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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医院医生正在进行3D胸腔镜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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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是位居我国发病率前十的癌症类型。

随着我国老龄化不断加深，食管癌患者发病人数不

断攀升。对于高龄老人，放化疗及开刀手术都存在

着巨大风险，而微创腔镜手术术式的改进与应用为

食管癌的微创治疗带来新希望。

老人喝口水都呛
原来是食管里的肿瘤在“拦路”

84岁的朱大爷近期出现吃饭下咽困难，感觉有

梗阻感，没有在意，改喝稀饭为主，过了三周后，连

喝稀饭、喝水都有呛咳症状，还伴有反酸、烧心等不

适症状，一个月的时间就瘦了2斤，朱大爷寝食难

安，家人担心老人安危便带其就诊。辗转几家医

院，做了CT及PET/CT等各项检查，均诊断为食管癌

并食管周围及纵隔多发淋巴结转移。为了寻求更

好的治疗方案，朱大爷在家人的带领下辗转来到青

岛市市立医院东院胸外科主任张哲门诊寻求帮

助。入院后，经过胃镜的进一步检查，朱大爷被明

确诊断为食管癌（鳞癌）。

不惧高龄挑战
双镜联合微创除癌

“患者84岁高龄，基础情况较差，放化疗风险较

大且疗效不佳，开刀手术虽然效果明确，但是对老

人身体是个很大的考验，风险很高，经过综合评估，

我们选取了患者受益最大的治疗方案——胸腹腔

镜联合微创食管癌切除。”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胸

外科主任张哲表示。

在张哲的带领下，手术如期进行，方案为先行

胸腔镜胸段食管的游离及淋巴结清扫，再行腹腔镜

胃的游离及淋巴结清扫，最后行颈部吻合。该团队

在高龄食管癌微创治疗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对手术可能遇到的挑战做了全面评估和应对方

案。术中，食管肿瘤较大（达5cm×5cm），纵隔内多

发肿大淋巴结与周围组织粘连严重，长期进食困难

导致的营养不良等均对手术造成了一定困难，对术

者的操作提出严苛挑战。张哲团队配合默契，经过

4个小时的精准手术，患者癌灶被完整切除，并完成

了消化道重建。得益于微创术式，朱大爷术后第3

天顺利拔除胸腔引流管。在医护一体化精心管理

下，患者住院期间无感染、无吻合口瘘等严重并发

症，术后第8天恢复经口饮食，最终于术后12天顺利

康复出院。

“腔镜联合的微创术式在食管癌根治术上的应

用已经得到临床验证，它为食管癌患者尤其是高龄

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和希望，近年来，我们已经通

过该术式让多位高龄食管癌患者受益。”张哲表示。

微创新“镜”界
让患者告别“长蜈蚣”大切口

青岛市市立医院胸外科从2009年开始微创胸

腔镜探索，经历了从胸腔镜辅助小切口，三孔胸腔

镜，到2孔胸腔镜，直至现在的单孔胸腔镜下完成几

乎所有的微创肺癌、食管癌、纵隔肿瘤、食管裂孔疝

等手术治疗。

从最早借用腹腔镜开展手术，到标清、高清胸腔

镜、3D胸腔镜手术，到今天最新的第四代达芬奇机器

人，高科技设备的迭代为微创胸外科发展插上翅膀。

3D技术助力精准手术。为适应临床小结节手

术微创化及最大程度保留肺功能的临床需求，3D打

印机三维重建技术被应用到指导开展胸腔镜下肺

叶切除，从常规的优势肺段切除，到复杂肺段切除

以及联合肺段切除，满足了最大限度切除肿瘤、最

大限度保留肺功能这一临床目标。

对精准微创的孜孜以求和不断探索是推动青

岛市市立医院胸外科微创腔镜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的最大驱动力。单孔胸腔镜肺叶肺段切除，联合肺

段切除，胸腹腔镜联合食管贲门癌切除，纵隔肿瘤

切除，食管裂孔疝修补及抗反流手术，机器人辅助

单操作孔肺切除，食管癌切除等已成为科室常规开

展的优势技术。

市立医院:双镜联合为84岁老人微创“除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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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加强健康教育宣教与健康促进能

