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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皮开肉绽”，两个5毫
米切口就能解除病痛……这项
创口小、伤害低、恢复快的脊柱
微创技术一直是近年来的热
点。不久前，南通四院骨科成功
运用脊柱内镜微创术治愈了一
名“颈椎间盘突出”的病人，这也
是省内领先、南通地区首例独自
成功完成的“双通道脊柱内镜颈
椎间盘摘除术”。

“医生，我左臂疼得不行，连
低头、仰头都做不到，坐也不是，
睡也不是，只好斜靠在枕头上撑
到天亮。”今年57岁的王女士因

为左侧颈肩部疼痛，经过朋友推
荐找到南通四院外科十六病区
副主任、骨科主任朱小建博士。
经过检查，磁共振提示颈6/7椎
间盘左后方脱出，颈椎轻度退变
及曲度强直，以“颈椎间盘突出”
收治入院。经商讨，朱小建博士
团队为患者制定了“颈椎间盘单
侧双通道脊柱内镜下颈6/7椎间
盘髓核摘除术”微创治疗方案。

与腰椎相比而言，颈椎周边
有许多重要的血管和神经，手术
风险大，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瘫
痪。因此，骨科术前多次周密商

讨手术计划，预演手术过程，以
保证微创术万无一失。经过1
个小时的手术，王女士突出的颈
椎间盘被顺利摘除。“手术只在
脖子后面开了两个钥匙孔大小
的切口，我当天晚上就能下地行
走，睡了一个安稳觉。”手术效果
立竿见影，让王女士又惊又喜。

“传统的手术方法创伤大，
存在术后邻近节段退变、颈部轴
性症状、颈椎活动度受限等不
足。颈椎内镜技术是一项新兴
的脊柱微创手术，避免了传统开
刀手术的创伤，能够最大限度地

保留颈椎原有的支撑结构，术后
颈椎活动范围更大，并发症更
少。”朱小建说，此项技术在省内
尚属领先，手术的顺利完成也标
志着四院脊柱内镜微创术在市
内达到较高水平。

朱小建介绍，除此以外，针
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南通四
院还开展了国内先进的椎间盘
突出症经皮椎间孔镜治疗，刀口
只需7毫米、术后第二天就能下
床活动、仅需住院3天，相比传
统手术拥有巨大优势。

据了解，作为市级临床重点

专科，南通四院骨科还与上海名
院密切合作，并积极引进国内外
前沿新技术，让很多原先需要开
放手术的颈腰腿痛患者接受了
微创手术，降低了手术风险，减
轻痛苦，缩短住院时间，大大提
高了晚年生活质量。

王怡

南通四院骨科：省内领先技术 重撑生命脊梁

晚报讯 21日上午，南通
开发区小海街道星嘉社区困境
儿童关爱计划暨南通大学社会
实践基地授牌仪式在小海街道
星嘉社区举行。通大公共卫生
学院为社区困境儿童代表发放
了“爱心礼包”。

当天，“南通大学社会实践
基地”正式在小海街道星嘉社区
揭牌，通大“心悦”爱心室也同时
授牌。江海心悦健康公益中心
的志愿者们对社区4户困境儿
童家庭进行走访调研，从家庭
情况、自我认知、社会融入等方
面进行问卷调查，为后续开展常
态化帮扶提供数据支撑。
通讯员陈碧君 记者冯启榕

大学生进社区
关爱困境儿童

生不如死的病痛

金玲老家在安徽农村。
18岁时，早早没了母亲的她来
到启东，在当时的一家窑厂打
工，由此结识现在的丈夫，两
人把家安在了启东。

2006年，夫妻俩用辛苦
赚下的钱租了一间小店面，跟
着老乡学做大理石生意，一天
忙碌16个小时。或许因为劳
累过度，2008年的一天，金玲
的手指和脚趾突发剧痛，第二
天便全身僵直。丈夫急忙带
她赶往南通一家医院检查，一
纸强直性脊柱炎的诊断书让
金玲如雷轰顶，眼前幼小的儿
子和刚起步的生意该怎么
办？她的眼前一片灰暗……

强直性脊柱炎被称作“不
死的癌症”，而金玲的急性发
作症状更是痛苦。“无法形容
那种痛，就是从头顶到脚趾
都僵硬，全身骨头被往外撕
扯。”描述那种感受，金玲依
然心有余悸。扎针、理疗、吃
药……金玲开始了无边无际
的治疗，但顽固的病魔持续
施虐，让她生不如死，“我的
意志力就慢慢被摧毁了。”

断断续续地治疗中，她
先后动过三次放弃生命的念
头。第三次，她疼得从床上
滚到地面，然后万念俱灰地
爬上窗台，一旁被吓坏的儿
子抱着她的腿哭得撕心裂
肺。哭喊声把金玲从死亡边
缘拉了回来，“当时的心痛压
倒病痛。我想，就算为了儿
子，无论怎样都要活下去！”

趴着上课的教练

金玲再次前往专科医
院，决意住院接受长年治疗，
这一住，就是6年。

“6年间，每当想放弃，脑
子里立刻浮现儿子哭着喊着
妈妈的场景，我又咬咬牙坚持
了下来。”金玲告诉记者，疾病
带给她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
苦，还有情绪上无法缓解的抑
郁。无数个黑夜，她躲在被子
里默默流泪，第二天醒来，泪
痕未干的她又笑对医生。

