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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近年来，随着
“低头族”日益增多，颈椎病的发病率也逐年增高，
患者往往出现颈肩部疼痛、上肢的放射性疼痛和
麻木等症状，严重者还可能出现肢体无力和行走
不稳，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经保守治疗无效的
严重颈椎病患者，往往需要采用手术治疗。

反复颈肩痛让人寝食难安

39岁的张女士（化名）是一家公司的设计师，
由于工作需要，经常长时间使用电脑、伏案工作，
有时候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慢慢地就落下了
颈肩部疼痛的毛病。最近半年，忽然出现了右上
肢的放射性疼痛和麻木，严重的时候，肩背部疼痛
难忍、心慌、血压升高，难以入眠，经常导致第二天
浑浑噩噩、没有精神。张女士说，她也看了不少医
生，很多保守治疗方法都试了，但是效果不是十分
明显，病情反反复复。最后，张女士经人介绍求助
青岛市市立医院本部脊柱外科，寻求良策。

“Key-hole”（钥匙孔）技术巧妙解顽疾

在完善相关影像学检查后，接诊医生发现张
女士的颈5/6椎间盘突出，突出物压迫刺激到了神
经根，结合医师细致的查体，张女士最终确诊为神
经根型颈椎病。经科室术前讨论，本部脊柱外科
为张女士制订了颈椎后路微创手术的治疗方式，
也就是颈椎内镜下“Key-hole”（钥匙孔）手术，由
本部脊柱外科赵永生主任团队进行手术。

手术用时1小时顺利完成，出血量仅约10毫
升，手术切口仅有7毫米。术后，随着压迫神经根

的椎间盘组织被去除，张女士右胳膊的疼痛也明
显缓解，手术当晚，张女士终于睡了一个好觉。术
后第二天，张女士就下地自由行走了。“现在的医
疗技术真的是先进，我以为手术切口会很大，没想
到这么小的手术孔就能解决问题，我这胳膊几乎
不疼了，感觉也比之前有力气了。”张女士惊叹
到。5天后，张女士顺利出院。

随着脊柱内镜技术的迅猛发展，颈椎后路微
创“Key-hole”（钥匙孔）手术已经成为脊柱外科微
创领域非常成熟的尖端技术。该技术拥有创伤
小、出血少、术后恢复快、视野清晰、安全性高、保
留颈椎运动节段（非融合性手术）、对颈椎结构稳
定性影响小、并发症发生率低等优势。目前，
“Key-hole”（钥匙孔）技术主要适应于部分单节段
神经根型颈椎病，影像学上偏外侧的椎间盘突出
或骨质增生导致的椎间孔狭窄。对于有适应症的
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颈椎内镜微创手术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手术微创化 治疗精准化

青岛市市立医院本部脊柱外科目前拥有脊柱
内镜、高清显微镜、术中电生理监测、移动CT和电
磁导航等先进设备，在传统手术的基础上，不断探
索，以全新的理念和技术，朝着微创化、精准化、安
全化的目标迈进。目前常规开展颈椎后路微创
“Key-hole”（钥匙孔）手术、显微镜辅助下前路微
创手术以及传统颈椎前后路手术等手术治疗方
式，可全方位解决患者各种类型的颈椎病、颈椎管
狭窄、颈椎后纵韧带骨化、创伤性颈椎骨折脱位、
颈椎肿瘤、颈椎感染等颈椎相关性疾病。

市立医院开个“钥匙孔”巧除颈椎病

高考结束切勿放纵自己
合理安排生活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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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显罡和妻子在结婚登记日无偿献血。

危重症救治技术和多学科协作能力是三甲医
院护航“生命之舟”的重要保障，青岛市海慈医疗
集团聚焦主业，优化流程，运用高级生命支持技术
快速高效成功抢救急危重症患者，急危重症综合
救治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争分夺秒为患者重启生命希望

近日，年仅39岁的男性患者因突发急性大
面积心梗心源性休克，命悬一线，被紧急送至青
岛市海慈医疗集团抢救。集团心脏中心心外
科、心内科、麻醉科、急诊科、ICU团队运用急诊
“PCI+IABP+ECMO”技术，全力救治重症心梗患
者，争分夺秒，成功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迎
来重生希望。

5月27日深夜，患者无明显诱因突发剧烈
胸痛，伴恶心、呕吐、汗出，持续不缓解，凌晨时
分被紧急送至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胸痛中心，
经检查诊断为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经
冠脉造影检查显示，患者右冠状动脉、左冠状
动脉前降支完全闭塞，心脏严重缺血，出现心
源性休克提示心肌坏死面积达40%以上。急救
中，患者反复出现室颤，意识丧失，医护人员给

