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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中苑风采

□本报通讯员 一萱

今年 3 月，市一院引进国内顶尖
的神经系统疾病团队——京津神经免
疫中心专家施福东院士及张超主任团
队，提升神经免疫疾病的诊疗水平，让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
服务。今年 52 岁的市民周先生就成
为受益者之一。

周先生是一位金融行业的主管，一
年多前开始记忆力明显下降，“几分钟
前还想着某个重要的事情，过一会却怎
么也记不起来了”。辗转多家国内大医
院，周先生被诊断为自身免疫性脑炎。

“医生说这是由自身免疫机制引发的脑
炎，在某些病因下，身体里会产生一些
异常抗体，它们对正常脑组织产生攻
击，从而造成一系列临床症状。这个病
非常罕见，发病率约为十万分之一。”

虽然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免疫抑制
剂治疗和改善认知治疗，周先生依然
感觉恢复不太明显，“时不时会出现发
愣的现象，每次 1—2 分钟”。得知有
天津专家来市一院坐诊，主攻方向就
是神经系统的疑难杂症，周先生便赶
紧在网上预约了专家号。结合最新指
南，专家团队调整了以往的治疗方案，
其中加用新型免疫调节治疗（B 细胞
删除治疗）。经过两次治疗后，近期复
诊时，周先生表示没有再出现发愣的

情况，且记忆能力改善。
据统计，自 3 月份市一院引进京

津神经免疫中心专家施福东院士及张
超主任团队以来，已有数十例神经系
统疑难疾病患者从外地转而来到市一
院就诊，与国际国内最新方案同步的
治疗方案也让他们对效果表示满意。

市一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练学淦
表示，天津总医院神经免疫团队的进
驻对于提升市一院乃至常州神经免疫
相关疾病的诊疗水平及各类疑难杂症
的诊治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临床诊
治中，免疫炎症、感染、肿瘤这三类疾
病往往“同像异病”，且神经系统自身
抗体种类繁多、作用机制各异，导致患
者的临床表现多样，对医生的诊治提
出挑战。京津神经免疫中心专家在临
床实践中定期分享临床经验，结合病
情需要，积极与眼科、血液科、医学影
像科、神经外科等科室专家协作，对患
者早期诊断及治疗提出意见。同时，
以往针对神经免疫疾病的治疗以传统
免疫治疗（激素、丙球、免疫抑制剂）为
主，但疗效有限，加之整体免疫疾病发
病率呈增高趋势，结合生物靶向治疗
在神经免疫疾病具有较好的临床前
景，团队专家根据病情制订相关生物
制剂（抗 CD20 单抗、抗 IL-6R 单抗、
抗CD38单抗、FcRn拮抗剂等）治疗方
案，让患者治疗受益的同时，逐步提升
市一院神经内科的临床诊疗水平。

“神经免疫病发病机制复杂，诊疗
难度大，对于青年医生来说是不小的
挑战。我们团队会积极开展教学查房

及疑难病例讨论，帮助医生在掌握最
前沿知识的同时，培养科学思维，提升
诊疗能力。”张超表示，“不仅如此，团
队引入多项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通
过新型研究方案，进一步提升临床医
生的科研能力，助力患者更多获益。”

“通过病例汇报展示，我们先查看
文献资料，基于诊断思路（定位、定性、

诊断与鉴别、治疗）进行分析，专家会
结合最新文献，既有经验分享、也有最
新理念介绍，从发病机制、诊断和鉴别
诊断、影像学的鉴别要点等由浅入深
点评讲解，对各种神经免疫疾病的认
识具象化，理论联系实际，帮助我们的
临床诊疗能力快速提升。”市一院神经
内科黄双娇医生说。

