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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鼓包 小心“疝气”
半岁宝宝频频“鞠躬”
警惕罕见婴儿痉挛症
刚刚6个月大的星星（化名）频频出现

惊厥现象，送到医院被诊断为婴儿痉挛
症，在青大附院罕见病门诊治疗后，终于
转危为安。专家提醒：如果宝宝出现频频
点头、鞠躬等动作，家长一定要引起重视，
可能是患了婴儿痉挛症。

星星活泼可爱，是全家人手心里的
宝。半个月前，星星突然开始点头，有时
一连串点头，还同时往前拥抱一下，点完
后还哭闹，似乎很难受，并且这段时间也
坐不稳了。青大附院罕见病门诊张颖主
任接诊后，初步判断孩子可能患的是婴儿
痉挛症，并尽快安排给星星做脑电图等检
查，检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医生的判断。

据张颖介绍，婴儿痉挛症是婴儿期发
病的一种难治性癫痫性脑病，多于4—8个
月发病，也有两三个月就发病的，表现为
点头或头后仰，且成串发作，同时会导致
发育停止甚至倒退。完善检查后，专家为
星星使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冲击
治疗，并且进行了一家三口的基因检测。
经过14天的治疗，宝宝奇迹般地痊愈了，
而且基因结果出来没有基因突变。

张颖提醒，婴儿痉挛症强调早期诊
断、早期治疗，尽可能减轻对患儿发育的
影响。目前青大附院儿童神经内科诊治
数十例婴儿痉挛症患儿，部分经激素治疗
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目前有3例患儿
随访2年以上未再发作，发育基本恢复正
常，其余大多数经治疗可使发作减少。但
婴儿痉挛症的总体预后取决于不同的病
因。在疾病治疗的任何阶段均需努力寻
找可能存在的潜在病因，帮助判断预后，
为家庭提供咨询和指导。尤其对于存在
遗传病因的患儿，其家庭成员再生育需接
受产前诊断咨询和指导。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徐小钦

百岁老人不慎骨折
手术让她重新行走

近日，99 岁高龄的徐奶奶不慎摔倒，
受伤后立刻感觉左髋部剧烈疼痛、无法站
立。“送我去市立医院救治吧！”老人的第
一反应是要求子女送她到青岛市市立医
院就诊。原来，3 年前徐奶奶也曾摔倒骨
折，在青岛市市立医院骨科治疗康复后，
顺利恢复站立行走。

青岛市市立医院骨科中心东院骨关
节外科副主任马振华了解患者病情后，果
断将老人收入院，决心给她第二次重新站
立的机会。入院完善检查发现，老人除了
骨折伤势较重外，身体基础情况也不容乐
观。“高龄患者手术治疗要面对多种考验，
手术需要尽可能采用微创的方式，并尽可
能缩短时间。”骨科中心东院骨关节外科
主任戴世友在讨论中表示。护理方面，护
士长王升英对患者的营养、饮食、睡眠，肺
部及尿路感染预防、深静脉血栓预防等事
项进行了仔细梳理与强调。医护团队对
患者的病情深入分析，最终决定为徐奶奶
做微创的“粗隆间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
手术，并制定了周详的康复方案。

在多学科共同努力下，马振华副主任
主刀为患者手术，不到一小时，手术顺利
结束。术后，经过医护团队的悉心照顾，
患者各项指标稳定、好转，术后4天，老人
便顺利出院。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通讯员 徐福强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没想到这么
快就能出院！”近日，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疝和腹壁外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
疝和腹壁外科主任委员陈杰教授到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医院坐诊、教学、
查房、手术。60岁的张女士是陈杰教
授在青手术治愈的患者之一。“技术
好，少奔波”是张女士在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青岛医院就医的真实感受。

肚子“鼓包”原来是“疝气”

一年前，张女士无意中发现肚子
上有个“鼓包”，且时有时无。由于没
有其他不适，也没有影响平日生活，她
便没有重视。直到最近，张女士肚子
上的肿块越来越大，同时伴有腹痛、腹
胀。听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家在城
阳坐诊，她赶紧预约挂号前来就医。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医院普
外科坐诊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疝和腹
壁外科专家高博为张女士查体发现，
肿物大小约4×2cm，结合症状表现，
考虑为腹壁疝，CT 结果进一步提示
为腹壁白线疝。

腹壁疝是怎么回事？专家介绍，
腹壁疝是常见的外科疾病，俗称“小肠
气”。人体腹腔腹壁出现缺损，就像是

“破了个洞”，腹腔里的肠、网膜就会从
洞里钻出来形成个包块。

专家向张女士解释，只要疝气存
在，就随时有可能出现疝气回纳困难、
疝气“嵌顿”，导致肠梗阻、肠坏死、穿
孔等危险情况。腹壁疝自愈率低，手

术是唯一的根治方法。因此张女士决
定尽快住院手术治疗。

微创治疗为患者“修补缺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疝和腹壁外科
广泛开展腹股沟疝日间手术和各种疑
难复杂腹壁疝的微创化个体化治疗。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疝和腹壁外科主任
陈杰，每月定期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青岛医院坐诊、查房、手术，陈杰教授
团队成员常驻青岛，岛城及周边地区
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得到国家队“同
质化”的优质诊疗服务。

