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健康
审稿：曾炜 责编：邓 娴 版式：邓 娴 总检：尹一冰 2024年8月27日 星期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
颖 通讯员 李 文 娟 阳
媚 王湘斌） 在仅有一块硬
币大小的切口内，施展“绣花
针”技术“精雕细琢”，这可不
是天方夜谭，而是真实发生在
市中心医院脊柱外科团队
OSE 微创手术中的一幕。8 月
15日，市中心医院脊柱外科团
队采用单孔分体内镜（OSE）
技术成功治疗一名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实现了我市脊柱
微创领域又一重大技术突破。

患者李林（化名），因左下
肢疼痛、麻木，严重影响日常
生活，来到了市中心医院就
诊。脊柱外科医生查体发现，
患者小腿后方感觉减退、肌力
下降及跟腱反射消失。腰椎
CT 提示：患者为腰椎间盘突
出症，神经根已经明显受压。

“医生，我是家里顶梁柱，
有什么办法既能缓解病情，又
能快速恢复呢？”李林顿时心
急如焚、手足无措，表达出内
心的担忧与恐惧。针对患者的
诉求，脊柱外科主任李勇率脊

柱外科医疗团队对患者进行
了病例分析、讨论，按照“个体
化、精准化、微创化”的治疗理
念，结合患者实际，精心制定
了手术治疗方案，决定为患者
采用最先进的脊柱微创技术
——OSE。术后，困扰李林很
久的腰腿痛症状完全缓解，他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什么是 OSE 技术？李勇
介绍，OSE 技术是 2019 年由
国内学者朱腾月教授提出并
应用临床的一种新型脊柱内
镜技术，称为单孔分体内镜或
开放式脊柱内镜技术。该技术
可以理解为是将经皮椎间孔
镜技术的工作通道与镜体分
离，或者是将单侧双通道内镜
技术的双通道合为一个通道。

李勇表示，OSE技术是目
前国内较为先进，以微创形式
治疗腰椎管狭窄症及腰椎间
盘突出症的手术方法，与传统
开放手术及双通道微创手术
相比，采取单孔分体技术，创
伤小、安全性高、术后恢复快。

市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单孔分体内镜（OSE）手术

脊柱微创领域又一重大技术突破

在医学的广阔海洋里，有一位勇毅的
航行者，他以精湛的医术为舵，以长足的
耐心为帆，引领团队乘风破浪，他就是市
第二人民医院脑七科主任向剑。从专业
水平不断提升，到用心服务每一位患者，
再到团结带领团队共谋发展，向剑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为患者带来了一束明亮的希望之光。

多年来，向剑不仅在脑血管病领域
不断深耕，还勇于探索新的治疗方法。
他的专业知识丰富，技术精湛，能够迅速
准确地诊断和处理各种脑血管疾病，擅
长全脑血管造影、急性脑梗塞取栓等神
经介入治疗及脑出血微创治疗，对高血
压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急性脑梗塞
等神经系统疾病及神经免疫系统疾病的
诊治均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

2021年，一名年逾五旬的患者，因突
发的头晕头痛来到该院就诊。经检查，
该患者被确诊为颅内多发动脉瘤，动脉
瘤随时有破裂大出血的风险。这一消息
如同晴天霹雳，让患者及家属措手不
及。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向剑迅速组织
团队，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成功为患

者实施了脑动脉瘤密网支架植入术。然
而，命运似乎并未就此罢休。术后不久，
患者又遭遇了少见的并发症——急性脑
梗死，一侧肢体完全瘫痪、失语，生命危
在旦夕。

关键时刻，向剑凭借丰富的临床经
验和冷静的判断力，带领团队争分夺秒
地展开了抢救。给患者进行急诊溶栓治
疗，溶栓治疗后再行脑血管桥接治疗。
经过连续奋战，该患者终于转危为安，不
仅生命体征稳定下来，更在后续的康复
治疗中逐渐恢复到生活完全自理。

这一场生死较量，不仅见证了向剑
专业的技能水平，更彰显了他对生命不
抛弃、不放弃的医者情怀。

脑血管病患者的康复是一个长期且
复杂的过程。近年来，市第二人民医院
脑病科致力于开展治疗与康复为一体的
脑血管疾病治疗模式，充分挖掘中医药
特色在治疗脑出血、脑梗塞等多种脑部
疾病的显著优势，与患者“共防共治”，取
得了较好疗效。

