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脉瓣是心脏搏出血液通往全身
的闸门，当主动脉瓣因病变发生狭窄时，
心脏的血液射出就会受阻，从而导致全身

供血减少。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2年死亡率可以达到50%，5年
生存率只有20%。对于这类患者而言，进行主动瓣膜置换是延长
生命的主要治疗手段。近日，青岛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团队成功
完成一例高难度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巧妙化解患者左
冠脉阻塞、瓣环撕裂、心电传导阻滞的风险，将主动脉瓣膜微创
植入。术后，患者主动脉瓣狭窄完全解除，症状缓解明显。

以最低风险给心脏换“门”
患者张女士（化名）今年 71 岁，近半年来因胸闷、憋喘症

状于新冠期间曾出现急性左心衰竭，经积极内科治疗后好转，但
病情仍有间断，开展心脏超声检查发现主动脉瓣狭窄，心超显示跨
瓣压差高达220mmHg。张女士辗转多家医院就诊，临床专家均
建议行主动脉瓣膜手术。为了进一步救治，患者最终找到了青岛
市中心医院尹作民教授胸痛中心团队。

在对张女士病情进行充分评估后，急危重症医学部兼胸痛中
心负责人尹作民教授、急救中心副主任于波涛也认为须尽快行
主动脉瓣置换手术。人工瓣膜置换手术分为两种，传统的换瓣
手术需要打开患者胸膛，在心脏停跳的情况下建立体外循环，切
除病变的瓣膜，术后创伤大、手术风险高、恢复时间长。而经导
管主动脉瓣置换手术（TAVR）是从股动脉将人工心脏瓣膜输送
至主动脉瓣区，然后打开释放，从而替代原来损坏的主动脉瓣，
恢复瓣膜功能，整个过程不需要开胸、开心，不必建立体外循
环，且手术中麻醉时间很短。相比外科开胸手术，TAVR已成
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具有创伤小、恢复快、风险低等优点。

多学科会诊直面“心”问题
由于张女士年龄大，身体虚弱，对外科手术耐受性提出了

很大的挑战，经多学科会诊讨论，尹作民教授团队决定为张女
士施行风险相对低的TAVR术，但同时也发现了几个难题：第一，
患者的左冠开口有一团增生钙化的瓣叶组织，瓣叶较长，高出窦管
交界处，一旦人工瓣膜释放，极有可能阻塞左冠脉，造成致命性风
险；第二，患者术前心电图显示慢性心律失常，瓣膜释放后，一旦挤
到左束支，即有可能出现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且需要永久起搏

器植入；第三，患者主动脉根部钙化极重，这种钙化会大大增
加瓣叶和瓣环撕裂的风险。

迎接“心”挑战，患者重获“心”生
面对上述三个问题，医务部组织了胸痛中心、心内科、血管外

科、麻醉与围手术医学科、心脏超声科等多学科专家对张女士的病
情进行反复讨论，并邀请省内知名专家会诊，最终制定出“必要
时冠脉保护、高位释放”的策略。在家属的充分理解与支持下，
手术如期进行。术中，在球囊扩张过程中再次评估冠脉开口阻
塞风险，同时精准定位，适当提高瓣膜释放位置，避免对左束支
的挤压。最终手术按计划进行，有效规避了上述风险，顺利完
成。瓣膜释放后，患者的主动脉瓣跨瓣压差即由术前的
140mmHg 降至 20mmHg。次日，患者胸闷、憋喘症状完全
缓解，心电图无新发传导阻滞，重获“心”生，顺利出院。

胸痛中心
青岛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作为山东省3家胸痛中心标准化建设

示范单位之一、青岛市胸痛联盟主席单位，先后帮扶过80余家医院成
功完成胸痛中心建设，目前拥有尹作民主任、于波涛副主任两名国家
级认证专家，团队在急性胸痛的救治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2018年，在青岛市卫健委的支持下，青岛市中心医院牵
头在国内率先成立了地市级胸痛中心联盟。目前青岛市胸痛
联盟共有18家国家级胸痛中心及65家胸痛单元通过国家认
证，在山东省位居前列。2023年，青岛市胸痛中心联盟提出继
续增加1-2家国家级胸痛中心且75%基层卫生院通过国家胸
痛单元认证的目标，将一如既往为岛城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波 实习生 许伊婷 通讯员 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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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颤抖不用害“帕”
十二字方针规范治疗，帕金森病患者可安度晚年

