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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青岛》播出时间
QTV-2首播：周六8:50 重播：周一9:25 周三9:25

精准施治拦住致命的感染
脓毒症可危及生命 治疗重在早预防早干预

“扩皮”换肤修复烧伤瘢痕
4小时精雕细琢抚平瘢痕 让手部功能失而复得

《手术直击》播出时间
QTV-2首播：周六9:40 重播：周二9:40 周五9:40

健康青岛健康青岛 手术直击手术直击

脓毒症，作为人体健康的神秘杀手，发病隐匿，却来势凶猛。脓毒症是由细菌
等病原微生物侵入机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在重症患者中，脓毒症是感
染后的主要死亡原因。本期《健康青岛》邀请到青岛市市立医院重症医学中心本部
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晓明，同市民交流治疗脓毒症的相关话题。市民还可关注市立
医院官微了解相关内容。

每年，全球脓毒症患病人数超过 1900 万，其中有 600 万患者死亡，存活的
患者中约有 300 万人存在认知功能障碍。在市立医院本部 ICU，患者宋先生
正在接受治疗。让家人没想到的是，一次恶心、呕吐、腹泻竟然会导致持续发
热、意识障碍。重症医学科专家张晓明立即组织团队，结合患者的病情、病
史，开展相应的检查，诊断为重型肺炎脓毒症，脓毒症休克。接下来，张晓明
主任团队为患者用上呼吸机，开展对症施治。虽然治疗历经波折，但其生命
体征逐步稳定。

另一位患者李女士同样患有脓毒症，并且引发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当病
原体汹涌而来时，人体会发生免疫性反应，产生炎性介质。如果免疫功能下降，
大量的炎性介质会侵袭人体，对脏器功能产生损害。面对李女士的全身感染，
持续的血液净化可以帮助她缓解全身炎症反应，最终将炎性介质控制到可控范
围内，同时最大程度保护肾脏功能。经过积极治疗，李女士的病情开始好转、稳
定。烧伤面积高达 90%的小钱，同样让张晓明主任团队放心不下。经过抢救，
他的生命体征平稳，但感染和脓毒症正在步步紧逼。重症医学科联合烧伤科开
展救治，消毒、清创、换药等护理步骤格外注意。通过两个月的全面救治和精心
呵护，医护人员担心的脓毒症并没有发生，小钱闯过多个关卡，烧伤也在有条不
紊地恢复中。

高龄或婴幼儿、免疫抑制性疾病、癌症，应用免疫抑制剂、糖尿病、酗酒、留
置导管或其他破坏皮肤完整性而导致感染都是脓毒症的危险因素。如何预防
脓毒症的发生？张晓明建议市民，重视日常保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清
淡，多吃果蔬，适当锻炼；提高警惕意识，抵抗力下降时，病毒感染易合并细菌感
染，如果有发热、乏力、恶心呕吐等感染症状，要及时去医院就诊；特殊人群做好
预防隔离，冬天注意避免感冒，避免去人群聚集场所；定期体检，早发现、早就
医、早治疗。 于波 张小青

这是一台精雕细琢的手术，主刀医生用一双妙手不仅抚平重度烧伤后的疤
痕，还要帮助“受困”的手恢复抓握等功能，这关系到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是心
理健康。本期《手术直击》播出的是由青岛市市立医院烧伤整形美容中心烧伤
科主任朱志军主刀的“换肤”术——瘢痕整形手术，并由朱志军担当嘉宾，向市
民提出健康提醒。市民还可关注市立医院官微了解相关内容。

对于爱美人士来说，瘢痕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随着瘢痕生长超过一定
的限度，会发生各种并发症，诸如外形的破坏及功能活动障碍等，不仅影响患者
生活，还会产生严重的自卑心理。

3年前，家中煤气爆炸事故险些改写了她的生命。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
和呵护下，她得以平稳地渡过了休克期、感染期等难关，接受了植皮手术，可以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然而，手部的瘢痕困扰着她，无法做更精细的工作。于是，
她来到市立医院，求助于烧伤科专家朱志军。考虑到患者的诉求和瘢痕状况，
朱志军决定分两期开展手术，先期埋置皮肤扩张器，待水囊容量扩张到一定程
度后再进行第二期手术。据了解，瘢痕修复的难点不是切除瘢痕，而是如何修
复瘢痕切除后的创面。这次换肤是一场浩大工程，每个细枝末节都需要精心设
计和精湛技术。由于部分疤痕切除后，需要扩张皮肤才能进行下一步的修复，
于是朱志军预埋了4枚扩张器，借助人工方法“再造”出一块皮肤。条件具备后，
手术正式开始。为了缩短手术时间降低风险，团队分为3组同步开展修复工作，
朱志军领衔负责右手瘢痕修复。手术中，主刀医生不仅要修复畸形的关节，还
要将粘连的肌腱进行松解，让患者的右手在术后可以获得最大的活动度。术
前，患者右手因虎口和指腹粘连，无法抓握，没有力量也抓不住物体。术中，朱
志军用一双妙手一点点修复小关节上的皮肤，破解粘连带来的连锁问题。4个
小时的精雕细琢，朱志军带领团队顺利完成了这台复杂的瘢痕整形手术。经过
术后的康复训练，李女士的手功能逐步改善，可以完成抓握等手部精细动作，甚
至梦寐以求的穿针引线动作也可以轻松完成。

