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2 月

24 日，由市中心医院承办的市医学

会老年医学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

老年医学分会第一次学术会议在市

中心医院龙湾院区会议室召开。市

中心医院副院长于铁峰、全市各医疗

机构的相关专业医疗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邀请辽宁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

会王涤非教授、田文教授、刘新宇教

授为参会人员授课。会议由科教科

科长隋海勇主持。会上，通过代表选

举，市中心医院老年病科主任苗瑞新

当选为葫芦岛市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

第一届委员主任委员。

本次会议同步召开了第一届老

年医学论坛，邀请省内老年医学专家

们主持学术会议及授课，深入讨论了

当下老年医学科临床治疗中的重点

及关键问题，进一步明确了老年医学

科的建设和发展方向。

市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成立并举办医学论坛

3 月 5 日，在第 60 个“向雷锋

同志学习”纪念日到来之际，市中

心医院团委组织 20 名医务人员，

组成志愿者团队，在移动广场开展

义诊、科普宣传主题活动。

医务人员为百姓免费测量血

压、血糖，热情接待每位前来咨询

的群众，耐心解答他们提出的问

题，从生活方式、用药规范、健康锻

炼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并发放健康宣传资料。

图为医务人员向群众宣传科

普知识。

温学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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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 温艳丽报

道 近日，市中心医院连山院区心血

管内二科成功开展经导管主动脉瓣

置换术（TAVR)，该例手术的成功

标志着该院心脏瓣膜病正式进入

了微创时代。这是我市开展的首例

心脏瓣膜微创手术，是市中心医院

开展的又一项“心”技术，完成的又

一项新突破，这也预示着该院心血

管疾病诊疗水平已跻身于省内领

先队伍！

主动脉瓣狭窄是一种心脏瓣

膜疾病，病情达到严重程度时可发

生心力衰竭、心源性晕厥和心绞

痛，这三种症状的出现意味着生存

期可能不足 2 年，是非常危重的一

种心脏急症。

据了解，此次手术患者是一名

72 岁女性。因活动后喘息、气短以

及发作性意识丧失入院。住院之

后严重的心电图缺血改变，心内

二科医疗团队对患者及时进行了

心脏冠脉造影手术，排除了冠脉

疾病，但胸骨旁及主动脉瓣听诊

区响亮的收缩期杂音引起了赵晓

峰主任的重视。经超声检查后迅

速明确为主动脉瓣重度狭窄，而

这种疾病的主要治疗方式是开胸

更换心脏瓣膜，这对于高龄虚弱

的患者来说风险太高。正当患者

和家属踌躇之际，患者如厕后再

次出现晕厥，意识丧失近 3 分钟，

经医护人员奋力抢救后暂时脱离

生命危险。患者病情恶化之速度

让所有人始料未及，再次袭来的濒

死感让患者一家笼罩在恐惧之中。

危急时刻，赵晓峰毅然提出，

为患者实施经皮主动脉瓣置换术，

这项手术是心血管领域最新手术

之一，全国每年仅开展几千台。手

术是以微创形式，从股动脉把人工

心脏瓣膜输送到心脏，同开胸手术

一样，术中仍会面临循环崩溃、心

脏骤停、动脉夹层等风险。面对如

此急重症患者，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刘馨等院领导大力支持，物资供

应科、医保科积极协作临时紧急采

购手术耗材，功能科主任郑渤、麻

醉科主任丁宝纯、导管室护士长武

丽舫等同心内二科协同作战，全力

准备这场攻坚战。最终，当瓣膜成功

置入那一刻，患者主动脉跨瓣压差从

96mmHg 迅速下降到 6.91mmHg，

而主动脉瓣血液流速从 6.1m/s 立

刻下降到 1.8 m/s。完美的数据，

将惊险的病情化为手术成功最有

力的佐证。

连山院区心血管内二科先后开

展了冠脉介入术、心律失常导管消

融术、永久起搏器植入术、先心病介

