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地址：局前街185号
电话：0519-68870000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延陵院区
地址：延陵中路468号
电话：0519-88104931
阳湖院区
地址：滆湖中路68号
电话：0519-81099988
常州市中医院
地址：和平北路25号
电话：0519-88124955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兰陵北路300号
电话：0519-82009999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医院
地址：新北区红河路68号
电话：0519-69806980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一院钟楼院区
地址：钟楼区丁香路16号
电话：0519-88581188
常州市儿童医院
地址：中吴大道958号
电话：0519-69808328
常州市口腔医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钟楼院区）
地址：北直街61号
电话：0519-86804028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地址：延陵东路288号
电话：0519-69800506
武进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本部：永宁北路2号
电话：0519-85579150
南院：武进区滆湖东路85号
电话：13915837120
武进中医医院
地址：武进区人民西路6号
电话：0519-86582737
第904医院常州医疗区
地址：和平北路55号
总机：83064888

常州市医疗急救中心（院前急救）
电话：120
常州市非急救医疗转运
（康复出院、卧式转运）
电话：962120
常州易可中医门诊部
帕金森中心：85522791
脉管中心：85522730
地址：晋陵中路576号奥韵家园旁
北极星口腔连锁
钟楼机构
地址：劳动西路201号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大楼）
新北机构
地址：通江中路268号（道生中心旁）
武进机构
地址：花园街新城南都158号
天宁机构
地址：飞龙东路429号（永宁欧尚旁）
青枫机构
地址：星港路港龙华庭A栋4-101
（地铁青枫公园站2号出口）
溧阳机构
地址：溧阳市溧城街道天目路9-
14号（三和转盘）
总机电话：81899999
常州现代口腔门诊部
荷花池店：
钟楼区荷花池公寓19-1
电话：88120611
九洲店：
钟楼区兰陵九洲新世界四楼
电话：88120633
常州激光医院
地址：常州市清潭路270号
电话：0519-8866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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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青 孙镇江） 近
日，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常州二院）疼痛科成功开展了鞘
内药物输注系统植入术，为顽固性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缓解
了疼痛症状。

79岁的顾爷爷因左前胸带状
疱疹（俗称“缠腰蛇”）疱疹消失后
遗神经痛备受困扰。76岁的郑爷
爷也因右侧胸背部带状疱疹后遗
神经痛辗转多地求医。数月以来，
身体的疼痛严重影响了两位老人
的睡眠质量和身心健康，医生看
了、药也吃了，可疼痛情况始终没
有明显的改善。最终，辗转来到常
州二院疼痛科，决定入院接受鞘内
药物输注系统植入术。

据了解，两位老人的发病区域
均为颈胸段区域，该部位的神经纤
维分布密集，且与脊髓紧密相连，
一旦受到带状疱疹病毒的侵害，其

恢复过程往往较为缓慢且困难。
因此，术前评估、术中穿刺位置和
置管位置的选择以及术后的用药
方案均非常关键。

常州二院疼痛科副主任张卫
东带领团队与手术室共同配合，成
功为两位老人实施了鞘内药物输
注系统植入术。通过持续鞘内给
药，术后，两位老人的疼痛已经基
本消失，四肢活动自如，行走有力，
睡眠也得到明显改善。

张卫东解释，带状疱疹后遗神
经痛，是指带状疱疹愈合后持续1
个月及以上的疼痛，是带状疱疹最
常见的并发症，被国际疼痛学会列
为最严重的神经病理性疼痛之
一。据统计，约30%的带状疱疹患
者会遗留神经痛，多见于高龄、免
疫功能低下患者，疼痛部位通常比
疱疹区域有所扩大，最常累及的是
胸神经、颈神经和三叉神经所支配

的区域。在过去，带状疱疹后遗神
经痛曾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现
在，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治疗带
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方法也越来
越多。

张卫东介绍，大约 20%—
30%左右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对常规治疗疗效欠佳，属于顽固
性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鞘内药
物输注系统植入术是治疗顽固性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理想方
法。它将镇痛药物通过柔软的导
管直接注入鞘内，作用于脊髓的
相应位点，阻断疼痛信号通过脊
髓向大脑传递，使疼痛信号无法
到达大脑皮层，从而达到控制疼
痛的作用。该术式是国内外镇痛
领域的领先技术，是一种全新的
革命性的给药方式，也是目前国
际上公认的治疗顽固性疼痛的有
效手段。

本报讯（李青 杜蘅） 近日，
市四院皮肤科门诊接诊了大量皮
炎患者，有日光性皮炎、过敏性皮
炎，还有慢性湿疹的患者。其中，
有一类皮炎症状特别严重，表面还
会出现破溃糜烂，甚至坏死。

7月19日上午，家住新北的李
先生顶着烈日来到市四院皮肤科
门诊，就诊中仍旧时不时抓挠左侧
腋下。原来，3天前，李先生左侧腋
下瘙痒难受，随手抓挠了几下，谁
曾想瘙痒感没有缓解，反而出现疼
痛感，还有液体渗出。当时以为是
下手太狠，抓破皮肤了，过一两天
就会好的。可是3天后，李先生左

