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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周厚亮 通
讯员符臻臻 郑笑涵）日前，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赵高峰教授团队联合多
学科团队，经过13个小时的手术，为
一名患者实施动脉导管未闭介入封
堵、室间隔缺损心内直视修补和肺移
植“三联杂交式修心换肺手术”。据检
索，该手术属国内首例。

接受手术的患者是一名29岁的
女性，患有先天性心脏病，6年前病情
明显加重，出现了呼吸衰竭、心力衰竭

等状况。患者入院后，赵高峰团队结
合心脏彩超、心内导管等检查结果，判
断患者先天性心脏病病情较为复杂，
存在室间隔缺损（巨大）、动脉导管未
闭（巨大）、永存左上腔、肺动脉高压、
艾森曼格综合征等情况。

多学科专家团队经多次会诊讨论
后一致认为，唯有开展修心换肺或心
肺联合移植手术才能挽救患者生命。
然而，无论是心脏移植还是肺移植，都
是单个器官移植中极具难度的手术，

患者又患有艾森曼格综合征，心肺联
合移植更是难上加难。

综合手术风险和患者身体状况，
专家团队为患者量身定制了“三联杂
交式修心换肺手术”方案。该方案一
次手术即可完成动脉导管未闭介入封
堵、室间隔缺损心内直视修补和肺移
植3项操作，从而避免心肺联合移植
带来的巨大创伤和风险。但3项手术
操作方式各异、难度巨大，且“三联杂
交式修心换肺手术”在国内外都不曾

有报道，无任何经验可借鉴。经过充
分讨论，赵高峰团队针对患者术前、术
中、术后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一一制
定了科学应对措施。

历经数月，患者终于在8月 3日
等到了匹配良好的供体肺。当日，介
入科、心脏移植、肺移植、超声科、体外
生命支持中心、手术室、麻醉科等多科
室专家团队密切协作，展开手术。

术中，在体外循环及体外膜肺氧
合（ECMO）的双重支持下，专家团队

为患者先后完成动脉导管未闭介入封
堵、室间隔缺损心内直视修补和肺移
植手术。3种手术在技术、时间、空间
上叠加在一起，多位专家轮番上台、
各司其职，终于在 13小时后顺利完
成手术。

术后，患者被转入外科重症监护
室。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患者逐步
渡过了术后急性排斥、供肺感染等难
关，生命体征平稳，最终撤离ECMO
和呼吸机。目前，患者情况良好。

多位专家轮番上台 一次完成三种手术

三联杂交式修心换肺让她重生

甲状旁腺检测试剂盒
获批注册

本报讯 （通讯员魏利 特约记
者程守勤）近日，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
所自主研发的甲状旁腺鉴别检测试剂
盒，获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成为全
球首个用于术中甲状旁腺快速识别的
医疗器械。

据介绍，甲状旁腺周围有甲状腺、
脂肪、胸腺、淋巴结、肌肉等组织存在，
术中容易对甲状旁腺的识别产生干
扰。保护甲状旁腺是目前甲状腺手术
的重要要求之一。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和江苏省
江原医院合作，以甲状旁腺特有的多
肽类激素为标志物，采用床旁即时检
测技术，使用纳米微球时间分辨免疫
层析法，研发出能实现术中甲状旁腺
激素快速检测的试剂盒。该试剂盒包
含的技术成果获得 3项国家发明专
利，能将术中识别甲状旁腺的时间从
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在多家大型医
院进行的临床试验中临床符合率接近
100%，展示出灵敏度高、特异性强、
可多点位取样、组织损伤小等优点。

德国报告首例
儿童猴痘病例

据新华社微特稿 德国疾控机构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8月9日报告，该
国一名4岁女童确诊感染猴痘病毒。
这是德国报告的首例儿童感染猴痘
病例。