予气管插管，反复电除颤50多次，患者心律失
常，生命危在旦夕。由心脏中心介入团队、心
外科、重症医学科和麻醉手术科等专家组成的
MDT团队迅速集结，启动绿色抢救通道，全力
护航生命。

留法心外科专家、集团党委书记、总院长池一
凡组织协调各科室进行抢救，心脏中心主任于忠
祥，心脏中心副主任、心外科主任生伟，麻醉手术
科主任张彦平，重症医学科主任王玉春等专家带
领各自团队全力配合，顺利完成急诊“PCI+IABP+
ECMO”，由人工心脏辅助装置提供体外生命支持，
患者生命体征好转，心功能和循环明显改善，重启
生命希望。

争分多秒的抢救过程中，MDT团队多学科联
合，24小时专人值守，枕戈待旦严密观察，毫不懈
怠，ECMO操作监护记录本上准确记录各种数据，
从设备的运行温度到每小时的转速、流量，从患者
抗凝剂的使用到下肢循环的具体情况，及时更新，
动态掌握患者的身体各项指标。

经过医护人员的日夜守护与精细化治疗，患
者的心脏功能明显好转，第5天生命体征逐渐稳
定顺利撤离ECMO支持，安全脱机，第7天撤离
IABP辅助，专家团队继续根据患者的生命体征状

态实时评估，为患者进行下一步治疗，全力以赴保
障患者生命安全。

ECMO成急重症患者“救命神器”

人工心脏辅助装置ECMO，作为最高级生命支
持技术，能以最快的速度支持呼吸和循环，保护重
要脏器功能，改善患者治疗预后，为抢救赢得宝贵
时间，被称为“救命神器”。它的临床应用，为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肺栓塞、重症爆发性心
肌炎、心肌梗死、心源性休克等重症患者的抢救提
供了重要保障。

生伟介绍，急性心肌梗死多发生在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狭窄的基础上，由于某些诱因致使冠状
动脉粥样斑块破裂，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阻塞
冠状动脉，导致心肌缺血坏死。急性心梗的典型
症状表现为心前区憋闷、出现压榨样疼痛；疼痛有
时会向后背、颈部、双上肢放射，可伴有呼吸困难、
出冷汗等不适；发病时疼痛十分剧烈，甚至有濒死
感，疼痛可持续半小时以上，休息或服药等均不能
缓解。过度劳累、激动、紧张、焦虑、愤怒等激烈的
情绪变化，暴饮暴食，吸烟、大量饮酒等容易诱发
心梗。

近日，青岛市中心医院内窥镜中心贺延新
主任团队成功完成了医院内镜下最大的消化道
肿物切除，标志着医院在治疗消化道肿瘤的理
念及技术上走在了岛城前列，处于国内先进、省
内领先水平。

于先生（化名）今年50岁，除了患有高血压，
身体一向健康。就在3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
大便次数增多，没有其他特殊不适。在当地医院
行肠镜检查提示距肛门5-15cm可见一巨大息肉
样隆起，被告知可能需要进行外科手术治疗，肛
门也可能保不住。这让于先生难以接受，于是，
他通过多方打听了解到，青岛市中心医院贺延新
主任团队在内镜切除消化道肿物方面有较高造
诣，遂在家属陪同下来到青岛市中心医院就诊。

入院后，腹部CT平扫+增强提示，于先生直肠
肠腔内见软组织肿块影，最大横轴位截面约
61mm?44mm，可见骶部多条血管进入肿块内部。

贺延新医疗团队申请了多学科会诊，共同
为于先生制定了肿物切除手术方案。完善术前
准备后，在麻醉与围手术医学科团队的保驾护
航下，为于先生成功实施了内镜下黏膜剥离术
（ESD）。手术历时2个多小时，切除的肿物标本
重约半斤，大小约10cm?6cm?2.5cm。术后病
理提示绒毛状-管状腺瘤伴低级别异型增生，部
分区域呈高级别异型增生，局灶癌变（粘膜内
癌），基地切缘净，侧切缘未见癌变。

术后，于先生身体恢复顺利，对手术效果非
常满意，并向贺延新主任团队表示了感谢。

贺延新提醒，消化道肿瘤早期往往没有临床
症状，等到出现临床症状往往是晚期，而简单的一
次胃肠镜检查，就可以检查小肠外的整个消化道，
从而发现这些部位的一些癌前病变比如腺瘤性息
肉、早癌等，并选择内镜下微创切除，达到治愈的
效果，所以受益会非常大。因此，40岁以上的健
康人群无论有无症状，都建议至少行一次胃肠镜
检查，最好是定期的检查，特别是家人有消化道肿
瘤病史的人群，一定要定期行胃肠镜检查。

