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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青大附院脊柱外科教授西永明为一例严
重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患者实施了颈椎前路骨化
复合体整体可控前移融合术（ACAF）。开展累及4
节段的此项技术，在山东省内尚属首例。

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COPLL）是颈脊髓压迫
性损伤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外科干预是唯一有效的
治疗手段。对于椎管占位率超过60%或骨化累计3
个以上节段的重度后纵韧带骨化症患者，颈椎骨化
复合体可控前移融合术（ACAF）相较于传统的颈
椎后路手术，具有较大的优势。

患者王大爷今年68岁，近期突然出现四肢麻
木无力、不能站立行走、生活不能自理等症状，前
来就诊。西永明详细分析了患者的病史和影像
资料，明确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的诊断，并发现
椎管占位率大于60%，骨化累计已超过3个节段，
且颈椎出现反曲畸形。对患者传统后路椎板切
除或成型手术并不切除前方的致压物，长期效果
不佳。前路直接切除则面临脊髓损伤风险大、硬
膜损伤脑脊液漏并发症多等缺点。针对该患者
实际情况，经过术前讨论后，并在与患者及家属
进行详细沟通后，西永明决定实施创新性的
ACAF技术。2023年12月22日在孙冲、郭建伟主
治医师及麻醉科医生、护理团队的配合下，运用
创新设计的手术器械，历时2小时成功完成手
术。术后下肢肌力明显改善，小便困难感明显缓
解，拔尿管后可自主小便。

ACAF手术，即颈椎前路椎体骨化物复合体前
移融合术，手术直接为受压迫神经组织减压，无需
切除骨化的后纵韧带，兼具手术有效性和安全性。
该手术借助“骨化物前移原位减压”的理念，将颈椎
椎体和后纵韧带骨化物整体前移，有效扩大了颈椎

椎管矢状径及椎管横截面积，降低了椎管狭窄率，
较为彻底地减压脊髓；不需要切除骨化的后纵韧
带，减少了手术中的风险，有效减少脑脊液漏等手

术并发症，本次累及4节段ACAF技术的率先开
展，也标志着青大附院颈椎后路韧带骨化症的治疗
走在了国内前列。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治疗手段的多元化发
展，我国神经重症患者的存活率有了大大的提升，
但由于神经外科手术复杂，患者病情往往危重，神
经重症患者的致残率较高，术后生存质量难以得到
保障。青岛市市立医院脑科中心本部神经外科在
国内率先提出“康治一体 超前干预”理念，以多模
态脑功能监测为主导，综合评估各项监测参数，为
神经重症患者提供重要的诊疗依据，实现临床问题
导向性的个体化精准治疗，并将康复贯穿于疾病诊
疗全过程，促进患者快速康复和功能恢复。

医护康合力闯关 缔造康复奇迹

前不久，市民赵女士突发剧烈头痛晕倒在地，
紧急送往青岛市市立医院脑科中心本部神经外科，
急查CT显示脑出血。从患者发病到入院后紧急制
定手术方案，再到上手术台，仅仅用时60分钟。

国内外神经重症指南及专家共识提出，早期康

复的最佳时间是术后的24—48小时。因此患者术
后各项指标稳定后，市立医院脑科中心本部神经外
科立即启动脑复苏干预。术后24小时，本部神经外
科制定个性化唤醒方案：采用大脑促醒音乐疗法，
间断、交替、定时播放患者最喜爱的歌曲，同时采取
家属亲情呼唤和床旁抚触按摩。

术后48—72小时，患者肌力1级，大脑处于血供
低潮期。康复师为患者进行胸廓扩张运动，进一步
促进胸部扩张，完成每日两次的关节被动运动。

术后4—10天，肌力达到2级，康复师实施关节
主动运动皮肤电阻和神经肌肉电刺激辅助治疗，循
序渐进进行肌力恢复。术后15天、20天、25天，康
复师分别为患者进行坐位训练、电动起立床和行走
步态训练，康复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术后28天，
患者每天进行言语书写治疗，积极配合力量和精细
动作的训练，同时进行针灸治疗，肌力达到4级以
上。术后一个月，患者已经可以独立行走。