市一院引进神经系统疾病团队方便市民

“家门口”就能约到全国名医

□本报通讯员 曹艳 潘英

近期，武进中医医院康复诊疗中
心门诊接诊了数位习惯性崴脚的患
者，通过系统的个性化康复训练，目前
已完全康复。崴脚是医学中所说的踝
关节扭伤，是十分常见的运动性损伤，
也是全身关节扭伤中发病率最高的一
种。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崴脚后不
予重视，没有接受规范治疗，认为疼痛
消失就康复了，但早期处理不当，轻则
遗留慢性疼痛，重则导致创伤性踝关
节炎，慢性踝关节不稳，进而易出现习
惯性崴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家住湖塘的张先生，是一名运动
爱好者。两年前，张先生在一次下楼
时因重心不稳，不慎扭伤了踝关节。
当时只是有点肿胀和少许疼痛感，认
为只要用热毛巾敷敷、喷点跌打药，休
息几天就会没事。半个月后，肿胀和
疼痛感虽已消失，但走路时却总有些
异样，且经常容易崴脚。随着崴脚次
数的增多，症状也越来越严重，只要踝

关节活动到一定角度，就会感觉疼痛，
甚至无法长距离步行。

被反复崴脚困惑的张先生，四处求
医，但未能根本性解决问题。一个月前，
在朋友的推荐下，张先生来到武进中医
医院康复诊疗中心门诊寻求帮助。康
复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董卫华接
诊后，从疼痛、关节活动度、肌力、肌耐
力、稳定性、内翻应力实验、平衡、本体感
觉等多方面进行康复评估，发现张先生
存在小关节错位、内翻受限、踝关节稳定
性差、肌耐力差、本体感受器受损等问
题，从而导致脚踝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
下降，无法正常步行及跑跳。董卫华为
其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经过三次
治疗，张先生感觉行走时异样感明显改
善，无活动时疼痛，步行距离明显增加。
经过四周治疗后，张先生已能正常行走
和跑步，未再出现崴脚情况。

董卫华介绍，踝关节损伤是最常见
的运动损伤之一，占所有运动损伤的
15%左右，常由日常行走或运动中一次
超过踝关节的正常活动度（过度内翻或
外翻），引起周围软组织，如韧带、肌腱、关
节囊等发生损伤，严重的损伤会导致骨
折；主要表现为脚踝疼痛、关节肿胀、皮
下瘀斑、关节不稳、关节活动受限、活动

时疼痛加重等。根据损伤部位不同，踝
关节损伤主要分为外侧踝关节扭伤（距
腓前韧带，跟腓韧带）和内侧踝关节扭伤

（内侧三角韧带），踝关节的解剖结构及
生理特点，决定了更易出现内翻损伤。

在日常生活中，踝关节扭伤后建议
至医院就诊，由医生综合评估损伤情况
后处理，没有严重韧带撕脱或骨折的患
者，在损伤48小时后就可以康复介入
治疗。在治疗踝关节损伤方面，武进中
医院康复医学科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
疗方法，有效帮助众多踝关节扭伤患者
解决病痛。针对每一位踝关节扭伤患
者，由专业康复医生及治疗师进行全面
评估，根据其功能障碍点，予以手法康
复及针对性运动训练，结合理疗仪器及
中医特色康复手段，如针刺、艾灸、热淹
包等治疗手段，缓解疼痛，恢复踝关节
活动，加强踝关节稳定，强化相关肌肉、
韧带力量，促进患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恢
复，减轻患者痛苦，缩短患者恢复时间，
使患者尽早恢复正常生活，降低再次出
现损伤的概率。

相关研究表明，扭伤过踝关节的
人，再次扭伤的风险会增加两倍，会形
成“惯性崴脚”。主要是由于损伤后关
节稳定结构被破坏以及韧带中感知活

动速度、位置等的“本体感受器”受损，
进而导致神经肌肉控制系统对肌肉协
调性的控制变差、关节发生功能性不
稳、关节及附近软组织易产生二次或
重复性伤害，形成恶性循环。专家提
醒，一旦出现踝关节损伤，千万不要大
意，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男子习惯性崴脚多年

武进中医医院康复治疗解决病根

本报讯（李青 杜蘅） 徐女士今年
56岁，3年前被诊断出肺部有结节，最
近一次随访发现结节有增大趋势。市
肿瘤医院肺小结节多学科团队会诊
后，建议她手术干预。思考再三后，徐
女士决定接受手术治疗。