入封堵等技术，填补了我市多项心

血管技术空白，首例经导管主动脉

瓣置换术顺利开展后也将进入常态

化，让更多的“心病”患者有法可医。

“心”技术 新突破

我市首例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省内领先

本报讯 记者温艳丽报道 3 月

9日上午，由市卫健委副主任任聪，

市卫健委应急与安全生产办公室主

任李云超等组成的安全生产督查组

一行来到市中心医院，开展安全生

产专项督查，市中心医院常务副院

长申奥，市中医医院副院长侯铁汉，

化工院区副院长李宇及相关职能科

室负责人陪同检查。

督查组一行通过现场询问、实

地查看等方式深入化工院区相关

点位，重点对院区精麻药品管理、

消防安全、特种设备、医疗废物、后

勤保障等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督

导检查。在化工院区会议室，督查

组听取申奥关于医院安全生产工

作情况汇报，并查阅相关资料。通

过实地查看和听取汇报，任聪对医

院安全生产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

强调，医院要高度重视，继续加大

安全生产管理，保障医院平稳有序

运行。

本报讯 记者温艳丽报道 3

月 2 日，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王天宇一行来到市

中心医院走访调研。医院领导班子

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参加了座

谈。

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馨向

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对医院一直

以来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并向王天宇主任一行介绍了医院

基本情况，畅谈了医院下一步发展

规划。

在观看了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

宣传片后，王天宇表示，省检验检测

认证中心与市中心医院有着良好的

业务联系，通过了解也感受到了医

院强劲的发展力量。他希望，双方能

够加强沟通交流，在相关领域加强

合作，依托中心的优质资源，全力助

推医院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温艳丽报道 3 月

3日，市中心医院 2022 年度住院医

师规范化临床技能大赛决赛在连山

院区七楼会议室举行。来自医院 13

个专业基地的 14 支参赛队伍经过

初赛角逐，最终有 6 支队伍脱颖而

出，进入决赛环节。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刘馨，副院长于铁锋及各基地带教

老师及住培学员现场观摩赛事。

决赛队伍分别由 1 名住院医师

学员和 1 名带教指导老师组成，各

支队伍结合专业特色，从自己参与管

理的病人中精心挑选病例，内容典

型而富有临床教学意义。通过精彩

的汇报展示，展现了住培学员严谨

的诊治过程，扎实的基本功知识和

卓越的临床思维能力，条理清晰，妙

语连珠。带教老师现场点评，指出学

员诊治过程的缺欠和不足，注重引

导式教学和分层递进教学理念。通

过激烈比拼，最终内科基地一代表

队摘得比赛桂冠。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3 月

3日，市中心医院连山院区心血管内

二科赵晓峰主任团队开展“冷冻球囊

消融术”，填补了我市技术空白。

心房颤动又叫房颤，是临床上最

常见的快速性房性心律失常，有较高

的致残率，房颤患者脑栓塞事件的发

生风险是普通人群的 5 倍，每年因

房颤导致的脑卒中患者近 24 万人。

这些人需要长期口服抗凝药来预防

脑卒中，承受房颤症状困扰和脑卒中

风险，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此次就诊的患者是一名中年男

性，阵发性房颤病史 3 年之久，反复

发作的心律失常，乏力、心慌、胸闷让

其痛苦不堪。来诊后，患者在赵晓峰

的建议下最终选择了冷冻消融术来

治疗房颤。该技术是经皮冷冻球囊消

融术，是房颤治疗领域的一项创新技

术。手术适应于阵发性心房颤动患

