因。检查
结果让所有人的心都悬起来
了。正如王广宇所料，孩子真的
是颅内血管畸形，还是颅内动
脉瘤合并血管畸形！

王广宇介绍，颅内动脉瘤是
指颅内动脉血管壁异常突起形
成的囊状包块，最常见的原因有
长年高血压、外伤、先天发育异常
等。颅内动脉瘤是造成蛛网膜下
腔出血的首位病因，被称为是颅
内的“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

时候会破裂，而且一旦破裂出血，
保守治疗效果不好，存在反复出
血可能，出血严重者，短时间内可
能死亡。

像帆帆这么小的婴儿动脉
瘤破裂出血，国内都很罕见。5
个月的孩子，体重9公斤，全身循
环血量约900ml，手术过程中一旦
发生动脉破裂出血，会直接导致
死亡，抢救都来不及……

风险很大，但家长选择再
次相信王广宇团队。

充分的术前准备后，神经
外科牵头组织麻醉科、输血科、
ICU、术后护理团队多学科合
作进行了充分的术前集中讨

论，对手术中可能发生的突发
事件做好应急预案。

7月28日，王广宇为帆帆进
行了开颅手术。

手术历时9 . 5个小时，术中
输血8单位、血浆800ml，使用了
4瓶纤维蛋白原、1 5 0条脑面
片……过程艰险，但结局圆满，
帆帆颅内的整个畸形血管团连
同动脉瘤被完整切除。

术后，帆帆各项生命体征
平稳，恢复顺利。

帆帆父母非常庆幸自己做
出了正确的选择：选择相信医生，
选择手术，选择尽最大努力给了
帆帆一次重获新生的机会。

攻克冠脉介入“最后的堡垒”
齐鲁医院完成省内首例stingray球囊辅助ADR术
□生活日报记者 王闯

通讯员 田玉清

与非闭塞病变相比，冠状
动脉慢性闭塞(chronic total
occlusion， CTO)病变介入治
疗的手术成功率低，并发症发
生率高，被称为冠脉介入治疗
领域最后的堡垒。近日，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副主任医师安贵
鹏、孟晓在主任医师李继福指
导下，完成了利用正向夹层重
回真腔技术(antegrade dissec-
tion re-entry， ADR)开通的
高难度冠脉CTO病变，目前病
人已痊愈出院。经检索，该术为
山东省首例。

该患者来自德州，已连续
三年发作性胸痛，又有糖尿病、
高血压病史，半个多月前，症状
明显加重，于当地医院行冠脉
造影检查提示前降支中远段慢
性闭塞，慕名来到齐鲁医院心
内科就医。

仔细研读病人影像资料发
现，前降支自发出第一对角支
后 齐 头 闭 塞 ，闭 塞 段 大 于
40mm，J-CTO评分4分，且逆向
侧枝不良，属只能正向尝试开
通的高难度CTO病变。CTO病
变，是指原冠状动脉完全闭塞，
经冠脉造影证实TIMI血流为0
级，同时其闭塞时间大于或等
于3个月的病变。

与非闭塞病变相比，CTO
病变介入治疗的手术成功率
低，并发症发生率高，被称为冠
脉介入治疗领域最后的堡垒。
利用传统技术开通CTO病变平
均每台耗时2-3小时，高难度的
CTO甚至需要5-6小时。手术时
间长，手术成功率低，医生和患
者在手术过程中不得不接受很
高的辐射剂量，对术者的介入
技术水平有着很高的要求。

通常而言，只采用传统正
向技术开通CTO，成功率很难
突破80%，正、逆向技术结合应
用，成功率则可突破85%。正向
技术最大的障碍是前向导丝进
入内膜下，很难通过传统技术

重入真腔。以Stingray球囊为基
础的正向导丝重入真腔技术问
世数年来，临床效果显著，不仅
使CTO开通的成功率高达90%
以上，手术时间和辐射剂量也
得到了明显缩减。

因此，经团队反复讨论后
决定首先正向尝试，失败后则
采用Stingray辅助的ADR技术
开通该前降支慢性完全闭塞病
变。

据介绍，ADR技术是近年
来备受欧美专家推崇的一种新
型高效的CTO开通技术。与传
统术式相比，成功率高，明显地
缩短了手术时间，减少了外科
手术的必要。

老人反复心悸 原是复杂室上速
三维标测系统指导下射频消融手术解难题
□生活日报记者 王丽

通讯员 曹坤

最近几个月，今年74岁的
李老爷子心悸反复发作，到医
院检查，发现为冠心病合并阵
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而且，是
罕见的右侧慢旁路心动过速。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心内二科团
队成功对其进行射频消融治
疗。

李老爷子近日总是不明原
因出现心悸。心悸突然出现，也
会突然终止，发作持续时间也
是长短不一。最近一次，居然持
续了一个多小时不缓解，还出
现了胸闷乏力症状。家人感觉

情况不对，赶紧带老人到山东
省立三院心内科求诊。

接诊医生是该院临床经验
丰富的主任医师张迅英。张迅
英很快就给了诊断结果——— 阵
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这是一种快速心律失常，
虽然本身不会致命，但对有冠
心病的中老年人来说，持续的
心动过速会加重心肌缺血，李
老爷子被收入院治疗。

