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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知道相信通大附院的骨
科是没有错的！”12日，在南通大
学附属医院骨科三病区（足踝外科
和创伤骨科病区），71岁的李老汉
（化姓）看着打着石膏、不再疼痛的
右脚，十分开心。原来，该院足踝
外科为其实施了南通地区首例踝
关节置换术，让老人不再受踝关节
疼痛的煎熬。

家住如东的李老汉近几年饱
受踝关节疼痛的困扰，平日里一走
路，双脚便疼痛难忍。“一开始觉得
只是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能走
路就行。”李老汉在附院门诊就诊
时，向该院骨科足踝外科主任医师
韩庆林诉说。原来李老汉年轻的
时候，踝关节曾多次扭伤，但均没
有得到及时治疗，也没有放在心
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
双踝疼痛越来越严重，日常生活只
能靠小碎步慢慢挪动，无法像正常
人一样自如走路。

“患者患有双踝创伤性关节
炎，目前看来手术是让他恢复正
常行走的唯一方法。”看到李老汉
的检查报告，韩庆林说道。传统

的单脚创伤性关节炎一般采取关
节融合术治疗，但是李老汉情况
特殊，是双踝创伤性关节炎。“如
果按照传统方式手术治疗，也能
达到行走的目的，但是术后不能
下蹲、不能跑步，也不能正常上下
楼梯，想要彻底摆脱病痛，像正常
人一样行走，需要实施踝关节置
换手术。”韩庆林耐心地向李老汉
及其家人解释实施踝关节置换术
的必要性，并制定了双侧分期治
疗的手术方案，此次先对右踝实
施踝关节置换术。

目前，南通地区尚未开展过踝
关节置换手术，在院部和骨科主任
王友华教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

韩庆林团队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充
分准备。经过李老汉一家的深思
熟虑后，他们决定就在通大附院手
术，“我们相信韩主任，相信这次手
术可以取得圆满成功！”

踝关节解剖结构复杂，骨块细
小，空间有限，手术难度较大。术
前，韩庆林团队根据李老汉的实际
情况制定了精细的手术方案，为其
选择了型号适合的假体，并采用
3D打印技术模拟截骨导板，以增
强手术操作的精确度。术中，韩庆
林团队将原先已经磨损的细小骨
头锯掉，小心翼翼地放入定制的导
板，留下合适的空间精准定位、置
入假体。

在麻醉手术科的密切配合下，
凭借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韩
庆林团队历时3个小时，顺利完成
此次手术。“术后再用石膏固定一
个月，等假体和骨头长到一起之
后，便可以进行锻炼，恢复正常人
的走路状态。”查房的时候，韩庆林
再次叮嘱李老汉及其家属。

本报记者李波
本报通讯员吴昱

踝关节置换术一解患者之痛
通大附院成功完成我市首例，帮老人告别疼痛煎熬 晚报讯 13日，60岁的市民张先生

从南通市肿瘤医院北院顺利出院。而在
半个月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考
验”。多亏该院多学科医疗团队倾情救
治，才成功把他从“鬼门关”拉回。

6月29日晚，宁静的夜空被一辆从
如皋驶来的120急救车鸣笛声划破，市
肿瘤医院北院急诊室的大门被匆忙推
开。患者已经面色苍白、四肢冰冷、神志
淡漠，急诊室熊辉快速检查发现患者全
腹压痛，反跳痛，立刻联系肝胆外科副主
任医师周元会诊，结合病史考虑晚期肝
癌破裂出血可能，随时有生命危险。

时间就是生命！医护人员联系到患
者女儿，她正在赶来的路上，为此，医疗
团队秉承“生命至上”原则，立即开通“绿
色通道”。在没有缴费的情况下，医院安
排患者迅速完成急诊检查，这期间联合
介入科副主任医师田思源、张卫华及影
像科副主任符记宁开展多学科会诊，为
患者制定最优治疗方案。

MDT会诊考虑到患者晚期肝癌破
裂出血，腹腔内大量积液，预计出血量在
1000毫升以上，肿瘤较大，适合急诊行
介入治疗！为此，医院立即通知介入科
护士朱聪萍紧急从南通市区打车来北院
参加救治。介入病房里，医生、护士开足
马力，上演了一场生死急救！经过半小
时的紧急介入，患者出血控制，生命体征
平稳，送往介入科病房进一步监护治疗。

“我院夜间急救已经建立了一套高
效的流程，无论患者家属是否在旁，都会
第一时间安排救治。”回顾这场成功的抢
救，周元这样说。

通讯员吾苑 记者冯启榕

晚报讯 几天前，南通市第二人民
医院收到市民施红军赠送的“医德高尚
医术精湛”的锦旗和一封饱满深情的感
谢信，感谢医护人员为他父亲解除了病
痛折磨。

施红军的父亲施锦昌今年82岁，患
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今年1
月，老人又得了尿潴留。辗转几家医院
治疗，5个月下来效果并不明显，只能靠
导尿管导尿，时常尿急尿痛，生活十分不
便。看着父亲饱受病痛折磨，施红军看
在眼里、急在心头。