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结束，考生如何安排
大考后的生活，是接下来要面对的另一个“考
题”。由于备考期间学习过于紧张，考试结束后
突然的全身心放松，会让许多学生感觉无所适
从。那么，从高考结束到大学开学这接近3个
月的时间，该如何安排才能让自己更加心身健
康呢？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专家提醒广大
考生，高考过后可以适当放松，可以做一些高中
时期想做而没有时间去做，又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但绝对不可以毫无节制的过度放松。

首先，考生们可以抛开考试的烦恼，好好给
自己放几天假，使自己处于休闲放松的状态之
中。当然，每个人的放松方式可以有差异或不
同。比如睡眠、娱乐、聊天、聚会、看书、旅游，甚至
发呆……总之，只要自己喜欢并且切实可行即可。

其次，高考结束意味着中学时代的结束，一
个全新的大学时代或者人生的社会实践时代即
将拉开序幕。考生也要提前有一定的心理准
备。大学时代的生活与中学时代的生活有明显
不同，大学里会让眼界提升，境界开阔；遇到的
老师与同学都是经历多年勤学苦练成长出来的
出类拔萃的人群；接受高等专业化的教育，有更
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培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
以及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考生还应积极参与到家庭的劳动中，
包括卫生打扫，衣服洗涤，饭菜烹饪等，也可以学
习推销产品、驾驶开车、电脑知识等，学习并了解
不同的职业特点，培养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也可
以积极报名到街道社区或企事业单位参加志愿
者服务，丰富社会知识，充实实践生活。

高考只是人生一个阶段结果，人的生命活
动轨迹却是一个过程。人们经常看重结果，不
注重过程，但生命的意义却是在过程中迸发产
生。不论是顺利考入自己理想的学校，还是未
能踏入学校的大门，都只需要慢慢调整自己来
适应新生活就好，毕竟在中学学习这个过程中，
都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只要生活充实，
家庭幸福，存在有价值，那就是生命的意义。

6月6日是赵显罡和妻子的结婚登记日，办完
手续后他立即赶往血站又一次捐献了血小板，用
热血见证两人的幸福爱情。

赵显罡是青岛支队莱西大队上海路消防救援
站副班长，作为一名共产党员，8年来参与灭火战
斗1100余次，救援任务100余次，出色地完成了党
和人民交给的工作任务，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
与无偿献血，热血挽救群众生命。

赵显罡清晰地记得，2017年偶然路过献血车
时，看见急需O型血，在医务人员讲解下，他既紧
张又兴奋地完成了初次献血。正是这样的一次
“偶然”，让他慢慢成为了血站的老熟人。

2020年3月，当得知医院急需O型血小板，抱
着试一试的想法，赵显罡先进行了献血前检测，没
想到自己居然完全符合捐献机采血小板的条件。
于是他鼓足勇气，完成了人生第一次血小板的捐
献。有了献全血的经历，对于他来说，捐献机采血
小板就轻松多了。从此他与血小板结下了不解之
缘。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赵显罡先后三次
赴血站捐献血小板，为病人用血尽绵薄之力。

只要有需要，赵显罡随时准备着。他说：“每
个人都免不了有生病的时候，或遇到突发情况急
需血液救助，多捐一次血，多救一个人。”无偿献血
已经在赵显罡心中烙下深刻的印记，除了自己积
极献血，他已经把无偿献血融入家庭，经常会和爱
人相约献血，定期献血已然成为了家人生活中的
一部分。他不仅自己参与献血，还带动身边的人
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他觉得献血是一件功
德无量的好事。目前，赵显罡已经累计献血18次，
捐献全血2000毫升，血小板16个治疗量，荣获全

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并办理了青岛市无偿献
血荣誉卡。

一条条献血记录见证了赵显罡为爱前行的足
迹，一切只因心中有爱。说起为什么这么热衷献
血，赵显罡笑着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生命因
我的举手之劳而得到延续,而我得到的快乐是无法

用语言形容的。”
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却拥有一颗滚烫的

心。当奉献成为习惯，当温暖成为力量，当感动不
断蔓延，让我们血脉相连，捐献血液，分享生命。
让自己的血液为别人绽放一朵生命之花，让无数
垂危的病人看到生命之光！

成功救治急性大面积心梗心源性休克患者

海慈“高级生命支持技术”为患者筑牢最后防线

赵永生，青岛市市立医院本部脊柱外科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擅长颈椎病、椎间盘突出症、椎管狭窄、
腰椎滑脱、脊椎骨折、脊柱畸形、脊椎肿瘤等
各种脊柱疾患的微创手术及常规手术治疗。

兼任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会骨质疏
松分会创新与转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医师协会脊柱显微微创医师分会常
委，青岛市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脊柱微创学组
副组长等。

门诊时间：周二上午 周四上午（本部）

市中心医院ESD技术
切除10厘米长“大肿物”

夫妻结婚登记日用“热血”见证美好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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