一针解除腰痛 仅留针眼小孔
不开刀等离子射频消融术巧治腰椎间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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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刀，也能换“心门”
青岛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团队成功开展一例高难度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

■科室档案

手术台手术台
拯救生命是“头等大事”
莱西沽河街道96名村民奉献热血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引起下腰痛和腰腿痛的常见原因。其主要是因为腰椎间
盘各部分（髓核、纤维环及软骨板），尤其是髓核，有不同程度的退行性改变后，在外
力因素的作用下，椎间盘的纤维环破裂，髓核组织从破裂之处突出（或脱出）于后方或
椎管内，导致相邻脊神经根遭受刺激或压迫，从而产生腰部疼痛，并产生一侧下肢或双
下肢麻木、疼痛等一系列临床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一旦发作，患者苦不堪言，甚至痛
得走不了路、直不起腰。什么方法可以既不开刀，又能有效解决腰椎间盘突出？本期

《手术直击》将播出由青岛市市立医院本部疼痛科副主任王清义主刀的腰椎间盘等离
子射频消融术，并由王清义解读手术，并向市民提出健康提醒。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开
通了健康咨询热线85702120。同时，市民可关注市立医院官微了解相关内容。

近半年来，家住团岛的江女士一直被腰疼、腿疼困扰着，导致每天坐卧难安。
她本想忍忍就过去了，不料疼痛越来越严重。为了告别腰腿疼的烦恼，她专程赶
到青岛市市立医院本部，寻找疼痛科专家王清义的帮助。经腰椎CT检查，江女士
被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且明显压迫神经。王清义向江女士交代病情并与其充分沟
通后，江女士决定接受微创手术治疗。为了尽快为江女士解决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
痛苦，王清义立刻组织病例讨论为其制定手术方案。经过缜密讨论后，王清义决定
通过等离子射频技术来解决江女士的腰椎顽疾。据悉，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手术是
在影像引导下，将专用穿刺针精确穿刺至靶点位置连接射频消融机，对突出的腰椎
间盘进行解除神经压迫，达到根治的目的。王清义将专用穿刺针精确穿刺至病变位
置连接射频消融机，通过离子体的震荡消融椎间盘髓核组织，减少突出物对椎间盘
的神经压迫。术中出血极少，术后患者的皮肤仅留下约1毫米大小穿刺孔。术后
次日，患者便可下地行走，疼痛、麻木、无力症状已基本缓解，3-5天即可出院。

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是采用局部麻醉在DSA引导下，经皮将一根穿刺针
插入椎间盘内，然后将一根低温等离子刀头导入椎间盘，通过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
使部分突出的椎间盘组织气化消失，并对周围椎间盘组织产生热疗、收缩，从而减轻椎
间盘内的压力，缓解患者的症状。整个过程大约20分钟，术中几乎不出血，能最大程
度保护纤维环壁，不破坏正常椎间盘组织、骨性结构。该技术适用于由腰椎间盘突
出症引起的反复发生的腰腿痛，疼痛比较剧烈，沿坐骨神经走形方向放射，咳嗽或用
力大小便时可使疼痛加剧，伴麻木，经影像学检查证实相应间隙间盘突出，及椎间
盘源性下腰痛。但是对于腰椎滑脱、椎管狭窄、椎间盘脱出游离等仍需开放手术治
疗。目前，疼痛科已开展B超引导下选择性神经阻滞疗法、肌筋膜松解术、椎体成形
术、臭氧、小针刀、筋膜内热针、冲击波、针灸、超激光、超短波、低频、敷药、中药熏蒸等
等治疗手段，最大程度为患者缓解疼痛，打造无痛诊疗特色。于波 许伊婷 张小青

帕金森病又被称为“不死癌症”。在疾病悄无声息中进展，这是帕金森病最折磨
人的地方，从确定诊断的那一刻起，医生和患者便要联手与疾病做长期的抗争。目
前，全球帕金森病患者数量超过500万，其中近300万患者在中国，且呈年轻化趋势发
展。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患上了帕金森病？面对帕金森病，患者和家属该何去何从？
本期《健康青岛》邀请了青岛市市立医院脑科中心东院神经内一科副主任李冬梅，同
市民交流疼痛的那些事儿。市民如有问题可拨打健康热线85702120。同时，市民可
关注市立医院官微了解相关内容。