者，是在局麻下完成。术中通过股静

脉穿刺及房间隔穿刺，将冷冻球囊送

至左右肺静脉口，通过预充气同时肺

静脉造影证明贴壁良好，然后在

90-180 秒内将左右肺静脉口前庭

区域温度降低到 -40℃至 -50℃左

右，有效阻断异常的电传导，从而完

成稳定的肺静脉隔离。该手术创伤

小、耗时短，仅大腿根部有个约 4 毫

米的小切口，用时在 1 小时左右，术

后两天患者即可出院。

与传统的射频消融的逐点消融

相比，冷冻消融则是一个球囊直接贴

靠，完成一个条带式的环形消融，不

仅大大降低了手术中漏点的几率，提

高了手术的成功率，还避免了心脏穿

孔的风险，且具有手术时间短、安全

性高、并发症低等优点。另外，冷冻消

融术采用低温进行消融，患者的耐受

性更好，能减少患者的痛苦，尤其适

合高龄、基础状态差的患者。

此次冷冻球囊消融术顺利成功，

是该院在房颤治疗领域实现的新突

破，标志着该院心血管内科已经进入

房颤治疗的“冷冻”新时代。

“冷冻球囊消融术”填补我市技术空白

市卫健委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领导来院调研

住院医师规范化临床技能大赛举行

医技创新

本报讯 记者温艳丽报道 近日，

市中心医院连山院区功能科开展

“肌骨超声”，为患者肌肉和骨骼、关

节相关疾病的诊治打开了一片“新

天地”。

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遇到关

节痛、肌肉拉伤、四肢麻木等问题，

遇到这些情况，很多人觉得做 X 光、

CT、核磁共振等检查不仅麻烦，还担

心被辐射。针对这种现象，市中心医

院连山院区功能科开展了“肌骨超

声”检测新方法，通过超声检查，诊

断患者的肌肉骨骼系统是否存在疾

病。该检查方法操作方便、快捷，可

显示病变血供情况，可重复检查，还

可实时动态、多角度扫查，且具有无

明确禁忌症，无辐射、价格低廉等优

势，受到诸多患者好评。

相关链接
什么是“肌骨超声”

肌骨超声是近年来新兴的超声

检查技术，是目前国内超声医学发展

最为迅速的亚学科之一。它是一种

应用高频超声探头来诊断肌肉骨骼

系统疾病的检查方法，随着近年来超

声仪器分辨率不断提高，通过肌骨超

声检查能清晰显示人体肌肉、肌腱、

韧带、关节腔、滑膜、周围神经等软

组织结构及其发生的微病变。并且基

于超声技术简捷、实时、动态的优

势，越来越受到临床医生和患者的好

评及欢迎。

本报讯 记者温艳丽报道 近日，

市中心医院龙湾院区普外科成功完成

一例胰尾巨大肿物切除术，术后患者

恢复顺利。

据了解，患者王某某 29 岁，于 2

年前发现左上腹部包块，平素体健，未

予重视。近日在体检中发现，腹部包块

进一步增大，偶有疼痛，为求进一步治

疗来医院就诊。腹部增强 CT 提示：胰

腺尾部见一大小约 13.2×12.9×

9.9cm 的巨大椭圆囊实性团块影，考

虑胰腺尾部巨大的囊实性病变，初步

诊断为胰尾部巨大肿物。

入住龙湾院区普外科后，经过深

入的病例讨论，为患者制定了详细的

个体化治疗方案。2 月 17 日，在普外

科主任温野的带领下成功为患者实施

了胰尾部巨大肿物切除联合脾切除

术，术中顺利，无明显出血，创面干净，

术后病理提示：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

患者术后第 1 天排气，进全流食，下

床活动，术后第 2天正常排便，术后第

9天拆线后已痊愈出院。该病例为我

市少见胰尾巨大肿物手术切除病例。

据温野介绍，胰腺假乳头状瘤又

称胰腺乳头状和实性上皮性肿瘤，胰

腺囊实性肿瘤，乳头状囊性上皮肿瘤，

是一种罕见的胰腺外分泌肿瘤。约占胰

腺肿瘤 0.3%-2.7%，发病机制尚不明

确。本病临床上发病率低且术前诊断较

为困难，容易误诊为低度恶性肿瘤，可

以有局限浸润，但远处转移发生较少。

常发生于年轻女性，平均年龄 25岁左

右，但也发生于儿童及老年和男性。临

床常表现为上腹部肿块或上腹部疼痛，

部分患者既有上腹部肿块又有上腹部

疼痛。有些表现上腹部不适或有疲劳

感，甚至有的患者无任何临床症状，仅

在常规检查时发现胰腺有包块，一般各

项生化检查均正常。辅助检查肿瘤体积

通常较大，呈包膜完整多房性肿块，呈

囊实性，有分隔，可发生于胰腺任何部

位，但很少引起胰管和胆管扩张。治疗

手段以手术切除为主。

龙湾院区成功完成一例胰尾部巨大肿物切除术

“肌骨超声”打开诊断系统疾病“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