经过医、护、康团队的系统治疗，6个月后患者

顺利康复，重返工作岗位。

突破康复禁区 让“活下来”变“活得好”

从“活下来”变“活得好”，神经重症早期康复是
必经之路。由青岛市市立医院副院长王伟民牵头
建立的神经重症康治一体化团队，由资深医生、营
养师、康复师、电生理师、护士等多专业组成，多学
科团队之间相互交叉，贯穿始终，密切协作。

在多模态数据科学监测下，神经重症康治一体
化团队凭借丰富的急危重症抢救经验，敢于突破康
复禁区，将康复时机提前至24—48小时内，由原先
一刀切方案细化到促醒、活动、自理三阶梯过渡；利
用多模态手段实时监测颅内压、脑灌注及脑氧，整
合多个参数并将其与临床指标相结合，读懂患者大
脑所传递的信息，将监测数据转化为科学严谨的治
疗决策。

近三年来，市立医院本部神经外科已有上百名

患者接受了系统的康复治疗，患者肌力水平提高、
平均住院日缩短、并发症发生率降低，获益明显。

精医卓越守护生命健康

今年10月，由市立医院本部神经外科护士长侯
晓群、护士房芳主导的《康治一体超前干预——多
模态模式下神经重症康治一体化管理实践》案例，
在第八季改善医疗服务行动全国擂台赛总决赛中
获评“卓越案例”。11月，该案例获评第七季中国医
院管理奖学科管理主题“区域优秀奖”。

市立医院脑科中心本部神经外科作为青岛市
神经外科质控中心主委单位、青岛市神经重症专科
联盟会长单位，在多模态监测变革下，坚持“康治一
体 超前干预”理念，以实现重症救治、并发症处置
及康复有机融合，让神经重症患者的康复得到最大
程度保障，提高远期生活质量，从而进一步推动神
经重症患者的救治水平。

为加强李沧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风建设，促
进全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及家庭医生签约工作规
范开展，进一步增进基层医疗机构与社区居民间的
相互沟通和了解，切实提升居民对李沧区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工作的知晓率和就医体验，2023年12月，
全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了“向社区居民述职”
活动。

全区61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通过发放“明白
纸”、宣传栏、电子屏、微信公众号、电话等多种途

径加大活动宣传，邀请辖区的社区工作人员和社
区居民参与活动。活动中，各机构主要负责人面
对面向居民述职，汇报了2023年的重点工作和
工作成效，并通过座谈会面对面和居民进行沟通
交流，了解居民对基层医疗服务的需求，现场发
放调查问卷，征求居民的意见和建议。此次活
动，以零距离的互动方式，让医务人员与居民之
间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共同携手维护社区居民的
健康福祉。

开展“向居民述职”活动，把解决市民“急难愁
盼”问题，作为“深化作风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具
体行动，目的就是要广听民声民意，照镜子、正衣
冠、查漏补缺，增强机构为民服务能力。

下一步，李沧区卫生健康局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在行风建设、服务观念上加强管理，以提高居民
对基层医疗服务的知晓率和就医体验，努力办好人
民满意的卫生健康事业，让居民有更多健康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保障临床用血需求，今年1月份青岛市启动
2024年度“卫生健康系统万人流动血库”活动，青
岛各大医院纷纷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医护人员率先
垂范，为患者送去新年最珍贵的礼物。

平度市人民医院率先响应

1月8日，平度市人民医院率先组织开展无偿
献血活动。70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25500毫升，
传递生命希望。平度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李成
职、副院长姜兴茂、总会计师崔凤荣带头登上献血
车。姜兴茂说道：“无偿献血是一项崇高的社会公
益事业，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更能理解血液的珍
贵，我们愿意用实际行动为改善血液紧缺状况贡
献平度市人民医院的一份力量，希望更多患者能
够及时得到救治。”在他们的带领下，广大干部职
工纷纷加入爱心队伍。有三两结伴的护士姐妹，
也有不修边幅刚结束值班的医生；有熟悉的老面

