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院成功开展枣庄市首例颅内
血管狭窄药物洗脱支架植入术

本报讯 近日， 我院神经内科
介入团队通过药物洗脱支架（NO－
VA）植入术成功抢救一例左侧颈内
闭塞的重症急性脑梗死患者， 该患
者也是我院完成的枣庄市首例颅内
动脉狭窄药物洗脱支架（NOVA）植
入治疗术。

患者中年女性，55岁， 入院前 8
小时出现发作性右侧肢体活动不灵，
至我市某医院就诊，行脑 CT检查未
见出血灶，当地诊所输液治疗，入院
前 2小时出现不能言语、右侧肢体完
全偏瘫， 急拨打 120来我院急诊就
诊，患者到院后立即开通脑卒中急诊
绿色通道， 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脑 CT
复查， 患者发病超出静脉溶栓时间
窗，考虑大血管病变，决定给予急诊
血管内介入治疗。

神经内科医师、急诊科护士陪同
患者转运至导管室，导管室内神经内
科介入团队、导管室护士、技师、麻醉
科医师已经准备就绪。患者在静脉麻
醉下完成全脑血管造影， 造影显示：
左侧颈内动脉末端完全闭塞。微导丝
携导管通过闭塞段后造影，闭塞段有
部分再通，有细血流通过，但血流难
以维持，很快再次闭塞，决定给予左
颈内动脉末端支架植入术。患者左侧

颈内动脉虹吸段迂曲， 有 360 度转
折， 考虑普通颅内球扩支架难以通
过， 决定给予通过性较好的药物洗
脱支架 NOVA 支架（我国自主研发
的新一代球扩支架， 具有无神经毒
性的药物涂层， 能够明显减少术后
支架内再狭窄率， 具有更良好的通
过性）植入。 术后狭窄消失，血流通
畅， 复查脑 CT 未见出血， 结束手
术。 患者从到我院急诊至手术顺利
结束，仅用时 2小时。

术后，患者收住神经内二科病房
继续治疗。 术后第二天意识转清，言
语基本恢复正常，右侧肢体肌力恢复
至 4级，目前处于康复中。

我院神经内科为“国家高级卒
中中心”， 急诊 24小时开展了静脉
溶栓、动脉取栓、颅内动脉瘤介入治
疗等急诊介入手术， 今年又新开展
了急性脑梗死患者颅内支架植入
术，并逐步开展难度大、风险高的颅
内血管狭窄择期支架植入术。 我院
神经介入急诊手术的开展， 提高了
重症脑梗死患者的生存率， 降低了
患者的致残率，提高了生活质量，使
患者能尽快回归工作岗位、 回归社
会，减少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履神经介入团队

齐鲁镜 无止境
我院举办山东省运动医学高峰论坛

本报讯 近日， 我院顺利举办
“山东省运动医学高峰论坛”。山东省
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主任委员戴国
锋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运动
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运动医
学分会主任委员陈世益教授受邀出
席会议。 滕州市卫生健康局党组书
记、局长孟祥磊，我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武宗义参加会议。大会由我院关节
运动医学科主任康立新主持。

会上， 浙江省医学会运动医疗
分会主任委员戴雪松教授、 江苏省
中医院孙鲁宁教授、 北京积水潭医
院张辉教授、 河南省骨科医院谭红
略教授、齐鲁医院戴国锋教授、齐鲁
医院（青岛）张义军教授、青医附院
戚超教授、千佛山医院袁振教授、我
院戴金良医生和朱彪医生等专家做
专题学术交流， 与来自于省内各地

市 40余位运动医学专家，及线上国
内众多知名专家教授， 全面深入探
讨了巨大不可修复检修的治疗策
略、 加速康复在肩袖损伤手术中的
应用、 高度 J-sign征髌骨脱位的诊
治、 膝关节韧带重建术后感染及半
月板缝合技巧等热点问题， 对诊治
过程中如何体现运动医学“功能至
上“的宗旨，如何实施“精准手术、早
期康复”的手段，如何实现“重返生
活、工作、运动”等目标展开了细致
的交流。