2023年4月，新邵县巨口铺镇的周先
生专程赶到脑七科，将一面写有“妙手回

春 医德双馨”的锦旗送到了向剑手中。
周先生患有脑梗塞、高血压、冠心

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2013年，周先生
因吐词不清、肢体无力第一次入住该院，
被诊断为急性脑梗塞，情况危急。面对
周先生的焦虑和恐惧，时任经治医生的
向剑耐心地为他进行了心理疏导，并制
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经过一段时间
的精心治疗，周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明显
改善，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

此后，周先生每年都定期来到医院
找到向剑复查，并住院系统检查一次。
2021年，市第二人民医院脑七科开科后，
向剑依然关心着周先生的病情，不仅嘱
咐科内医生要及时跟进周先生的检查结
果，调整最新的治疗方案，还经常亲自打
电话进行回访。

从 2013 年至今，这段“医患情”已
持续了 10 余年。握着向剑的手，周先
生几度哽咽：“我的身体不太好，常年要
跑医院，但这 10 年来一直没有再出现
心脑血管急性事件，全都得益于向医生
的照料。他的耐心与用心，让我感受到
家人般的温暖。”

市第二人民医院脑七科主任向剑坚持用医者仁心为患者点亮希望之光

持续十余年的“医患情”
邵阳日报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彭颖异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 熹 珩 通讯员 易 邵
平） 8 月 15 日，重度帕金
森病患者邓洪（化名）来到
市中心医院东院进行复诊。
原本行走困难、表情僵硬的
他和医生交谈中脸上却一
直洋溢着笑容，脚步也十分
轻快。

邓洪退休后一直饱受
帕金森病困扰，肢体不自主
抖动、全身僵硬等症状严重
影响其生活质量。长时间的
药物治疗不仅让病情未得
到有效控制，还出现了“开
关”现象，生活自理能力下
降。面对这一困境，邓洪来
到市中心医院东院，寻求新
的可能。

该院神经内科团队全
面评估病情后，认为脑起搏
器植入术是当下最合适的
治疗方案。该院神经外科主
任李毅钊向邓洪介绍了国
内用得较多的几款脑起搏
器品牌及相关功效，其中最
新上市的一款智能可感知
脑起搏器引起了他的兴趣。

“这款脑起搏器最大的优点
是‘可感知’，能实时监测大

脑的电信号及其他生理指
标，包括运动、睡眠和脑电
图等数据。”李毅钊介绍。

经过考虑，邓洪表达了
对手术方案及该款脑起搏
器的肯定与期待。6 月 19
日，手术顺利进行。术后患
者恢复良好，无不良反应。
术后第二天，治疗团队通过
智能医生程控仪为邓洪体
内的脑起搏器开启了感知
功能。7 月 19 日，邓洪回到
该院复诊，并顺利开机。开
机后，邓洪长期以来的运动
迟缓得到了明显改善，焦虑
情绪也得以缓解，甚至情不
自禁扭起了秧歌。

据了解，此次手术是湖
南首例智能可感知脑起搏
器植入手术，在我市功能神
经外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
意义。李毅钊介绍，脑起搏
器植入术是目前帕金森病
在药物治疗症状严重阶段
的一种主要手段。通过精确
植入脑内的微小电极并发
放弱电脉冲，有效刺激控制
运动的相关神经核团，从而
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帮助患者复归生活常态。

全省首例智能可感知脑起搏器
植入手术在邵实施

▲医护人员对患者术后做开机调试。

“尿毒症患者竟能正常怀孕并平安
产子？”8月16日，在邵阳市危重新生儿救
治中心、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新生儿
重症监护室外，一位年轻的妈妈和其家
人正焦急地盼着，接她们的宝贝回家。

“来，看一下，宝宝现在体重2.2公
斤，各项指标都很健康，可以出院啦！”
当新生儿科主任刘瑾将活泼可爱的宝
宝送到产妇阳女士手中时，这一家人
激动地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原来，阳女士是一位患有尿毒症，
且伴随有扩张性心肌病、肾性高血压
的孕妈妈，她曾被省、市、县三级妇幼
机构列入红色预警高危，她曾多次被
建议终止妊娠，却依然顶着巨大的生
命威胁，只为成为一名母亲。

