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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曾昊然
通讯员潘志明高莹

昏迷，是一种严重的意识障

碍疾病。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由

于各种原因导致昏迷的病人总

数约150万人，且每年以7万-

10万人的速度递增。由于病症

的特殊性，昏迷患者给家庭和社

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沉

重的心理负担。让昏迷患者尽

早苏醒成了一个利国利民的大

课题。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以下简称“厦医附属二院”）神经

外科团队创新运用脊髓电刺激

术，通过小小的电极来唤醒“沉睡

者”，给长期昏迷患者带去了新的

希望。记者近日采访到了厦医附

属二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郭金

陶，请他来讲讲该技术的具体应

用情况。

颈部置入电极
促患者恢复意识

郭金陶介绍，早期的脊髓电

刺激术（SCS）通常被用来治疗慢

性疼痛，通过在脊髓神经通路上

施加电流进行疼痛管理。近年

来，脊髓电刺激术在促醒方面的

创新应用，成为备受瞩目的研究

新领域。

“该技术通过在颈髓C2-4

水平硬膜外放置刺激电极，脉冲

刺激经上行网状激活系统传至大

脑皮质，增加脑局部葡萄糖代谢

率及脑血流，促进兴奋性递质的

释放，增强意识冲动及脑电活

动。由此增强患者的觉醒状态和

认知功能，甚至改善睡眠，提高患

者警觉性和响应能力。”郭金陶表

示，通俗地说，脊髓电刺激术就是

通过微创手术将小小的电极置于

脊髓上方，以脉冲电流刺激脊髓

神经，改善脑循环、缩小缺血灶，

兴奋大脑皮层，促进患者神志清

醒。SCS的应用，将使长期昏迷

患者获益。

脑出血长期昏迷患者
通过新技术获得新生

刘巍（化名）今年33岁，2023

年10月下旬在家中突然不省人

事，晕倒在地，伴数次呕吐胃内容

物，家属急忙把他送到厦医附属

二院救治。到达急诊时，患者神

志处于深昏迷状态，双侧瞳孔散

大固定，光反射消失。急诊行头

颅CT+头颈部CTA检查显示，

刘巍为基底节区脑出血，量约

120毫升，中线结构明显偏移、处

于脑疝晚期，且测血压高达260/

150mmHg，属高血压3级-极高

危。

神经外科团队立刻为刘巍施

行脑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

术+颅内压监测探头置入术，手

术成功完成。但在后续ICU治疗

期间，刘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予

以药物及中医、康复等传统促醒

方法，效果不佳。术后3个月时

间过去了，刘巍仍处于浅昏迷状

态，家属怎么也喊不醒他。

家属了解到神经外科新开展

的脊髓电刺激术可能对刘巍病情

有疗效，便找到了郭金陶，希望为

刘巍进行相关手术。经术前严格

评估，刘巍的情况符合行脊髓电

刺激术促醒的手术指征。经全科

讨论及多学科会诊后，郭金陶主

任医师团队于2月5日为刘巍做

了高颈段脊髓刺激器植入术。手

术在微创条件下成功完成，术后

刘巍颈部及胸部切口愈合良好。

术后2周，医生予以刘巍刺激器

（胸前）开机。治疗2周后，刘巍

出现可喜变化，不仅眼睛睁开了，

眼球及左手出现追物表现，头部

可缓慢转动，四肢肌力较前增强，

右侧偏瘫肌体也有进一步改善。

治疗四周后，患者已可握着手机

看视频。郭金陶表示，刘巍病情

取得明显改善后，将继续对其进

行脊髓电刺激治疗，并根据其适

应情况逐渐调大刺激量。

郭金陶介绍，这是该院成功

开展的首例运用脊髓电刺激术促

醒病例，标志着神经外科在治疗

浅昏迷、微意识状态促醒方面再

上新台阶。“该技术除了可以唤醒

昏迷患者，在外周血管性疾病（糖

尿病足、血栓闭塞脉管炎、心绞

痛）、直立性低血压、运动障碍性

疾病（帕金森、特发性震颤）及脊

髓损伤后康复、神经性疼痛等疾

病治疗上亦有广阔前景。”接下

来，郭金陶将与神经外科副主任

医师罗春、主治医师邱晓毅共同

努力，在上述疾病方面开展治疗，

造福更多患者。

晨报讯（记者 曾昊然 通讯

员 洪于蕙 陈嘉俊）你知道“熊猫

血”（RH阴性血型）吗？这是一

种相对罕见的血型。可你知道还