术前，医生团队积极为徐女士量
身定制手术方案，护理团队则指导她
练习腹式呼吸等。术前1小时，市肿瘤
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俞建荣带她来到
医院CT室，进行CT引导下经皮穿刺
微弹簧圈定位术。

在随后的手术过程中，俞建荣团
队在单孔胸腔镜下沿着术前定位的微
弹簧圈精准地找到肺结节，然后精准
切除，经术中快速病理提示为微浸润
腺癌，术后只需定期观察即可。

“整个过程很快，几乎感觉不到疼
痛。”徐女士说，“幸亏我相信医生的建
议，在早期就拔除了这个隐患。”

随着CT等影像技术的发展，尤其
是低剂量螺旋 CT 成为早期肺癌的筛
查项目之一后，很多人被检测出肺结
节或者肺小结节、磨玻璃结节……绝
大多数人在发现肺部有结节之后，会
有一段时间处于纠结期：是与结节“共
舞”还是一切了之？

俞建荣说：“引起纠结的原因除了
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之分外，还会担
心手术会影响肺功能。患者希望手术
的伤害降到最低，精准切除肺结节的

同时，尽可能地保留更多肺正常组
织。这是患者的希望，也是我们临床
医师面临的挑战之一。能否在术中快
速、准确地找到病灶，是决定手术成功
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市肿瘤医院胸外科团队
始终不断探索肺结节术前定位技术，
从最初的解剖学定位到 CT 引导下经
皮穿刺 Hook—wire 定位术再到现在
的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微弹簧圈定位
术，使得肺结节手术越来越微创精准，
让困扰肺结节患者及胸外科医师的难
题迎刃而解。

小小弹簧圈，让肺结节切除更精准

本报讯（赵霅煜 杨小霞） 为更好
发挥天宁区教育局与常州市儿童医院
的资源优势、推动医教融合工作向纵
深推进，市儿童医院与天宁区教育局
深入对接，以需求为导向，从健康科普
切入，深入开展“点单式”健康科普进
校园共建项目。

市儿童医院高度重视此项共建工
作，专门成立了工作协调小组，在调研
学校学生、老师健康科普需求的基础
上，制定了针对全区幼儿园、小学、初
中学校中的学生、老师和家长三类人
群的健康科普清单，并建立了线上预
约机制。天宁区教育局通过自身平
台，将科普清单及预约方式发布到有

需求的学校进行健康科普“点单”。
自9月1日开学以来，短短2周，就

有8所学校从清单上预约了14门健康科
普课程。其中，《保护视力 爱护眼睛》

《学生意外伤害的预防与急救》《秋冬季
学生常见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家庭注
意力训练，让学习更专注》《如何帮助学
习困难的孩子/走进儿童阅读的世界》

《通情达理、做情绪的小主人》等多项内
容受到广大学生、家长、老师欢迎。

近日，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还将
陆续走进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常州
市丽华新村第二小学、常州市实验初
级中学天宁分校等学校，为学生们带
去更多精彩纷呈的健康科普“套餐”。

“点单式”健康科普进校园活动
火热进行中

本报讯（李青 肖云 范煜） 近日，
南医大三附院（常州二院）延陵院区成
功救治了一名因误吞鱼刺导致胸痛的
中年患者。在内外科共同努力下，患
者化险为夷，即将康复出院。

9 月 14 日中午，56 岁的承女士正
与家人一起吃饭，突然感觉喉咙被鱼
刺扎了。“当时我没注意鱼刺混在米饭
里，一口咽下去发现不对劲，感觉喉咙
有点刺痛，也不知道鱼刺有多长多粗，
就又吞了几口饭，还是感觉不舒服。
饭后逐渐开始胸痛，我想想不行，得跑
医院看看。”承女士回忆道。

常州二院急诊科住院医师沈婉林
说：“CT结果显示，一根尖利异物卡在
承女士的胸段食管，并呈横位刺穿食
管壁，且已十分逼近胸主动脉。告知
患者及家属病情后，我们立马喊消化
内科会诊，并嘱咐承女士不能乱动，因
为一旦异物刺穿人体最大的这条主动
脉，后果不堪设想。”