像李女士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并不少见。朱志军介绍，作为烧伤整形科医
生，从医有两个目标，一是把更多的烧伤患者治好，让他们重获新生；二是尽可能
使患者外貌恢复美观，功能得以重建，这是让医护团队感到最欣慰的事情。

于波 张小青

跨越4000公里
又一批藏胞重拾站立梦
青岛市援藏公益项目接力前行 市立医院为24名藏胞实施膝关节病手术

公益行动公益行动

来青手术开通绿色通道

11月3日，在桑珠孜区人民医院医
务人员带领下，5 名藏胞顺利抵达青
岛。由于有了前期三批藏胞的接诊经
验，相关医疗护理工作游刃有余，救治
准备工作从入院前便紧锣密鼓地展
开。通过远程会诊，筛查确定手术患
者后，部分术前检查在日喀则完成，排
除手术禁忌，手术方案也基本确定。
入院后，医院开通了特色通道，外科总
支、医务部，护理部、总务后勤全面协
助，科室责任护士及志愿者带领藏胞

完成术前各项检查，给予术前预康复
指导。手术前一天，骨关节外科组织
全院会诊，麻醉科、心内科、呼吸科、风
湿免疫科等多学科专家为患者的围手
术期保驾护航。

此次来青的五名藏胞年龄最大的
64岁，最小的47岁，膝关节炎疼痛病史
最短的10年，最长的超过20年，均为长
期遭受膝关节病疼痛折磨的重症患
者。他们跨越4000多公里从西藏来到
青岛，只为摆脱疼痛重获健康。

7 日早上 8 时，骨科专家于腾波教
授带领戴世友主任、胡光亮主任等三
个医疗组同步开展手术。52岁的米玛

病情相对较轻，只进行了单髁置换。
另外3名藏胞由于膝关节磨损严重，均
进行了全膝关节置换。由于藏胞都是
首次来到青岛，其中一位藏胞术前一
天出现了下肢肢体皮疹，考虑患者安
全，手术择期进行。当天下午 1 时许，
最后一台手术成功完成，所有患者术
中稳定，术后返回病房。市立医院“医
护康复一体化”模式将加速藏胞康复，
助力藏胞早日重返健康、重获新生。

一诺千金公益项目解难题

今年9月3日，第三批11名骨关节
病藏胞在市立医院完成手术。“不久的
将来，我们将到西藏去，让藏胞在家门
口就能获得跟这里同质的手术治疗。”
当天，青岛市援藏公益项目暨青岛市
市立医院“高原疾病”救治项目启动，
会上青岛市市立医院党委书记、总院
长于腾波对来青手术藏胞许下诺言。
一诺千金，仅仅一周后，于腾波教授率
领由骨关节外科、麻醉手术科、康复医
学科、院感科等医护专家组成的 20 人
医疗团队由青岛奔赴西藏。短短 3 天
时间，团队为 20 位藏胞成功实施膝关
节置换术，让藏胞在家门口获得高水
平救治。为了不影响手术，更是为了
保障病人安全，主刀医生戴上氧气管，

一边做手术一边吸氧，让患者和家属
都非常感动。这次西藏之行，在当地
引起一片叫好。

据悉，受高原地理气候等条件影
响，骨关节病是当地高发疾病，尤其
在农牧区，很多藏胞因长期生活和劳
动在高海拔山区，不少人在 45 岁左右
就患上了骨关节病且患病年龄有年
轻化趋势。受限于高原医疗条件，加
之出藏治疗费用过高，大部分患者无
法及时得到治疗，不得不常年拄拐生
活，身体也承受着病痛的折磨，生活
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因此，青岛市援
藏公益项目暨青岛市市立医院“高原
疾病”救治项目的启动与开展，将帮
助更多的藏胞摆脱疾病的折磨，重拾
站立梦。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
者 于波

今年，青岛市红十字会和青岛市市立医院联合启动“山海相拥，大爱同行——青岛市援藏公益项
目暨青岛市市立医院‘高原疾病’救治项目”，致力于高原常见疾病的防治和治疗。近日，4名来自西藏
日喀则桑珠孜区的膝关节病藏胞在青岛市市立医院成功完成膝关节置换手术，重获健康。至此，该院
已为四批24名藏胞实施膝关节病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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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腾波教授领衔开展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