力，挖掘和培养口腔健康科普人才新秀，近日，青岛

市口腔医院举办第四届“健康中国，科普先行”医务

工作者科普技能大赛。本次科普大赛吸引了全院

各科室的众多选手参加，经过了激烈的海选，15部

作品脱颖而出。

比赛现场，精彩纷呈，科普演讲者们发挥各自

所长，通过声情并茂的演讲，对各类常见疾病与健

康知识进行了生动讲解。演讲别出心裁，有用情景

剧、讲故事的形式也有使用道具的形式，演讲者们

落落大方，绘声绘色，博得台下的观众掌声阵阵。

本次入围的15个参赛作品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

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6名。此次科

普技能大赛，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的目的，提

升了医院健康教育工作者的理论水平与业务技能。

道路堵塞容易导致交通面临瘫痪，下肢血管也

会阻塞，从而引起下肢动脉缺血，严重时发生肢体

坏死，这就叫做“腿梗”。“腿梗”的专业说法叫“下肢

动脉硬化闭塞症”，跟脑梗、心梗的原理一样，都是

由于血管不通、堵塞造成的。其实腿梗发病率、危

害程度，都不亚于“心梗”和“脑梗”。如不及时治

疗，后果不堪设想。

近日，海慈医疗集团血管外科中心专家团队连

续救治两名突发下肢动脉栓塞的患者，通过微创取

栓手术，疏通闭塞血管，挽救了下肢肢体，守护“生

命通道”。

76岁患者刘大爷突发右下肢凉麻无力，剧烈

疼痛，在当地医院诊断为“急性下肢动脉栓塞”，为

寻求更好的治疗，于当天傍晚紧急转入海慈医疗

集团治疗。入院时，刘大爷右下肢大腿和小腿及

足部皮肤呈现花斑，小腿重度肿胀，肌张力高，感

觉减退，肌力为1级，刘大爷已经面临肌肉坏死，

情况不容乐观，若不紧急处理，往往会导致肢体缺

血坏死，截肢甚至危及生命。据了解，刘大爷有糖

尿病、高血压病史，平日控制不佳，血管外科中心

二科主任李强团队综合分析患者的病情，为刘大

爷紧急行右下肢斑块血栓旋切手术。术中从股动

脉及下肢动脉内取出大量血栓。术后刘大爷下肢

皮温明显改善，将于近期康复出院。

据李强介绍，急性下肢动脉栓塞是指栓子自

心脏或近侧动脉壁脱落或自外界进入动脉，被血

流推向远侧，阻塞动脉血流而导致肢体缺血以至

坏死的一种病理过程，该病发病急骤，往往几小时

内就能导致下肢肢体缺血坏死，一旦确诊，需紧急

手术处理。

正如将河道内淤泥清除一样，省去了放置支

架，远期通畅率较支架高。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一

般因为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引起下肢动脉

狭窄、闭塞，进而导致肢体慢性缺血。随着临床技

术的发展，利用专用器械进行血管腔内斑块切除

——经皮动脉斑块旋切逐渐应用于临床，用于治疗

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所造成的动脉狭窄或阻

塞。该技术具有.尽可能恢复动脉管腔原始形态，

提高血管通畅性；降低甚至避免人体血管内支架的

植入率，进而避免支架断裂、移位、血栓等并发症；

可反复多次进行，充分提高了自身血管的“有效

期”，延长了支架植入术的时间窗，提高下肢动脉的

远期通畅率；治疗范围广泛，可以适用于各种下肢

腘动脉以下更细血管病变的治疗尤其是跨关节部

位病变等优点。

海慈医疗集团提醒，下肢动脉栓塞危害不容小

觑，一定要到专业医院配合医生选择最佳方案进行

治疗。

近日，青岛市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对获得

2021年度市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和人员进行表

彰奖励。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牛海涛教授团队

完成的“5G远程腹腔镜手术装备关键技术与

示范应用”项目，荣获青岛市科技进步一等

奖。此外，青大附院8个项目荣获青岛市科技

进步二等奖。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牛海涛教授

团队，联合山东省威高手术机器人有限公司、

天津大学、青岛海信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等

多家单位，针对国外手术机器人系统技术垄断

带来的“卡脖子问题”，自主原研“妙手”手术机

器人系统，建立了基于多种网络通信技术的远

程手术诊疗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挖掘5G网

络切片技术、聚合网络技术、确定性网络技术

等在远程手术中的应用方法及其适应范围，解

决了制约远程手术发展的网络通信等关键技

术瓶颈问题，推动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在全省乃

至全国的覆盖。