消化内科会诊后，决定立即为承
女士进行内镜下消化道异物取出术。
通过内镜取出异物，可以避免创伤相
对较大的开腹或开胸等外科手术，且
该操作治疗时间短、恢复速度快、并发
症较少，多数人在术后短期内即可进

食。可是没想到的是，由于鱼刺过长，
内镜只取出了大半截，还剩下一小截
残留在了食管壁外。

面对这一棘手情况，延陵院区心
胸外科团队迅速介入。经过团队详细
的讨论，并与家属进行充分的沟通后，
心胸外科决定紧急为承女士进行微创
胸腔镜下异物取出术。

常州二院心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张
科解释：“别看只是一小截，所处的位
置却十分凶险，前方有肺动脉、右侧有
气管、后方有主动脉。如果鱼刺不取
出，会导致炎症反复发作，感染加重，
甚至导致主动脉破裂大出血。如果放
任不管，鱼刺还可能继续游走和移位，
导致进一步损伤。”

最终，鱼刺被顺利地取了出来。
术后，承女士没有出血迹象，生命体征
平稳，目前经过抗感染等对症治疗后，
即将康复出院。谈及这次误吞鱼刺的
经历，承女士仍然后怕不已。

张科提醒市民，日常生活中，鱼刺
卡喉并不少见，但如果处理不当，坚硬
的鱼刺可能会刺穿食道甚至肺部或主
动脉，导致极为凶险的情况。若不慎
吞下鱼刺等异物，应立即停止进食，不
要惊慌，及时就医。

吞饭“压”鱼刺，差点刺穿主动脉

□本报通讯员 妇幼宣

16年前，怀揣着对生命的敬畏与
对医学的热忱，曹景云踏进了武汉大
学医学院校的大门。从那时起，她就
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毕业
后，初出茅庐的她来到市妇保院·市一
院钟楼院区开启妇产科的职业生涯，
从产科、妇科到生育技术科，踏踏实
实、兢兢业业，一路奋斗一路成长。

爱笑和阳光是大家对曹景云的普
遍印象。“曹医生看上去柔柔弱弱的，说
话温温柔柔的，但是做事情干脆利落，
充满干劲，真是应了‘小个子大能量’这
句话。”这是患者对曹景云的评价。

快速诊断，精准识别女性“急腹”症

“医生，医生，快帮我媳妇儿看一
下，她肚子疼得厉害！”今年7月，一名
女患者佝偻着身体，双手捂着肚子，在
家人搀扶下匆忙来到医院，只见她面
色苍白、额头直冒冷汗……服务台导
医马上将患者扶上轮椅，推进急诊妇
产科就诊。曹景云接诊后，立刻为患

者检查，测得血压为 86/50mmHg，心
率96次/分，超声结果显示：盆腔混合
性包块，尿妊阳性。原来该患者与丈
夫同房后，感到腹部疼痛，且症状逐渐
加剧，并伴有强烈的肛门下坠感。结
合主诉，曹景云诊断其为“宫外孕”，收
治入院进一步治疗。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入院后患者
血 HCG 非常低，加上停经天数太短，
曹景云高度警惕：不仅仅是单纯的宫
外孕，极有可能合并黄体破裂，并且腹
腔仍有出血。曹景云第一时间开通绿
色通道，进行紧急手术，在麻醉科、手
术室的通力配合下，利用腹腔镜快速
进入腹腔，只见双侧输卵管及子宫外
观均无明显异常，而左侧卵巢见一黄
体囊肿，表面的破裂口正冒着鲜血，情
况十分危急。囊肿剥除、缝合止血、探
查腹腔、诊断性刮宫……与时间赛跑
的曹景云来不及太多思考，行云流水
般完成一系列手术操作。一小时后，
手术顺利结束，患者转危为安。出院
时，曹景云又量身定制详细的康复计
划，叮嘱其要定期随访，放松心态。