这名女童家住德国西南部普福
尔茨海姆市，近期未与家人以外人员
接触，目前尚未出现猴痘症状。该女
童家中有两名成年人感染猴痘病毒，
医生在排查时采集了这名女童的咽
拭子样本，检测后确诊她也染有猴痘
病毒。

按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说法，根
据现阶段的认知，猴痘病毒传播“需要
密切接触”，目前“大部分猴痘患者无
重症”。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德国5月中旬确诊首例猴痘病例，迄
今累计确诊2916例，其中只有7名女
性猴痘患者。上周，德国首次发现15
至17岁的青少年猴痘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 4日说，目前全球
儿童猴痘病例数不多，但以往病例
数据显示，感染猴痘病毒的儿童比
青少年和成年感染者更易出现重
症。世卫组织6月29日呼吁提高警惕，
确保猴痘病毒不会在儿童等群体中
蔓延。

英国猴痘疫苗
本月或将耗尽

据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媒体8月
9日说，由于眼下猴痘疫苗接种需求激
增，英国现有库存疫苗可能两三周内
耗尽，预计9月底前不会补充到新货。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英国国民保
健制度一封内部信函报道，英国目前
疫苗库存只剩8360剂，其中约5000
剂指定用于确诊病例集中的首都地
区，而新订购的10万剂疫苗要到9月
底才能起运。

鉴于英国各地疫苗需求远超库
存，这封信函呼吁卫生服务部门紧急
制订计划，以应对新疫苗到货之前的
这段时间，在“供应严重受限”之际“迫
切需要保证风险更高的人群能够获得
疫苗”。对此，英格兰国民保健署在声
明中回应道，虽然猴痘疫苗供应“目前
非常紧张”，但“今后数周”有望补充到
更多疫苗。

据《金融时报》报道，英国迄今累
计报告至少2859例猴痘确诊病例，其
中绝大多数感染者为男性。不过，英
国卫生安全局本月5日说，英国猴痘
病毒感染人数增速减缓，猴痘疫情出
现趋缓的“早期迹象”。

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
由猴痘病毒感染引发。这种传染病过
去多发于西非和中非地区，但今年5
月以来，欧洲和北美等地区多个国家
报告猴痘病毒集群病例。世界卫生组
织7月23日宣布，猴痘疫情构成“国
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德国考虑延长
强制口罩令

据新华社北京8月 10日电 德
国卫生部门官员9日说，如果新冠感
染病例在秋冬季节显著增加，德国将
延长强制口罩令施行时间，同时可能
扩大强制戴口罩的范围。

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卫生部长
9日讨论新版防疫规定草案，这一草
案预计会在议会获得通过，秋季生
效。新规内容包括继续要求公众乘坐
长途列车、飞机以及在医院和护理机
构时必须戴口罩，直至明年4月初。

“如果疫情形势严峻，显然需要规
定室内必须戴口罩。”德国卫生部长卡
尔·劳特巴赫说。

根据防疫新规草案，德国16个州
的州政府可根据本州情况自行决定是
否施行其他防疫措施，比如要求五年
级以上学生校内必须戴口罩等。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
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8日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7.8万例，新增
死亡病例170例，新增住院病例1717
例，反映7天内新冠疫情在德国总人
口中发生率的指标，即每10万人7天
内新增确诊病例数为381.5。

据德国媒体报道，由于许多新冠
感染者不再接受检测，实际感染人数
可能更多。

劳特巴赫7月初接受媒体采访时
警告，随着奥密克戎毒株的新亚型
BA.5传播，德国将面临“艰难秋季”，
应尽早筹划应对措施。

德国4月初取消多数新冠防疫措
施，仅要求人们在医院和护理机构以
及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戴口罩。

人工心脏“火箭心”
获批上市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婷 通讯
员王鹏）日前，由航天泰心科技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和生产的植入式左心室辅
助系统HeartCon（“火箭心”）通过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上市。这款磁
液悬浮左心室辅助系统是国内首个完
全按国家药监局规定成功完成50例
临床试验且国内置入数量最多的纯国
产“人工心脏”。

