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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青岛 手术直击

超声介入展“针”功夫
小超声解决大问题 让手下不“瘤”情

“骨水泥”撑起老年人的脊梁
短短 30分钟手术 两小时后重拾站立梦

《手术直击》播出时间
QTV-2首播：周六9:40 重播：周二9:40 周五9:40

门诊量下降向好趋势出现
市立医院包干巡诊 扩容重症床位 高效有序全力以赴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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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再平常不过的动作或者是一次轻微的摔倒，对老年人来说都可能引发
一场身体的“灾难”。这是由于老年人往往存在较严重的骨质疏松，一旦摔倒可
能引发多种骨折，其中以脊柱压缩性骨折多见，会影响老年人的行动能力和生活
水平，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本期的《手术直击》将播出青岛市市立医院脊
柱外科中心东院脊柱外二科副主任赵金东主刀的微创骨水泥注入手术。特别邀
请了青岛市市立医院脊柱外科中心东院脊柱外二科主治医师孔猛博士解读手
术，并就如何预防骨质疏松提出健康提醒。同时，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开通了健
康咨询热线85702120。

78岁的王女士身体向来不错，可在家不小心扭到了腰，让她疼痛难忍。经
过休息，情况非但没有好转，疼痛更加剧烈了，甚至都不敢转身，严重限制了身体
活动。随后，在家人的陪伴下，她慕名来到市立医院东院，找到了脊柱外科专家
赵金东。在完善了相关检查后，结合老人的身体状况和诉求，赵金东与团队成员
一起为其制定了手术方案，决定通过微创骨水泥注入手术来修复受伤的腰椎。
术中，在影像设备辅助下，经过精准定位，主刀医生赵金东将一根细针经椎弓根
刺入老人椎体内，并缓缓注入牙膏状“骨水泥”，直至填充完全。注入过程稳步推
进，随着“骨水泥”固定成型，老人的腰椎得到修复。整个手术耗时约30分钟，术
后老人身体仅有一个针眼大小的创口。术后两个小时，就能下床活动，疼痛也明
显减轻了。赵金东介绍，手术并非一劳永逸，术后老人要积极预防骨质疏松，通
过药物等手段进行干预，从而降低骨折发生的概率。

据孔猛介绍，从临床接诊的情况看，像王女士这样的情况十分多见，尤其是绝经
八到十年后的女性，轻微的动作或者一次摔倒便可能导致骨折。此次王女士就诊及
时，避免了病情的进一步恶化，然而有的老年人选择硬扛、等待，忍无可忍才选择就
医，有的老年人出现了驼背，入院检查才发现其导火索是骨折。因此，建议老年人积
极预防骨质疏松，出现腰痛等症状及时就医，听从专业医生的建议。于波 张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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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暖寒冬
“中车”献真情

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超声已不仅仅是临床科室揪出疾病的“眼睛”，
还在疾病治疗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期《健康青岛》邀请了青岛市市
立医院东院超声科副主任兼东院超声科超声介入诊疗亚专业负责人滕鑫，与
市民交流超声介入相关话题。市民如有问题可拨打健康热线85702120。

23 岁刘先生在体检时发现甲状腺结节。在临床医生的建议下，他来到
超声科，希望通过穿刺检查来确定病情。在超声的精准定位辅助下，仅用
十几分钟，滕鑫便从刘先生的甲状腺里取出了病理检查所使用的活检标
本。70 岁的李先生在胸外科医生的建议下来到超声介入诊室，需要滕鑫
为其在超声引导下放一根引流管，通过胸腔积液查找肿瘤细胞。在超声技
术的助力下，滕鑫可以精准地看到病灶的位置及与周围脏器的关系，包括
在穿刺路径上，哪一些重要的血管或者神经需要避开一目了然。利用超声
技术，穿刺的成功率更高，且大大降低了引起并发症的几率。超声不仅助
力疾病的准确诊断，还在疾病治疗中能派上大用场。一位患者由于腹腔炎
症和低蛋白导致的胸腔积液压迫了肺脏，导致喘憋症状非常严重，亟需借
助滕鑫团队的帮助进行穿刺引流。然而，术后的积液经常包裹在肠腔的周
围或者肠腔的中央，这给穿刺造成了障碍。此时，超声技术的引导可以实
时找到合适路径来放引流管，从而达到引流积液或者脓液的目的。爱美人
士张女士是一位甲状腺癌患者，希望通过不开刀的方式迎战疾病。最后，在超
声技术的辅助下，一台甲状腺结节射频消融手术帮她圆梦。

近年来，现代医学的发展让超声医学与临床众多学科逐步交叉融合，为医
院临床各个科室提供了介入治疗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十年间，滕鑫团队深
耕超声介入领域，一年的输出量从几十台到现在的 3000 多台。滕鑫说：“微
创、精准，还有治疗的立竿见影，是超声科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精准、微创医
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于波 胡雁 张小青