曹景云表示：黄体破裂是妇科常
见的急腹症之一，尤其好发于卵巢功
能旺盛的育龄期女性。常见病因包括
如有血液系统疾病或口服抗凝药，剧

烈运动：跳跃、奔跑，用力咳嗽或大便
时，腹腔内压力突然增高，可诱发黄体
破裂。此外，妇科检查挤压、性交等也
可能导致黄体破裂，因此女性在黄体
期应特别注意自身身体状况，避免过
度劳累和剧烈运动。

换位思考，为患者注入温暖和力量

作为妇科医生既要有高超的技术、
果断的决策，还要有耐心的态度、过人
的体力，而这些仅仅是最基本要素，这
是曹景云从读书到工作听过前辈老师
说过的最多的一段话。由于妇科多涉
及到生殖与性方面的话题，很多患者羞
于启齿，常常避重就轻地描述自己的症
状。曹景云总是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
问题，以饱满的热情对待每一位患者，
用温暖的微笑去抚慰患者的心，尽最大
的努力给予患者身心灵的救治。

“医生很多时候不止是医生，更是
陪伴患者度过整个治疗过程甚至更长
时间的亲友，是相互配合解决问题的战
友，更是理解她们、支持她们的家人。”
在曹景云看来，与患者的第一次沟通就
非常重要，患者对医生建立了信任，觉
得医生是真心为自己考虑，双方沟通就
会进入良性循环，助力医生为患者量身
定制适合的诊疗方案和医疗服务。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近年来，曹景云在繁忙的临床工
作之余，利用休息时间长期参与社区
医院对口支援活动，将优质服务送到
家门口，受到社会和群众的一致好
评。她说：“未来，不是由想象创造的，
而是通过脚踏实地、勤勤恳恳换来的，
我要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每一件小
事，服务好每一位患者。”

用心做好女性健康的守护人

以心为灯，护“她”健康

董卫华 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运动处方师；擅长颈肩腰
腿痛康复、脊柱疾病康复、盆底康
复、头晕失眠康复；尤其擅长美式整
脊、功能性脊柱侧弯康复训练、圆肩
驼背等异常体态矫正训练。

专家门诊时间：周五上午

特色门诊

张超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
经内科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中央组织部高层次
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青
年拔尖人才，天津市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天津市卫生健康行业
高层次人才青年医学新锐；担任中
国医院协会罕见病专业委员会第一
届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医学会神经
病学分会神经免疫学组组长、中华
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肌电图与临床
神经生理学组委员；主持多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和天津市科技局项
目；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国际著名
期刊发表SCI文章20余篇。擅长神
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多发
性硬化、视神经脊髓炎、重症肌无力
等）的诊疗，开展神经眼科OCT、免
疫吸附等新技术，并采用多种生物
制剂（抗CD20单抗、抗IL-6R单抗、
抗CD38单抗、FcRn拮抗剂）新疗法
治疗神经免疫性疾病。

专家简介

出诊专家 张超主任医师
出诊时间 隔周的周四上午
门诊地点 1号楼6楼651诊室
挂号方式 市民可以通过常州

一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常州一院视
窗”、微信公众号“常州医保”、电
话、预约中心、自助机等方式进行
预约。

青年医生说

曹景云 市妇保院·市一院钟
楼院区生育技术科主治医师，擅长
阴道炎、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宫外
孕等妇科疾病的诊治，在妇科常见
病、多发病等诊治与预防方面经验
丰富，发表核心论文多篇。

专家简介

专家简介

肺结节弹簧圈全名肺结节记忆
合金定位弹簧圈，是在CT引导下穿
刺的定位术，是一种快速、安全、有效
的微创诊疗技术，能快速准确地定位
病灶，大大提高了胸腔镜肺部分切除
术的成功率。

该技术在CT 引导下，将定位针
穿刺达结节边缘，释放定位材料，锁

定病灶位置，用时仅需20分钟左右，
患者无明显痛苦。定位完成后，将患
者送至手术室接受胸腔镜微创肺部
分切除术。手术医生可以更直观地
判断结节部位，准确切除，不仅缩短
手术时间、降低手术风险，还更好地
保护患者肺功能，术后恢复快，提高
预后水平。

神经免疫疾病门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