心室辅助装置是除心脏移植外最
有效的治疗心衰的手段。简单地说，
就是一个人工制造的血泵与心脏并
联，承担心室射血的功能，将血液泵入
动脉系统，因此心室辅助装置又被称
为“人工心脏”。

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自
2009年起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在国内最早开展第三代心室辅助装
置研究。项目临床试验主研专家、泰
心医院院长刘晓程教授说，13年来，
泰心医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医工结合潜心研发，取得了详实的数
据和丰富的经验。这颗纯国产“人工
心脏”将结束我国对终末期心衰治疗
无能为力的局面。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
将再次亮相服贸会

本报讯 （记者郭蕾 特约记者
姚秀军）8月10日，2022年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媒
体通气会在京举行，健康卫生服务专
题将作为九大专题之一，再次亮相本
届服贸会。

据悉，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将于8月31日至9月5日在国
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北京市
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郑晋普介绍，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位于首钢园区3
号场馆，将重点展现公共卫生防疫、生
物医药与创新医药、数智医疗等健康
卫生服务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成果。此
次，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以“融创发
展 共享健康”为主题，聚焦“融合”“创
新”两大要素。首都14家知名医疗卫
生机构将集中展示疫情防控及医疗领
域融合创新的科技成果。

跨境药品
受关注

8 月 10 日，河
南郑州，在第六届
全球跨境电子商务
大会展览展示活动
上，去年获批的河
南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药品试点备受关
注。图为市民咨询
药品种类。
中新社记者阚力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黄征宇 通
讯员刘姗姗）近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心
血管内科专家团队为一名冠状动脉重
度狭窄且钙化严重的患者，先用“金刚
钻”旋磨为血管打开一个“隧道”，再成
功植入支架。

患者陈爹爹今年65岁，最近稍微

一活动就觉得胸口痛，并伴随心慌、胸
闷等不适症状，于是到武汉市中心医
院就诊。冠脉造影结果显示，其冠状
动脉三支血管都有病变，其中前降支
最为严重，最狭窄的位置堵塞90%，
所以引起了严重的心肌缺血和胸痛症
状。这种情况需要植入支架解除狭

窄、恢复血流，否则随时可能导致心肌
梗死。

但是，陈爹爹的冠状动脉钙化得
非常严重，血管内部的斑块硬得像石
头一样，球囊和支架难以通过。更可
怕的是，介入手术中稍有不慎，就可能
导致血管夹层、穿孔、破裂等严重并发

症，危及生命。
心血管内科主任陈曼华带领专家

团队充分讨论和评估病情后，决定采
用冠状动脉旋磨术先在血管内打通一
个“隧道”，清除血管钙化斑块，再植入
支架。

心血管内科廖华副主任医师和
张安臣主治医师为陈爹爹实施了手
术，术中小心操作，使用高速旋转的
嵌有钻石颗粒的“金刚钻”磨头，将
阻塞管腔的钙化斑块磨成细小颗
粒，经过多次旋磨，终于在血管内打
通了一个“隧道”，随后顺利植入支
架。手术后，陈爹爹胸痛症状得到明
显缓解。

血管里长“石头”

采用“金刚钻”打通“隧道”

本报讯 （特约记者简文杨 通
讯员戴希安）日前，中山大学附属第六
医院多学科团队为先天性肥厚性幽门
狭窄合并肺炎、体重低下的患儿岩岩，
在内镜下实施幽门环肌切开术，术后
3天患儿消化道恢复通畅。

出生仅 45天的岩岩反复吐奶，
后又出现呛咳、发热等症状，体重不
见增长。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儿
科副主任李思涛经过诊查，确诊岩岩
患上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合并支
气管肺炎、高乳酸血症、体重低下等