多学科协作“保”分娩安全

今年3月，20岁的阳女士发现自己怀
孕了。她既惊喜又担忧，作为一名准妈
妈，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每周靠着透析维
持生命，这些危险的因素让她觉得前路迷
茫。第一次孕检时，当地医生便明确告
知，她的身体状况不适宜妊娠，怀孕和分
娩都将面临巨大风险。但是面对这个来
之不易的小生命，阳女士一家都不愿放
弃，一再表达想要留下唯一血脉的决心。

很快，阳女士的情况引起了县、市、
省三级妇幼机构的高度关注，通过我市
应对有序的高危孕产妇动态追踪管理，
阳女士平安度过了孕早期、孕中期。

6月3日上午，孕26周的阳女士突
发“胎膜早破、先兆早产”，需要马上住

院分娩。按照此前市卫健委制定的应
急预案，及时将阳女士转入了邵阳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邵阳市危重孕产妇
救治中心。接诊后，该中心集全院之
力，立即组织由产科、新生儿科、肾内
科、重症医学科、麻醉科等多学科专家
组成的医疗团队全程联合协作，密切
守护确保阳女士分娩安全。

分娩过程中，考虑到阳女士本身
肾脏已经严重受损，还伴随有严重的并
发症，倘若采取剖宫产，产妇身体不耐
受，对其伤害也会比较大。因此，为了
最大程度降低分娩对产妇、胎儿的不良
影响，团队最终决定采取自然分娩。幸
运的是，在多学科的通力合作下，体重
0.96公斤的新生儿平安降临，产妇也并
未因为分娩而加重基础疾病。

“安全分娩，母子平安。这是最好
的结局。”产科主任袁巧介绍，我国尿
毒症患者成功妊娠并分娩仅见少数报
告，迄今为止，这应该是邵阳市危重孕
产妇救治中心接收尿毒症合并并发症
最严重的一例孕妇成功分娩，再一次
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74个日夜精心救治“保”婴儿平安

临床上，对于不超过28周出生的婴
儿均称为极早产儿。尽管此前已经有过
多次救治极早产儿的丰富经验，刘瑾仍
觉得压力在肩。一想到阳女士这个情况
特殊，一旦孩子不能得到成功救治，势必
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因此，这
场生命保卫战必须赢。

“这个孩子的救治真的很不容
易。我们预判的早产儿可能发生的并
发症，他都经历了一遍。”刘瑾介绍，由
于母亲的基础疾病较多，严重影响了
孩子的各个脏器功能，如呼吸衰竭、喂
养不耐受，孩子出现颅内出血以及重
症感染等一系列的并发症。

为了全力救治这个新生的小天使，
新生儿科组建了专门的医疗小组及护理
小组，由刘瑾及护士长刘艳霞亲自带领，
24小时不间断对宝宝的生命体征进行
监护，并根据孩子的每日情况，不断制
定和调整治疗计划。躺在保温箱里的宝
宝，先后经历了呼吸关、喂养关、感染
关、后遗症关等，每一关都是巨大的挑
战。最终，通过呼吸重建，建立营养，
改善肠道免疫，减少感染，科学的护理
等，在医护人员74个日夜的精心救治
下，宝宝的恢复状况越来越好。

住院期间，为了帮助宝宝获得母乳
中的抗体，科室向其他妈妈们发出倡议，
为宝宝捐献珍贵的母乳，并邀请孩子的
奶奶进入病房参与袋鼠式护理。很快，
那个刚刚出生时又黑又丑的小生命逐渐
长开了，长胖了，变得越来越好看了。8
月16日，历经两个月的艰难险阻，披荆斩
棘，宝宝终于各项指标正常。

这场精心动魄的“分娩护航”“新
生护航”，充分展现了邵阳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学科集群的全面发展，体现了
该院在危重症孕产妇、危重新生儿救
治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为保障邵阳地
区母婴安全构筑了一道坚实屏障。

红色预警高危孕妇在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平安产子红色预警高危孕妇在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平安产子

创 造 生 命 奇 迹创 造 生 命 奇 迹
邵阳日报记者 刘敏 通讯员 谢翠玲

◀科主任密切关
注宝宝各项指标。

▲▲宝宝喝母乳宝宝喝母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