张女士入院后，陈杰教授对张女
士的病情综合评估，发现患者同时患
有腹壁疝、腹直肌分离症。这意味着
腹壁疝修补腹壁缺损面积大，为避免
单纯缝合修补使两侧组织张力过大，
陈杰教授决定为患者进行腹腔镜下腹
壁疝无张力修补术。

手术通过腹腔镜进行，仅在患者
腹壁上开一个1厘米和两个5毫米的
小孔操作，手术时长不足1小时，出血
极少，恢复快。顺利出院的张女士说，
她会谨遵医嘱，出院后多吃蔬菜水果

等植物性食品，1至2个月内避免剧烈体
育运动或重体力劳动。

特别提醒：陈杰教授介绍，“疝气”
往往来者不善，好发于婴幼儿和老年
人，且男性患者明显多于女性。腹壁疝
以腹股沟疝最为常见，约占腹壁疝的
90%。腹股沟疝位于两侧的腹股沟区，
也就是大腿根附近，最开始的表现为腹
股沟区坠胀感，还会出现明显突起，并
伴随不适感和疼痛，尤其是长时间站
立、大小便或举重物时，疼痛会更加明
显。患者出现类似症状，应当考虑患疝
病的可能，及时到医院就诊。

近年来，专家发现腹直肌分离，也
是疝和腹壁外科的常见问题。腹直肌
分离多发生于孕晚期及分娩后，与自然
分娩相比，剖宫产发生腹直肌分离的风
险更高，孕妇高龄、妊娠期增重过多、多
次妊娠、多胎妊娠、
孕前大体重等都会
增加腹直肌分离的
风险，需要警惕。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记者 杨健 通讯员
王豪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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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不到8点，60多台血透
机依次排开飞速运转，青岛市胶州中
心医院血液透析室的医护人员为患者
上机、测血压、查体征、床边巡视……
这里是关乎尿毒症患者生命的地方——
血液透析室，每个患者平均每周要来
2至3次。作为血液透析室的“大管
家”，护士长王焕娟从建立科室起二十
余年如一日，陪伴着这些肾透析患者
的朝朝暮暮。近日记者在青岛市胶州
中心医院血液透析室采访，听到了许
多温情的守护故事。

透析室是患者“第二个家”

每天清晨，当阳光还没照进门诊
大楼的时候，血液透析室的护士们早
已穿戴整齐，做着透析前的准备。这
里的患者，一年有几乎一半时间在这
里透析，因此许多患者说“这儿等同
于第二个家”。“这样特殊的科室，特
殊的病患，赋予了我们特殊的使命，
就是让生命在我们手中得到更好的
照护和延续。”王焕娟说，她 1994 年

参加工作，见证了 30 年间血液透析室
的一次次技术升级，一次次扩地搬迁，
从最初的6台机器到现在67台，从以前
的十几个病人到现在服务近270人。

透析室里有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
因尿毒症已透析20多年，她说，“以前跟
着住在南京、武汉的女儿们也‘透’遍了
大江南北，但哪里都赶不上咱胶州好。”
长时间的相处和精心的服务，让医护人
员和患者就像家人朋友一样。

记者看到，在透析室内，无论患者年
龄大小，所有的出入区、结账、开药等环
节基本都由护理人员亲力亲为，办好之
后直接交至患者手中，免去后顾之忧。
近年来科室根据患者特点制定了多项便
民措施，如门诊住院化管理、个性化健康
宣教模式、弹性排班制等，技术设备升级
与服务细心用心，一同保障透析水平，提
高患者生命质量。

延时服务用心携手“奋战”

15 床的小王患有先天性肾小球疾
病，从12岁做透析，至今也有20年了，每

次透析，他都安安静静地躺着看书；20 床
的一位销售员，曾是家里的顶梁柱，但
长期高血压和糖尿病没有引起重视导致
并发症不得不前来透析，极大地影响了
工作……他们原本都有正常的生活轨道，
却因为每周需要三次透析，每次一做就是
4小时，而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甚至脱离
社会。

面对这些情况，护士长王焕娟思来
想去，咬咬牙说“开晚班”。早班护士清晨
5：30 就到院，直到下午 5：30 下班。晚班
护理人员则从下午5：00一直工作到深夜
11：30。“面对病魔，医护人员与病人是在
同一个战壕携手奋战的战友。”这是王焕
娟一直在科室推行的理念，无论是休息
日，还是刚下班，只要病人有需要，团队都
会及时出现在患者身边。曾有一次，一位
患者因在家里贪嘴多吃了东西（透析需要
忌口），在车站突发不适症状，浑身瘫软无
力，家属紧急联系王焕娟，王焕娟开车带
上2名护士直奔车站，提前做好透析准备，
带回医院第一时间做上了透析，使患者化
险为夷。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通讯员 庄笑琳

用爱守护透析患者“生命线”

北大人民医院采用腹腔镜下腹壁疝无张力修补术为患者解除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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