疾病。
经过抗感染等治疗后，岩岩的感

染得到有效控制，接下来，就是处理
“始作俑者”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
小儿外科主任王德娟指出，先天性肥
厚性幽门狭窄可采用腹腔镜或开放手
术行幽门环肌切开术，治疗手段成熟，
但岩岩太小，手术会在其体表造成切
口瘢痕，存在腹腔内脏器损伤风险。
李思涛查阅最新文献，发现胃镜下治
疗创伤更小、患儿耐受性好，于是找到
消化内镜科主任李初俊团队，孙家琛

主治医师提出G-POEM手术的治疗
方案。

G-POEM手术由经口内镜下肌
切开术（POEM）发展而来，应用于患
者胃部，可用于治疗难治性胃轻瘫、
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等导致的幽
门梗阻性疾病。此外，G-POEM手
术的“超微创”特点有助于减少胃黏
膜损伤，患者术后可更快恢复正常
饮食。

手术当天，手术室内共有20余名
医护人员。显示屏上呈现出岩岩紧闭

的幽门口，超细鼻胃镜虽然仅有5毫
米直径，但通过幽门依然非常费力。
手术过程中，孙家琛不敢有一丝松
懈。他仔细调整电刀的角度，在岩岩
薄薄的胃黏膜和肌层之间建立隧
道，胃镜在隧道内逐步深入。随着镜
头画面“柳暗花明”，严阵以待的医
护团队终于放下心来。近3小时的
手术过程中，岩岩出血量极少，全程状
况平稳。

岩岩术后3天消化道通畅，术后7
天拔除留置针、引流管。近期，随访得
知岩岩出院后再无吐奶的状况，且体
重已达到正常水平。

据介绍，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
的病理基础为幽门管局部神经节细
胞发育不良及缺失，导致固有肌层增
厚，引起幽门机械性梗阻。该病临床
表现为婴儿出生后反复喷射状吐奶，
发病率位居新生儿消化道畸形的第
3位。

新生儿反复吐奶

内镜下巧解先天幽门狭窄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国根）近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心内科葛均波教授为一名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不稳定型心
绞痛患者成功植入 BioFreedom 支
架。患者术后血流结果令人满意，同
时无需过分担心支架内血栓的风险。
BioFreedom支架的应用，将使有高
出血风险、需实施心脏血管支架植入
的冠心病患者受益。

该患者是一名 62岁的男性，有
10年高血压病史，活动后胸闷、胸痛，
心电图可见T波改变，临床诊断为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不稳定型
心绞痛、心功能Ⅱ级，且具有非常高危
的原发性高血压3级症状。冠脉造影
结果显示，患者受长期高血压影响，冠
脉血管均存在严重迂曲，右冠状动脉
最重处狭窄约60%；冠状动脉开口处
狭窄达90%，合并严重钙化。

据了解，高出血风险人群因年龄、
肾功能、癌症、贫血、口服抗凝药等高
危因素的存在，在接受支架术后易发
生颅内出血、消化道出血、大出血等事
件。目前，在接受心脏血管支架植入
术的人群中，约40%的患者为高出血
风险人群。

BioFreedom支架是全球首款专
为高出血风险患者设计的药物支架，
可大幅减缓内皮化的进程，降低晚

期、极晚期支架内血栓的发生风险。
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
大规模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植入该
支架可安全地将术后双联抗血小板
治疗的时间由 6～12个月降至最短
1个月。

术中，葛均波考虑到患者冠脉血
管远段相对较细，对供血影响较小，且
病变远端已存在侧支循环，故手术对
病变进行了处理。术中，葛均波根据
患者状况，进行了细致、到位的操作，
最后对支架近段进行后扩张修饰后顺
利结束了手术。

术后造影结果显示，得益于Bio-
Freedom支架优秀的操作性能及支
撑力，患者支架膨胀状态良好，给心脏
供血的3条主要血管之一——LCX动
脉开口处的严重狭窄已被解决，血流
达3级，效果令人满意。

高血压＋冠心病

新支架使高风险患者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