2013年，金玲积极投入
康复训练。因为疼痛和僵硬，
一开始只能在床上学着做最
基础的拉伸动作，但她强忍疼
痛，尽力把身体拉到极限。慢
慢地，她可以靠止痛片下床训
练。后来，能走出病房到花园
做拉伸，每天早晚一小时，从
不懈怠。身体的悄然向好让
金玲十分欣喜，“背没那样僵
硬，睡眠也变好了，我终于重
新站立了起来。”

希望在一天天的坚持中
被放大，一年后，金玲终于能
行动正常。出院后第一件
事，她就去北京学瑜伽教培，

“一是坚持不让自己脊柱变
形，二是想可以挣钱为自己
治病。”专业瑜伽可不像医院
里的康复训练，难度很大。
金玲一边吃着止痛片，一边
魔鬼般地练习，别的学员练
一两个小时，她一练就是四
五个小时，那股不要命的狠
劲让培训老师都被折服。

学成后的金玲回到家，现

实又给她当头一棒。由于长期
服药，她变得又黑又肿，没有一
家瑜伽馆愿意接受她。“后来一
个热心的美容院老板留下了
我，让我带会员练瑜伽。”

金玲的专业专注与尽心
尽责，让学员对这个“难看”的
教练从排斥到渐生好感。金玲
并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病，但病
痛有时不按套路出牌，“有时上
课会突发疼痛，我强忍住跪着
或趴在地上把课程教完。”学员
发现了教练的异常，于是知道
了她的经历，再看到她忍痛教
学的样子，都恳求她停止，但
金玲总是笑着坚持。

日复一日的瑜伽教学让
金玲的体型越变越好，身体
也越来越强健，发病越来越
少，后来连止痛片也停止了
服用。被她的精神感召，越
来越多的人慕名前来当学
员。当初只为满足自身康复
需求的职业变成了事业，金
玲更加努力地提升自我，并
开办属于自己的会所，学员
渐渐增加到500多个。

日益“挺拔”的人生

因为淋过雨，所以想为
别人撑伞。

住院期间，看着身边有
太多病友因无望而放弃治
疗，金玲感同身受，特别难
过。“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给
他们信心。”出院后的那段时
间，她时常在市区、启东两地
跑，一遍遍讲述自己的康复
历程，一次又一次劝说病友
接受治疗。

多年因病无力照看儿子
的愧疚，让她更看不得那些
孩子自暴自弃。那时有个湖
北的男孩，上初中发病休学
被家人送来住院，他把自己
封闭起来，拒绝任何治疗。
金玲便站到男孩床头，告诉
他自己曾经的症状比他更糟
糕，然后就默默伸展肢体做
起瑜伽，用动作告诉孩子，强
直患者也能康复。

几天后，男孩从裹紧的
被窝里钻了出来，开始跟着
金玲一起练习，并从此配合
治疗。男孩后来重返校园，
现在已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这让金玲更加坚定自己的信
念：只要自己不被自己打败，
就没有什么不能战胜的。

从在死亡边缘挣扎的患
者，成为被需要的榜样力量
传递者，金玲在感受自我价
值的同时，不自觉地将事业
转化为一份责任。她增设康
复理疗中心，主要针对青少年
脊柱侧弯、强直性脊柱炎等提
供矫正帮助；她带领会员向启
东市红十字会捐款，资助家境
困难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治
疗；她还与启东市红十字会商
议，准备做一个面向脊柱病
困难群体的公益项目……

“儿子现在是一名专业理
疗师，他和我想法一样，要帮助
更多的人摆脱病痛困扰。”儿
子的有力支撑，让金玲信心满
满：今后的人生会更加“挺
拔”。 本报通讯员陆玲琳

龚圣云 汤钦云
本报记者黄海

晚报讯 5月21日是第三
十三次全国助残日。昨天，通
州区残联充分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广泛开展了助残日扶残
助残系列活动，首批32支扶残
助残志愿服务队集中授旗，
吹响了通州扶残助残工作“冲
锋号”。

据悉，通州建立了区镇村
三级扶残助残志愿服务体系，
拥有扶残助残志愿者近3000
人，把扶残助残志愿服务推向
纵深，把志愿服务触角伸向每
一名残疾人及家庭。32支扶
残助残志愿服务队来自全区各
镇（街道）、有关行业、有关部门
单位，他们充分利用行业专长
和志愿者个人特长，为残疾人
提供了“量体裁衣式”精准化的
志愿服务，开启了全区扶残助
残春天事业的崭新篇章。

记者徐爱银 通讯员季洁

曾经瘫痪6年的她，如今活出了别样精彩——

金玲“掰开拉直”的逆袭人生
从早上6点多，一直到晚上10点，金玲每天就在

她的普拉提工作室忙碌教学，眼里有光、活力四射。
谁能想到，这是一名瘫痪在床6年、饱受病痛折

磨的残疾人。5月21日是第33次全国助残日，我们
走近这名体态健美、身形灵活的健身教练，听金玲讲
述把自己“掰开拉直”的“逆袭人生”。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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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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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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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

通州成立32支
助残志愿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