本次会议展示了我院关节外科
亚专科取得的成绩， 体现了我院运
动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奠定了
我院关节运动医学科在运动医学领
域的地位， 对于推进滕州市运动医
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履戴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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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础 抓内涵
第五、 六批 6S管理推广科室总结表彰会暨第七批推广科室启动会议召开

� � 本报讯 自 3 月 28 日 6S 管理工
作正式启动以来， 全院已经完成 113
个科室的打造， 并且所有参与打造的
科室全都通过了验收。 9 月 23 日下
午， 我院召开第五、 六批 6S 管理推
广科室总结表彰会暨第七批推广科室
启动会议。 医院领导班子、 6S 管理公
司的顾问团队及第五批、 第六批、 第
七批推广科室医护人员代表参加会
议。 院党委副书记朱绍猛主持会议。

首先由辅导老师做本期辅导报告
及前六期维持管理工作安排。 推广科室
代表感染疾病科杨列永， 功能检查科张
雨田， 药学部李卫群， 器械科张磊四位
同志分别作总结发言。

接下来， 院党委书记邢佑文等领导
班子成员对第五、 六批推广科室获奖科
室进行颁奖。 45 个科室共评出金奖 5
个、 银奖 6 个、 铜奖 11 个。 产科 VIP
一病区、 产科 VIP二病区、 超声科等科
室代表上台领奖。

会议宣读了第七批推广科室名单。
院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赵逢平与后勤
部、 安保部、 医务科三个责任科室代表
现场签订责任状。

最后， 赵逢平作总结讲话。 他指
出， 前六批科室打造完成是阶段性的结
束， 第七批 30 个科室正式起航， 我们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牢固树立一盘棋的
大局意识， 继续本着节约的原则， 深挖
6S 管理的内涵， 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
全覆盖的原则深入推进 6S 管理， 打造
出具有科室特色的创新亮点， 塑造医院
整体形象， 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再上新
台阶！

履医改办

6S精益化管理持续巩固
全面提升医院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第五批 6S 打造科室成功验
收， 第六批 6S 推广工作稳步推进。 9 月 2
日， 院党委书记邢佑文带领部分院领导班
子成员、指导老师及 6S 推进办专员对第五
批 25 个 6S 打造科室进行验收， 根据综合
打分共评出金奖 3 个科室，银奖 3 个科室，
铜奖 7个科室。

经院领导审核确定，对门诊、医技科室
以及药、械、后勤物资库房、窗口服务部位
进行第六批 6S推广打造。指导老师带领 6S

推进专员对第六批 6S 推广科室进行可视
化标准培训，并进行点对点现场辅导。

9 月 9 日，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赵逢
平与第六批 6S 推广科室第一责任人签订
责任状。 赵逢平对于下一步医院 6S管理推
进工作做了进一步强调和工作部署： 一要
进一步提高认识， 全员统一思想， 狠抓落
实，稳步推进；二要严格按照标准要求，在
打造过程中求实出新，巩固提升；三要团结
协作，凝心聚力，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学习 6S

管理的精华，运用 6S 管理方法，将 6S 精益
管理从“形式化”向“习惯化”“常态化”演
变，持续践行“以患者为中心，以质量为核
心”的服务理念，秉承 6S 精细管理的内涵，

持续改进科室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不断
提升百姓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推动医院
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履医改办

突破！ 泌尿外一科
成功开展枣庄市首例骶神经调控术

本报讯 近日， 我院泌尿外一
科成功开展枣庄市首例骶神经调控
术， 此项技术的开展标志着我院泌
尿外科在尿控领域有了重大突破。

患者，男，53岁，10余年来长期饱
受“神经源性膀胱”困扰，反复出现排
尿困难，尿潴留，严重时夜尿10余次，
影响睡眠。患者之前曾在多家医院就
诊，治疗效果不佳，来我院就诊。