侧腋下的瘙痒疼痛感不仅没有消
失，反而有加重趋势，局部皮肤红
肿明显，范围也有扩大趋势。不得
已，他只好请假到医院就诊。

“他是隐翅虫皮炎，症状很典
型。”市四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华
丽娟说，“隐翅虫是甲虫的一种，他
的体内含有一种强酸性的毒汁，被
这类虫叮咬或者捏死后，虫子体内
的液体就会刺激皮肤，局部就会出
现像这样的点状或者条索状红肿，
发展严重者会有水泡，甚至脓疱，
有的还会出现坏死或者鲜红色的
糜烂面。”

“我当时感觉腋下有虫在爬，
就随手拍了一下，捏死了一只虫
子。这个虫子像蚂蚁，但不是蚂
蚁，它的头是黑色，但胸是橘黄
色。”李先生回忆。

“这就是隐翅虫，而且毒性比
较强。”华丽娟说，“隐翅虫皮炎病
程一般是1—2周，早期叮咬或者
被毒液沾染后皮肤瘙痒的时候，
尽早用肥皂水清洗局部，然后外
涂炉甘石洗剂或皮质类固醇乳
膏。如果红肿明显或者出现糜烂
面，可以用1:5000高锰酸钾溶液
或复方黄柏涂剂等进行冷湿敷。
若有脓疱或发生继发感染，要进

行抗感染治疗。”
据悉，隐翅虫属昆虫纲，鞘翅

目，隐翅虫科，其中的毒隐翅虫有
致病作用。它是一种黑色蚁形小
飞虫，头黑色胸橘黄色。此虫白天
栖居潮湿的草地、稻田、菜园等阴
暗处，昼伏夜出，有趋光性，躲在夜
间有灯光尤其是日光灯的地方飞
行，每年4—9月繁殖较快，7—8月
是发病的高峰期。该虫虫体各段
均含有毒素，为一种强酸性的毒
汁。夏秋季节皮肤裸露时，虫子叮
咬皮肤或虫体受压时可释放出毒
液，能引起皮炎。但多数虫体在皮
肤爬行时并不放出毒液，只有当虫
体被拍击或压碎时，毒液沾染皮肤
才会引起皮肤损伤。很多患者表
现为晨起发现面颈、胸背、四肢等
露出部位出现红色点状或条索状
红肿，伴有瘙痒，甚至灼热疼痛感，
后逐渐出现水泡，有的发展成脓疱
或灰黑色坏死或鲜红色糜烂面。

“发现身上有虫的时候，不要
用手直接捏取或拍击，应将虫体吹
落后用鞋拍死。”华丽娟提醒市民，

“平时要注意环境卫生，消灭隐翅
虫的孳生地。安装纱门或纱窗或
挂蚊帐防止毒虫的侵入，尽量不要
开窗睡觉。”

近日，新北区奔牛人民医
院骨科团队独立完成了关节
镜下腘窝囊肿切除术，这一成
功标志着医院骨科在关节镜
技术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据了解，70岁的秦婆婆
因“发现左腘窝肿块一个月”
入住奔牛人民医院，医院骨
科主治医生王翔经过详细的
膝关节查体以及B超、MRI
影像检查，诊断为：左腘窝囊
肿，左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左
膝半月板损伤。

通过仔细询问病史及体
格检查，在与患者及家属做
了充分沟通后，由骨科团队、

麻醉科和手术室医护团队密
切配合下，成功为患者实施
了关节镜下左膝关节镜探查
术+左腘窝囊肿内引流术+半
月板成形术，手术过程顺利，
术后恢复良好。

“本来以为要在腿上割
一个大口子才能把囊肿切出
来，这些天都没睡好觉，没想
到几个‘小孔’就解决了，早
知道就不这么紧张了！”秦婆
婆高兴地说，言语中尽是病
痛解除后的轻松喜悦。

据了解，目前采用关节
镜下微创入路，是从膝关节
内侧开4个小孔通过关节镜
器械微创切除。该手术切口
小，通过内引流的方式达到
关节囊与囊肿双向相通，消
除囊肿，同时可处理膝关节
内病变（半月板、软骨、韧带
损伤等），这种手术方法比传
统切开手术具有手术简单、
疼痛较轻，伤口小、术后恢复
快等优势。术后，患者症状
得到明显改善，对手术效果
非常满意。

市二院成功开展鞘内药物输注系统植入术

新技术解决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新北区奔牛人民医院成功开展

首例关节镜下
腘窝囊肿切除术

■本报通讯员 汪丹

由中国药学会药学服务专委
会主办、江苏省药学会药学服务专
委会承办的“2024年江苏省药学
服务经典案例征集活动”日前举
行，市一院药学部选送的案例获得
一等奖、三等奖。

活动吸引江苏省内22组选手
和导师参赛。经过导师介绍、选
手演讲、评委提问等多个环节，由
市一院药学部主任薛晖指导、刘

子琦药师汇报的案例《防
“V”杜渐，“药”有所为
——基于质量管理工具
提高VTE预防措施合理
率》荣获一等奖，由市一
院药学部副主任胡楠指
导、凌静药师汇报的案例
《肾移植受者精准化药学
服务模式的构建及应用》
荣获三等奖。两个案例贴近临床
实际，展现了药师们对药学服务
创新研究独到的见解，为解决药
学服务中的实际问题提供了新思

路、新方法。
据悉，一等奖案例还将代表江

苏省入围后期国家级比赛的盲审
PK。

2024年江苏省药学服务经典案例征集活动举行

市一院获一等奖、三等奖
■本报通讯员 李祉萱 冯凯

捏死一只虫，手居然就烂了
医生提醒：夏季，远离这一类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