对于帕金森病来说，震颤只是患者表现出的一种症状。今年72岁的王老先生每
天都要进行半个小时以上的行走训练，一圈圈地走着与帕金森作斗争。三年前，老人
的右腿突然无力，本以为是脑血管出现了问题，不料经过治疗并没有好转，走路变得举步维
艰。生活中，老人常常出现迟钝、摔倒等症状。为了寻找答案，在家人的陪伴下，老人专程赶到青
岛市市立医院东院，求助于神经内科专家李冬梅。经肌张力等检查，李冬梅给出了诊断——帕
金森病，右腿无力是其运动迟缓的表现。从明确诊断的那天开始，王老先生每天进行半小时
以上的行走训练，久而久之，症状得到了好转，身体也变得轻快不少，走路步伐也大了一些。
15年前，70岁的苏女士被确诊为帕金森病，彻底打乱了她的退休计划。在病情严重时，她没有
嗅觉，腿抖、手抖，日常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于是，在李冬梅的建议下，苏女士开始漫长
的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为了延缓疾病的进展速度，苏女士每天需要服用四种药物。如
今，帕金森病对她的个人生活和自理能力的影响已降到最小。这也得益于15年来，李冬
梅携手苏女士持之以恒地鏖战帕金森病，从没有轻言放弃。然而，随着药物副作用的影
响，苏女士有时会出现幻觉，因此药物的控制尤为重要。在临床上，患者患有帕金森病往
往合并伴有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此时，李冬梅都会不厌其烦地开导患者：虽然帕金森
病无法治愈，但它有治疗药物，如果及时就诊、沟通、定期复查、调整剂量，帕金森病不会
成为影响患者寿命的疾病，相反生活质量也会得到提高。62岁的李先生患有帕金森病，
这让他一时间无法接受。为了尽可能地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病人，他擅自加大原本的既
定药量，可强烈的药物副作用让他无法控制身体，日常起居都难以自理。于是，李先生重
新回到市立医院东院神经内一科，希望回归正常的生活。李冬梅为其调整药物种类、剂量
以及服药时间间隔，慢慢调整心态，学着积极接受现状。如今，他的症状逐步得到好转，终于
恢复了白天基本能够行动的状态。

李冬梅介绍，在帕金森病治疗中讲究十二字方针：细水长流、不求全效、剂量滴
定，从而让生活能够自理。因此，李冬梅建议市民，若出现震颤、肌肉僵硬、运动迟缓、
走路姿势改变以及步态异常等症状应前往医院就诊，帕金森病其实并不可怕，可以通
过早发现、规范化治疗等手段，延缓疾病进程，提高生活质量。于波 许伊婷 张小青

3 月 29 日，莱西市沽河街道办事
处组织广大村民干部开展了雷锋月无
偿献血活动，130余人参加活动，其中
96 人成功献血 37600 毫升，以实际行
动将雷锋精神展现在乡村各个角落。

当前正值农田灌溉期，很多村民
直接从农田赶来献血，在他们心中无
偿献血、救助生命才是“头等大事”，
他们匆匆而来的挽袖之举，传递了最
朴实的真情与无私的大爱。当天，献
血车中张代浩、宋春艳小夫妻俩温馨
献 血 的 画 面 上 演 着 别 样 的 浪 漫 。
2016年，20岁的张代浩献血的一刻，让
宋春艳感受到了他无私的爱，也坚定了
他们的爱。宋春艳随后加入无偿献血
的队伍，此后每年献血屋中都会出现他
们相伴奉献的身影。活动当日夫妻俩
早早来到献血大厅，检验通过后每人献
血400毫升。57岁的秦贤明对救助生
命有着坚定的执着。他的献血之路始
于一次偶然的邂逅，当时恰巧遇见了身
为无偿献血志愿者的好友。在好友的
引领下，他特地赶到献血屋体验了无偿
献血，觉得这是一件对个人对社会都非
常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将好事分享给亲
朋好友，带动他们加入。据悉，秦贤明
已累计献血5600毫升，用实际行动书
写了奉献的意义。

主管献血工作的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孙海瑜和卫生健康办公室主任
王飞，在工作间隙每人献血400毫升，
给村民干部做了表率。 观海新闻/
青岛晚报 记者 于波 通讯员 徐燕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