庞，也有年轻的新鲜血液……作为医务工作者，他
们治病救人点燃万家灯火，也用一次次挽袖，给予
患者稳稳的“医”靠。

无偿献血已经成为平度市人民医院的优良传
统，曾荣获2021—2022年度山东省无偿献血组织
表现突出单位。医护人员虽身处不同岗位，但都第
一时间汇集到献血活动现场，以“一臂之力”传递爱
心，用实际行动践行救死扶伤的光荣使命。

西海岸新区人民医院200余人参与

1月10日，青岛西海岸新区人民医院组织开展
无偿献血活动。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26500毫
升，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医务人员救死扶伤、无私奉
献的铮铮誓言。

杨惠然，一位00后的“献血小将”，当天第一个
踏上献血车，她已经累计献血2800毫升。来自该
院感染科的闫方进主任在临床一线工作，最能感受

到血液的珍贵和紧缺，每次医院组织献血活动他都
会报名。“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希望更多的人能够
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跟年轻人相比，我还
得继续努力啊。”闫方进说道。来自该院肿瘤科的
高洁医生告诉血站医务人员，他的管床病人中有一
位需要输血的病患，希望当天自己献的血液能帮助
到他。

此次献血活动，青岛西海岸新区人民医院共有
200多名医护人员和干部职工报名参加，该院工会
主席王维卿说道：“还有很多已经报名的同事因为
在工作岗位上忙碌着，没能参加今天的献血，后期
大家会根据自己的休息时间，陆续到就近的献血屋
参加献血。”医者仁心，他们用爱心和热血为患者点
亮生命之光。

血液是生命之源，是凝聚着献血者爱心、奉献，
给生命的珍贵礼物。期待符合献血要求的爱心市
民和团体单位加入献血队伍，捐献可以再生的血
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打造智慧化
医院，青岛市口腔医院对原有信息化机房进行
了全方位升级改造，改造后的机房焕然一新，
推动智慧医院建设再上新台阶。

随着近年信息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各项工
作对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重
要服务器越来越多。中心机房作为全院信息系
统运行的心脏和枢纽，其安全性和承载能力问
题越来越突出。改造后的中心机房采用微模块
机房，进行一体化分布式部署，共放置1台列头
机柜，11台标准机柜，分别用于存放医院交换
机、服务器、网闸以及防火墙等网络设备。机房
内安装了专用的消防设备、房间级精密空调，监
控装置，保障中心机房24小时恒温恒湿；增加了
新的模块化UPS不间断电源设备。配置了机房
环境监测管理系统，实时对机房设备的运行进
行有效监管，如果设备出现故障，会通过手机短
信、液晶屏显示提醒等方式进行告警，方便技术
人员快速判断并及时解决问题。

此次中心机房升级改造为医院信息网络
运行提供了安全、稳定、可靠的良好环境，为提
升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效益、改善就医体验、
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注入“口腔智慧”。

1月18日，青岛市中心医院骨髓移植名家
专病工作室首席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
医院移植中心韩明哲教授将在青岛市中心医院
坐诊、查房，有需要的市民可以提前预约挂号。

1.坐诊时间
2024年1月18日（周四）8:30-12:00
2.坐诊地点
青岛市中心医院1号楼7楼血液科示教室
3.预约挂号
关注“青岛市中心医院”公众号，选择血液

内科门诊下名家专病门诊进行预约。
4.咨询电话
0532-84962213

破局“康复禁区”，让神经重症患者重获生机
市立医院“康治一体 超前干预”理念提高患者远期生活质量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陈栋

青岛市口腔医院
加速“智慧化医院”改造

知名血液病专家韩明哲
本周四坐诊市中心医院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陈栋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陈栋

名家简介

给予患者稳稳的“医”靠

青岛市启动“卫生健康系统万人流动血库”活动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陈栋

李沧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向居民述职”活动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陈栋

青大附院脊柱外科西永明团队
成功开展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ACAF技术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陈栋

手术现场。

韩明哲，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卫生部中青年突出贡献专
家。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移植中
心主任。1992年，日本北海道大学医学部医学
博士毕业。1998年，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
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移植中心主任。2001年，
在日本北海道大学遗传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医师协会血液医师分
会、中国医学工程学会干细胞分会、天津市器
官移植学会委员。任《中华血液学杂志》《中国
肿瘤杂志》《临床血液学杂志》《国际输血及血
液学杂志》等杂志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