6月19日，施红军抱着试试看的心
情将老人送到市二院泌尿外科，副主任
医师申明忠热情地接待了老人，并及时
办理了住院手续。泌尿外科主任王健根
据老人的各项检测指标，确定了科学详
尽的施治方案。

6月27日，王健主任主刀给老人做
了前列腺微创手术，解决了老人尿不出
的问题，让他彻底摆脱了导尿管。术后，
老人恢复良好。由于是日间手术，住院
时间很短、费用也低，加上医护人员悉心
照料，令老人一家都感激不已。如今，老
人已经顺利康复出院，整个人精神愉悦，
久违的笑容重返脸庞。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施红军特别制
作了锦旗和感谢信送到市二院泌尿外
科，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通讯员朱进清 记者冯启榕

“儿子现在终于可以和我们
正常交流了，想起他刚来医院时
昏迷不醒的样子，心里不免还是
七上八下的。”11日，36岁患者严
先生的父亲心有余悸地向记者表
示。原来，此前严先生因突发急
症，陷入了神志不清、深度昏迷的
状态，被转入南通市老年康复医
院进行治疗。

据严先生父亲回忆，由于工
作较忙，严先生长期熬夜，血压、
血糖全都偏高，但他一直未重视，
也没有进行正规治疗。月余前的
一天，吃完晚饭正在工作的严先
生突发昏迷，神志不清，呼之不
应。家人立刻将他送往医院救
治，在确认严先生是突发脑出血
的情况下，医院进行了颅内血肿
定向穿刺引流手术治疗，术后还
进行了气管切开，但严先生一直
陷入昏迷无法苏醒。不愿意放弃
的家人们，迫切需要寻找促醒等
康复治疗，于是转入市老年康复
医院神经外科寻找希望。

“ 患 者 入 院 时 血 压 170/
121mmHg、深度昏迷、气管切
开、肺部感染、血糖也偏高，诊

断为脑出血术后意识障碍，病情
不容乐观，能否成功促醒是一个
未知数。”该院神经外科主任杨乃
久介绍。

面对严峻情况，杨乃久主任团
队对严先生进行了多学科综合评
估，制定了完善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及相应的预案。密切监测患者生命
体征变化、营养神经、改善微循环、
积极加强促醒治疗、调整血压和血
糖、维持内环境稳定。

与此同时，杨乃久主任团队联
合高压氧舱、中医科、康复科专家多
学科会诊。通过高压氧治疗纠正脑
缺氧，改善脑微循环；运用中医针
灸、经颅磁刺激改善脑部功能；积
极开展康复理疗功能锻炼，恢复其
肢体知觉。经过28天的专业治疗
与精心护理，严先生病情明显好
转，气管套管拔除，人从深度昏迷
中苏醒过来，可以正常说话和沟通
交流，但肢体功能仍需要一段时间
的康复治疗。

“非常感谢医护人员的全力救
治，他们不仅技术好，服务更好，是

他们给了我们全家新的希望。”看着
已经苏醒的严先生，他的家人们终
于松了一口气。

为此，市老年康复医院专家建
议，如果家中有长期昏迷的患者，家
属可以重点从几个方面入手帮助患
者清醒。这包括采用听觉、视觉刺
激促醒，将患者病前与患者有关的
生活工作方面的照片、录音、视频，
以及患者喜好的音乐、电影、偶像
等电子资料整理好，通过视频、音
频播放给患者观看或者收听；触觉
促醒，可由患者最亲密的人与患者
进行皮肤接触，每次持续15分钟，
每日2次。同时，每日用温水帮患
者洗脸、洗脚、擦拭全身，并用软毛
刷（或用牙刷）轻刷患者的四肢末梢
或者胸前皮肤敏感处，亦可按压患
者耳垂、眼眶、指间等压痛敏感部
位；嗅觉促醒，用醋、酒精、芥末油等
有挥发气味的液体作为嗅觉刺激
剂，刺激患者的嗅觉；味觉促醒，用
辣椒油、糖水、浓盐水作为味觉刺激
剂，分别在患者的舌尖、舌边、舌根
部进行刺激。

本报记者李波
本报通讯员凌燕 蔡思雨

男子深度昏迷28天后被唤醒
多学科联合诊疗救治为患者创造生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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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突发肝癌破裂
医护上演生死急救

八旬老人尿急尿痛
精湛医术解除病患

医生在为患者做手术。 顾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