以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程广舟
为首的泌尿外一科医师团队详细询
问患者病史， 完善尿流动力学等辅
助检查， 联合多学科进行MDT讨论
后制定出具体手术方案，在手术室、
介入医学科、 器械科大力协助下为
患者成功实施手术。

术中， 褚雷副主任对患者双侧
骶孔进行穿刺测试， 最终选择应答
反应最佳的右侧骶三孔进行电极植
入，测试患者感觉、运动应答反应良
好，电极植入位置理想，经过1月余的
测试阶段，疗效始终稳定，成功实施
骶神经永久性电极置入。患者术后尿
控满意， 单次排尿量由术前150ml上
升至450-600ml，尿频、尿急、排尿困
难症状明显缓解， 困扰患者多年的
便秘症状也同步得到改善。

骶神经调控（Sacralneuromodu－
lation，SNM） 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

治疗排尿、 排便功能障碍的神经调
控技术，是基于人体神经电生理，利
用介入技术将低频电脉冲连续施加
于特定骶神经， 用于兴奋或抑制神
经通路，调节异常的骶神经反射弧，
进而影响膀胱、 尿道/肛门括约肌、
盆底等骶神经支配靶器官功能的一
种治疗方法。 在治疗糖尿病继发的
排尿功能障碍、 脊髓不全损伤及先
天性脊髓畸形导致的排尿功能障

碍、尿急-尿频综合症、间质性膀胱
炎、尿潴留、尿失禁等多种功能障碍
疾病中疗效显著。

骶神经调控手术创伤小且可逆、
靶向治疗、并发症少、疗效确切，且可
以根据患者情况进行个体化精细调
控，为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非常有
效的治疗选择，给我市及周边地区排
尿功能障碍患者带来了福音。

履泌尿外一科

妇产科召开年度
护理疑难危重病例讨论会

本报讯 9月23日下午， 妇产科
召开年度护理疑难危重病例讨论会。
会议由妇一科护士长徐滕滕主持，相
关科室护士长、部分医护人员参加讨
论会。

讨论会围绕一例子宫内膜癌术
后出现肺栓塞并发症转ICU治疗的危
重患者展开。责任护士孙玲玲进行病
例汇报，护理骨干张立新带领大家完
成小组讨论。

患者50岁， 术前合并多种疾病，
存在较多高危风险因素，术后第四天
突发胸闷憋喘、呼吸困难、面色发绀，
血氧饱和度80%，血压160／100mmHg，
心率140次／分，呼吸34次／分，急请心内
科、呼吸科、血管外科、lCU会诊后不
排除肺栓塞，转入重症医学科进一步
治疗。

心脏大血管外科李乐聪医生介
绍，肺栓塞是临床上导致猝死的三大
病因之一，是直接威胁患者生命的急
危重症，正确及时的治疗与护理，对于
肺栓塞患者的生存和预后至关重要。

会上，大家紧紧围绕患者整个围
术期的管理展开讨论。该患者存在的
主要护理难点：患者有肠梗阻同时伴
有下肢静脉丛血栓需严格卧床，如何
解决活动与制动的矛盾问题？患者术
后是不是还需要使用物理预防措施
预防血栓？ 肺栓塞的临床表现多种
多样，缺乏特异性，起病又很急，如
何早期快速识别等。 普外科护士长
张国凤、 肝胆血管外科护士长黄萍
利、重症医学科薛芬护士等专家，对
患者护理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发
表专业的指导意见， 并经过讨论形
成统一认识， 提出适合患者的精准
治疗护理策略。

最后， 产房护士长孙芹对本次
疑难病例讨论进行总结。 本次会议
既是一次疑难病例讨论， 更是一次
精彩的带教过程。今后，各级医护人
员要不断提高对临床急危重症患者
的应急处理能力， 为广大患者提供
更为优质、高效的医疗护理服务。

履宋鸽

神经内四科组织自身免疫性脑炎护理查房
本报讯 9月19日下午,神经内

四科组织“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的
护理查房。 护理部副主任张梅、刘
允，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护士长，医
护骨干参加此次护理查房。