此外，青大附院病理科邢晓明教授团队、妇

科崔竹梅教授团队、保健科毛拥军教授团队、神

经内科谢安木教授团队、口腔科袁晓教授团队、

药学部荆凡波教授团队、关节外科田少奇教授

团队、整形美容科任纪祯教授团队，分别荣获青

岛市科技进步二等奖，青大附院获奖数量和质

量继续领跑岛城医疗。

近日，根据《关于开展全省艾滋病检测实验

室考核的通知》要求，山东省公共卫生检测实验

室质量控制中心、山东省疾病控制中心对山东

省801个艾滋病筛查实验室进行了考核，青岛

市中心血站检验部艾滋病筛查实验室得分为满

分100分，考核优秀。

为提高检测灵敏度和准确性，青岛市中心

血站艾滋病筛查实验室对献血者血液筛查采

用ELISA方法第四代试剂检测艾滋病病毒P24

抗原和抗体，同时用灵敏度更高的NAT方法

检艾滋病病毒RNA，尽最大限度地缩短窗口

期，提高血液安全性。一旦献血者血液HIV检

测呈反应性，只是按照献血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不符合献血要求，并不是得了艾滋病。标

本要按国家要求送青岛市疾病控制中心确证

实验室再次确证检测，由疾病控制中心发布最

终结果，这也是为了进一步保证血液安全和献

血者安全。

2022年世界艾滋病日宣传主题为“共抗艾

滋 共享健康”，强调每个人都参与进来，携手应

对艾滋病流行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倡导全社会

共建共治共享，进一步推动新时代艾滋病防治

工作高质量发展，全面营造全社会参与艾滋病

防治工作的良好氛围。青岛市中心血站也将在

上级部门的指导和监管下，加强实验室管理，保

障血液检测质量。

青春在奉献中闪光，热血在爱心中流淌。为更

加有效地推动无偿献血和征兵工作的开展，青岛市

中心血站联合青岛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共同启

动了“热血青年，逐梦军营”——“青征号”爱心献血

车进高校活动。12月7日，征兵主题献血车开进青

岛恒星科技学院正式亮相，面向青岛市在校大学

生，同步开展无偿献血和征兵工作。

启动仪式当天，全国首辆“热血青年，逐梦军

营”主题献血车的正式发布掀起了活动的热潮。车

身跳跃的色彩、形象和特色献血纪念品，给大学生

带来全新的献血体验。

作为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的社会青年，大学

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生力军，也是国家和社会公

益事业的主力军。“今天我们征兵宣传和无偿献血

同台联动，看重的是就是我们恒星科技学院大学生

们的这种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青岛警备区动员

处处长陈兵说。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积

极推进大学生无偿献血活动和征兵工作，截至目

前，学院历届师生累计献血2.1万人次，献血量达

597万余毫升，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省无偿

献血组织表现突出单位；受到省教育厅、省政府征

兵办表扬。”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副校长王春娟表示。

近年来，青岛市中心血站联合全市高校开展的

“青春热血燃”无偿献血进高校活动，已成为驻青院

校无偿献血的文化品牌。青岛市中心血站党委书

记闫家安在讲话中表示：“青岛市中心血站是市军

警民共建标兵单位，我希望血站的青年同志与高校

的优秀学子们携起手来，响应祖国号召，把爱国之

心化为报国之行，用青春和热血践行强国有我的青

春誓言。”与此同时，青岛市中心血站还在高校成

立了无偿献血宣传教育基地10处、无偿献血爱心

驿站2处，2021年30所大中专院校和技工院校36

个校区，先后组织了84场无偿献血活动，使岛城大

学生无偿献血知识知晓率及参与度大幅提升。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从12月一直持续进行到

2023年1月中旬，“青征号”爱心献血车也会在接下

来的“青春热血燃”献血车进校园活动中开进十余

所高校，与大学生们开展“热血交流”。

据悉，2023年全国春季征兵工作已于12月1日

正式开始，在校大学生可微信搜索“青岛征兵”小程

序，了解征兵相关信息。无偿献血有关信息可通过

“青岛市中心血站”微信公众号获取，预约咨询可拨

打青岛市无偿献血服务热线96606。

急性“腿梗”来势凶险 微创取栓守护生命“通道”

“青征号”征兵主题献血车开进高校

青岛市口腔医院举办第四届医务工作者科普技能大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艾滋病筛查实验室“年考”
青岛市中心血站满分通过

“青征号”爱心献血车进高校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