入院完善检查，发现患者
果然合并冠心病。由于老人的
基础心率仅有60次/分，该院心
内二科主任徐庆国带领主任医
师张迅英、副主任医师肖明会
诊，仔细分析患者病情，最终决

定对患者进行射频消融治疗。
考虑到患者年龄大且合并冠心
病，为了使手术相关损伤减到
最少，与患者家属商议后，最终
决定在三维磁导航标测系统指
导下消融。

术中，局麻下各个心导管
到位后，肖明带领团队先对患
者进行常规心电生理检查，发
现患者并不是最简单的双径路
折返心动过速，而是难度相对
较大的右侧旁路！

反复标测和试放电后，肖
明发现，患者三尖瓣环整个五
点到六点的区域都有碎裂的心
房电位，这提示可能是罕见的
右侧慢旁路！随即，手术团队对

其整个后间隔进行了大范围消
融，心动过速终于不再被诱发，
手术取得成功！

据该院专家介绍，射频消
融手术最大优势就是创伤小、
恢复快。患者术后第二天就能
下地活动。加上三维标测系统
的优势，整个手术虽然历时三
个多小时，但是总的放射线剂
量比一般造影检查的剂量还要
少，也没有任何造影剂，所以对
患者身体几乎没有不良影响。

该例复杂射频消融手术由
省立三院心内二科团队独立完
成，这标志着省立三院在心律
失常介入诊疗领域又迈上了一
个新台阶。

国内外眼科大咖
泉城论“眼”
□生活日报记者 王丽 通讯员 于娜

近日，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与济南市
第二人民医院联合举办的第十二届“国际
眼科新技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来自国
内外的著名眼科专家及全国各地的眼科
同仁200余人齐聚泉城，共襄眼科盛会。

此次会议的主题为“科技点亮视界，
创新引领未来”。会议特邀20余位国际、
国内顶尖的眼科专家学者进行主题授
课，重点围绕玻璃体视网膜病变、白内
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外伤、弱视斜视及
屈光等专业的国内外眼科医学高精尖技
术和临床研究新成果进行学术交流。专
家授课内容涵盖临床新技术介绍、影像
学分析、临床案例分享等多方位、多视角
的眼科专业学术课题，通过专题演讲、大
会发言、疑难病例讨论、现场答疑、手术
直播等多种形式，让眼科医生对当前眼
科领域的新观念、新进展、新技术、新理
论以及发展的前景有了更全面、更深入
的了解，学到了很多实用技术。

据了解，“国际眼科新技术研讨会”
是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济南市第二人
民医院共同发起的一场立足齐鲁、面向
全国的眼科盛会，承载着眼科技术传承
与创新的重大责任，目前已成功举办十
一届，成为山东省乃至全国知名的学术
品牌。大会始终坚持“严谨、开放、共融”
的办会精神，每届均邀请国内外眼科领
域的著名学者、各路翘楚与眼科同道共
同探讨眼科最新技术和发展动态，为山
东省眼科医师搭建起一个高层次的眼科
学术交流平台，很好地引领和推动了济
南市乃至山东省眼科事业的发展。

中年男子昏迷路边
白衣天使出手救援
□生活日报记者 董昊骞 通讯员 林雨

救死扶伤的战场不分院内院外。2日
下午，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儿科护士
巩靖在上班途中，遇到一名受伤的男子，
她毫不犹豫，出手相助。

白衣天使街头救人的暖心一幕，发生
在2日下午3点。当时，巩靖和老公骑电动车
去上班，行至光华大道南卧牛山路口，发
现有一骑摩托车的中年男子趴在路边不
省人事，一半侧脸露出，口鼻部都是血。

没有犹豫，巩靖立刻让老公停车，上
前查看情况。

“当时受伤男子无自主呼吸，颈动脉
也没有搏动。”凭借自身专业知识，巩靖
对伤者进行了初步判断，嘱咐老公拨打
120，她则在路人帮助下将伤者扶正，立
即为其实施心肺复苏。

伤者恢复自主呼吸后，巩靖一直在
其身后支撑，护住其颈部，保持其呼吸道
通畅。同时跟他说话，激发其求生意志，
并观察伤者是否能恢复意识，但他一直
没有回应，始终处于昏迷状态。

十分钟后，救护车赶到，巩靖和老公
帮忙把伤者送上救护车，向急救人员详细
叙述了伤者的情况。随后，又拨打了110请
交警处理了事故现场，才默默离开。

据了解，巩靖2016年毕业于滨州医
学院护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山东大学第
二医院新生儿科工作，平时就很乐于助
人，理论知识丰富，操作技能也过硬。

“只要遇到人命关天、需要医护人员
紧急救护的事件，不管是不是在上班期
间，我们都有义务、有责任去救人。”巩靖
说，从学校学习到单位工作，她学的、做
的就只是一件事，那就是救人。作为医护
人员，不能放弃一线生机。

王广宇主任为患儿做手术。 通讯员 王昆 赵传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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