全院支援守住第一道关卡

在急诊最吃劲儿的时候，市立医院全院支援急诊。
全院医生按照专业性质分成梯队，内科各专业医师轮值
急诊，外科医生轮值发热门诊和互联网门诊，护理部派
出精干护士长，增加急症护理带班，全院医护人员团结
协作，奋力扛住压力。市立医院副总院长李永春当机立
断，为保证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现在医院实行“全院一
张床”，并开设综合病区。内科病房满负荷收治新冠重
症病人，外科病房也根据需要收治新冠病人。本部院
区、东院区按照梯次整合46个综合病区，高峰时开放床
位2000余张；1月4日改造完成后的西院区开诊，也投入
到新冠患者救治中，整合 12 个病区，开放 400 余张病
床。市立医院副总院长阎晓然反复叮嘱一线医护人员：

“这个时候，一定要理解病人的心情。他们来到医院，就
比呆在家里多一份安全感，躺在病房，就比躺在急诊大
厅多一份安全感。打破科室界限，打破专业界限，市立
医院各科室务必在现状下收病人，有困难，评估基础上
请会诊，医院专家组巡诊。”

快速扩容300余张重症病床

为尽最大努力做到应收尽收，市立医院统筹医疗资
源，快速扩容重症病房。在原有的133张重症病床基础
上，通过增加可转化重症监护床位、在综合救治病区增
设重症病床、各专科重症病房向重症患者开放等措施，
累计扩容 300 余张重症病床，提升全院重症救治能力。
去年 12月 15日，本部院区急诊重症监护病房(EICU)的
正式启用，和东院急诊重症监护病房一起，为急危重症
患者提供了一站式无中转急救医疗服务，确保患者在被

送达医院之初便能得到及时、准确、高效的救治，赢得了宝贵的抢
救时间。为了提升救治水平，市立医院实行重症专家和呼吸科专
家包干巡查制度，在全院开展巡诊、会诊，指导帮助其他业务科室
开展救治。有序高效的分流，实现了重症病床的快速周转，极大缓
解了急诊压力，为重症患者的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接力作战提升全院救治能力

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市立医院的医护人员24小时轮
番上阵，专家们建立了会诊微信群，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会诊，第一时
间针对患者病情给出诊疗意见。院区迅速制定救治方案，通过视频会
议，围绕诊断救治的数十个实用话题，为全院医护进行新冠患者救治同
质化诊疗培训，快速提升全院救治能力。

重症救治是一场多“兵种”的协同作战。随着重症床位数量的扩
充，配套的后勤保障压力也随之剧增，耗氧量增加5倍，高峰期每日补充
各型号氧气瓶120余个、转运气瓶120多瓶次，病床、监护仪等设施运行
保障，急救设备维护……后勤保障战线战斗打响。医院积极采购、协调
设备，尽全力满足抢救设备需要。护理部成立呼吸机管理团队，帮助临
床科室上机和管理。为保障一线救治的顺利开展，由分管院长牵头，由
总务、器械、物质供应等部门组成医疗救治运行保障组，并与医务、护理
及临床建立联合调度机制，全院设备统一调配，实行24小时应急运
行保障机制，随叫随到，全力保障生命救治“第一线”。“看到病人康
复出院，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医护们夜以继日的辛苦付
出，换来了一批批患者转危为安。随着感染高峰的过去，发热、急
诊等门诊量出现下降趋势，虽然重症病房仍高位运行，但向好的趋
势已经出现。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波 通讯员 徐福强

1 月 9 日至 10 日，中车青岛四
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与市中心
血站联合开展了以“热血暖寒冬 四
方献真情”为主题的无偿献血公益
活动。两天的献血活动中，共有
203人成功献血68900毫升，为保障
岛城临床用血贡献了“中车”力量。

青岛市中心血站副站长李志涛
来到活动现场，慰问献血者并表达
衷心的感激之情。近期，受新冠疫
情“阳潮”和入冬“寒潮”天气的叠加
影响，我市无偿献血人数骤减，血液
库存低位运行，而医院却在超负荷
运转，手术患者、孕产妇、血液病等
危急重症患者用血量急增，临床用
血面临严重挑战。此时中车青岛四
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充分发挥
国企担当，积极组织职工开展无偿
献血公益活动，203 位中车人撸袖
献血，为患者雪中送炭，解岛城临床
用血燃眉之急。

据悉，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
股份有限公司每年都会定期组织无
偿献血公益活动。目前，虽然官方
和媒体已经多渠道发出了爱心呼
吁，各方爱心力量也在积极汇聚，但
由于大部分“阳康”的市民仍存在呼
吸道症状，康复需要一定时间，所以
目前的血液库存仍比较紧张，依然
无法完全满足居高不下的临床用血
需求。青岛市需要更多有责任、有担
当、有爱心、善公益的企事业团体单
位共同加入我们，携手拯救生命。爱
心团体单位可致电 96606进行预约
咨询。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波 通讯员 付晓青

从去年12月下旬开始，新冠感染高峰过后，重症冲击紧随
其后，重症救治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市立医院作为全市急诊急
救和重症救治的主力医院之一，发热门诊接诊量、急诊留观人
数、急诊收住院人数连续多日高居全市三级医疗机构前列，医
院统筹调配医疗资源，扩充重症床位、增加可转化重症床位，呼
吸、重症专家包干巡诊，成立医疗救治运行保障组，全院人员
24小时全力以赴救治生命，向好的趋势已经出现。

医护人员救治患者医护人员救治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