有比“熊猫血”更稀有的血型吗？

近日，家住厦门的王女士在医院

治疗过程中，就偶然发现自己的

血型比“熊猫血”还更为稀有，还

用自己的血“救了自己”。

近日，王女士因肺癌需在复

旦中山厦门医院胸外科进行左侧

肺部部分切除肺癌根治术。但在

术前备血常规血型鉴定检查时，

该院输血科副主任吕小英与主治

医师熊磊群发现，王女士血型为

稀有血型——类孟买 A 血型

（Amh）。吕小英介绍，类孟买、

孟买血型的国内出现率约为十几

万分之一，比“熊猫血”还罕见。

考虑患者体内存在罕见低频血型

抗体，血站短时间未找到同型的

血液制剂，配备相合的异体红细

胞相对困难，吕小英专家团队邀

请胸外科、麻醉科等科室专家发

起多学科会诊，最终决定采用创

新型治疗单采技术为患者自体储

血，相当于用患者自己的血“救自

己”。

吕小英表示，创新型治疗单

采技术是通过设置血细胞分离机

相关程序，根据血液成分比重不

同应用纯离心物理分离原理从患

者体内精准采集所需血液成分保

存备用、弃去或经体外处理后回

输，伴或不伴有输入替代液的一

种治疗手段，是众多临床治疗手

段中一类重要的支持性治疗技

术。通过该技术，王女士成功采

集红细胞3u备血，保障了其手术

的安全、成功进行。

据了解，创新型治疗单采技

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情况就是

在术前预存自己的血液，以备在

择期手术时使用，适用于预计出

血量和需要备血量较少及稀有血

型的患者。专家介绍，稀有血型

患者用自己的血“救自己”，可缓

解血液供应紧张、稀有血型供应

不足等问题；反复自体输血、反复

采血的过程，则可刺激红细胞再

生，使患者术后造血能力加强，可

谓“一举多得”。

晨报讯（记者 曾昊然 通讯

员黄浩）记者昨日获悉，即日起，

厦门大学医学中心（厦大翔安医

院）健康管理中心开通办理机动

车驾驶员体检业务。体检对象

为需要进行年审、换（补）证、新

申请考驾驶证的驾驶员，时间为

每周一至周五 08:00-12:00、

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

外），地点在医院门诊楼3楼健康

管理中心。

院方提醒，体检时请携带身

份证或港澳台通行证原件。若

体检合格，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上

传体检结果后，补换证对象即可

在“交管12123”App上申请补

换证，取证方式选择邮件快递，

就可以等新证件送到家了。

用小小电极唤醒“沉睡”的他们
厦医附属二院神经外科创新运用脊髓电刺激术，造福长期昏迷患者

郭金陶(左)为患者进行手术。医院供图

郭金陶，男，主任医师，现

任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

经外科行政副主任，福建省医

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青年委

员，福建省中西医结合创伤分

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厦门市神

经外科学分会委员，厦门医学

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委员，

福建省及厦门市劳动能力鉴定

专家。

郭金陶具有丰富的神经外

科临床经验，擅长帕金森病、特

发性震颤、痉挛性斜颈等立体

定向治疗，三叉神经痛的球囊

压迫及微血管减压术，面肌痉

挛的微血管减压术，晚期癌性

疼痛治疗，植物人促醒，颅脑损

伤、颅内肿瘤的诊断及治疗，高

血压脑出血、脑脓肿以及其他

脑深部病变的微创手术等。

专家名片

用自己的血“救自己”
比“熊猫血”还稀有的血型患者在厦成功救治

驾驶员体检添一新去处

晨报讯（记者陈丽）近日，翔

安区新圩镇便民服务中心引进

投用“警医通”自主体检拍照一

体机（以下简称“警医通”），进一

步推进实现了驾驶人办理业务

“零跑腿”服务。

据了解，“警医通”融合了图

像、行为识别等智能化检测技

术，内设监控、检测和拍照系

统。驾驶人只需凭本人身份证，

根据全程语音提示，在“警医通”

上进行一系列自助操作，就能在

10分钟内完成信息采集、自助拍

照、体检检测、缴费、打印体检报

告等体检流程，照片及体检报告

立等可取。

“警医通”让群众“零跑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