自身免疫性脑炎是自身免疫性
异常导致的脑炎， 泛指一大类由于
免疫系统针对中枢神经系统抗原产
生反应而导致的疾病， 以急性或亚
急性发作的癫痫、 认知障碍及精神
症状为主要临床特点。 由于其表现
多样且进展较快， 给临床治疗及护
理带来了很多难度。

查房中， 首先由责任护士张婷
婷从患者基本情况、 现病史、 既往
史、辅助检查、治疗及护理评估进行
病例汇报； 主管护师郭文娜向大家

阐述了自身免疫性脑炎病因、分型、
症状、治疗方法及临床护理措施等。
她特别指出，由于抗体不同，患者的
症状可能不尽相同， 要严密观察患
者生命体征、 电解质酸碱平衡等变
化， 密切观察患者神经精神系统症
状，有无意识、瞳孔变化，有无肌强
直和肌张力增高等发生。

接下来，现场查看患者情况，讨
论分析患者现存的主要护理问题。
目前，患者主要存在认知障碍、活动
无耐力、精神行为异常、有受伤的危
险等护理问题。 针对患者现存的护
理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护理措施：
及时巡视、严密观察病情变化，避免
发生走失，加用床栏，防跌倒坠床，
必要时适当约束， 防止自伤或伤害

他人，亲视患者服药，观察激素冲击
疗法的反应等。

护理部张梅副主任、 刘允副主
任对此次查房给予高度肯定。参会老
师对患者营养支持、心理护理、潜在
并发症如癫痫发作时的护理等方面
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分享了各
自护理工作中的一些护理小经验、小
技巧，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此次查房深化了大家对自身免
疫性脑炎的认识， 全体护理人员将
汲取查房中各位老师提出的经验和
建议，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从护理评
估、病情观察、症状护理到心理支持
等各方面， 深入细致为患者解决护
理问题，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履神经内四科

国家级项目“妙手计划”助力学科发展
为脑出血患者的及时救治保驾护航

� � 本报讯 9 月 3-4 日， 由国家
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主办的
脑出血外科诊疗能力提升项目
2022 年高峰论坛暨 C-STICH 系列
培训会在福州举行， 我院神经外科
作为脑出血诊疗基地代表参加会
议，续继军主任参加项目启动仪式，
并作为基地代表作基地建设与学科
发展的经验分享。

高血压脑出血是严重危害群众
健康的危急重症，具有发病率高、致
残率高、致死率高的特点，且日益年
轻化， 给社会及家庭带来严重的经
济和生活负担。目前，我院每年收治
脑出血患者 1000余人次，其中高血
压脑出血手术治疗 200余人次。

近年来， 随着神经内镜技术的
推广与应用， 我院脑出血的治疗逐
步走向“微创化”“精准化”，神经内
镜与球囊通道、3D-SLICER 技术相
结合， 使神经内镜手术充分发挥了
定位准、创伤小等优势，同时能尽早
清除血肿、缓解颅高压，尽可能降低
由血肿压迫导致的继发性脑损伤；

并且减少术中出血、缩短手术时间，
及早转入神经功能康复， 从而降低
患者的病死率和致残率。

贾阳医师作为指导老师参与神
经内镜脑出血血肿清除术模拟训练。

自 2021 年落户脑出血外科诊
疗基地以来， 我院神经外科依托国
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所搭建的培
训与交流平台， 进一步规范诊疗流
程， 目前已常规开展内镜脑出血手
术，且取得满意效果。同时为进一步

探索神经内镜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
有效性和安全性， 我院神经外二科
参与到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 导 的 多 中 心 分 层 细 化 研 究
（NESICH），为脑出血的内镜微创治
疗和推广应用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本次“妙手计划”-脑出血外科
诊疗能力提升项目的启动， 进一步
提升了我院脑出血外科诊疗能力和
科研水平， 为脑出血患者的及时救
治保驾护航。 履贾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