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宣怀 王凯 郭玉环

2017年底，《2016年度中国医院最佳专
科声誉排行榜》发布，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再度上榜，并跻身前8名，这已是该院连续
第8次登上“领奖台”。

2018年1月，山东省耳鼻喉医院耳神
经—侧颅底外科入围首批省级临床精品特
色专科……

成绩的背后是十几年不变的孜孜以
求，成绩的背后是一群拥有理想的人，为
了追寻梦想的大胆探索、精诚团结和拼搏
奋斗。山东省耳鼻喉医院党委书记、理事
长，耳神经—侧颅底外科学科带头人王海
波说，医院将始终秉承“以病人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全面推进医院科学发展、特
色发展、创新发展，努力全方位、全周期
保障人民健康，争取早日将医院打造成
“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的现代化医院。

探索人体“核心区”

“颅底打个比方说是指人脑的地板，耳
鼻喉结构的天花板，上面是由脑膜包绕的脑
组织，下面是中耳、鼻腔、咽部以及眼眶
等，是这两部分的交界地带。”王海波从书
橱里拿出珍藏多年的人颅骨标本，用笔尖指
着，一个部位、一个部位，耐心、专注地给
笔者介绍颅底的解剖结构及功能区分布。

颅底位置深在，是人体最为核心、结
构最复杂的部位：颈内动脉、颈内静脉等
重要血管从颅底穿过，12对脑神经中有7对
在此处聚集……

传统意义上，颅底从前向后划分为前
颅底、中颅底和后颅底三部分。侧颅底主
要指中颅底区域，也涵盖部分后颅底疾
病，包括三叉神经、面神经、听神经、舌
咽神经、迷走神经、副神经和舌下神经等
颅神经，发生于该区域的各种占位、肿瘤
等病变，都通过耳神经和侧颅底反映出
来。由于病变深在，周边都是极其重要的
神经和血管，且腔隙空间非常狭小，用肉
眼看不到……这些特点决定了发生在这个
区域的疾病过去无法诊断治疗。在没有显
微技术与CT、磁共振等现代设备之前，更
一度被认为是外科手术的禁区。

耳神经—侧颅底外科学的兴起是科技
进步的结晶，作为一个新兴的专业，仅有
3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个专业的疾病，都
发生在传统学科（如耳鼻咽喉科、神经外
科、眼科等）的交叉边缘上，很多都还没
有涉及。随着现代诊疗手段的提高，使得
这些地方的疾病比较直观地暴露出来，才
被发现，如三叉神经痛、半面痉挛等面神
经疾病，听觉神经病等神经自身疾病。

即使在当前的先进技术、设备条件
下，侧颅底手术依然是外科学界难度系数
最高的术种，其间往往会伴随着各种意
外、风险，对医生操作精细、准确程度要
求之高，仍难为常人理解，甚至想象，稍
有不慎就会伤及重要血管或神经，严重时

可能致死、致残。

摘下外科学皇冠上那颗明珠

如果把外科学比喻为一个皇冠，那么
颅底外科就是皇冠上最为璀璨耀眼的那颗
明珠。

“在侧颅底进行的每一次手术都是一
次全新的攀登。”王海波感叹，对于一名
耳外科医生，如果把在中耳区域手术，比
喻为爬泰山、登黄山，其间不仅可以登高
望远，欣赏到“一览众山小”的风景，而
且还有着“会当凌绝顶”的惬意和享受，
那么，进入侧颅底领域，则如同攀登珠穆
朗玛峰，每一次都要精心筹备、鼓足勇
气、全力以赴，除了要做好应对各种各样
意外的技术、心理、物质准备，还要使整
个医疗系统的各个方面，都处于随时预备
接受全方位检验的状态，无论是对患者、
医生，还是手术条件、设施设备，整个医
院，都是一种绝对实力的展现，甚至是九
死一生的体验。

之所以在最艰难的领域孜孜以求，王
海波说这既有老一辈的传承和嘱托，更多
的是对人民健康的一份责任。早在上世纪
70年代，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樊忠
教授，就率先在国内开展面神经梳理治疗
半面痉挛术，并获得国家发明奖。

虽然侧颅底疾病发生率不高，但一旦
发生就会给患者带来难以想象的痛苦，或
致命的伤害。从医多年，王海波接诊过因
无法忍受三叉神经痛多次想轻生的患者，
也见过不停抽搐，无法正常生活的半面痉
挛病人，还有需要时刻警惕的颅底“定时
炸弹”——— 岩尖肿瘤，以及一碰就可能大
出血的颈静脉球体瘤……

人民群众在这方面有疾苦，就必须有人
去解决。在前辈打下的基础上，王海波和他
的团队坚持广泛学习和大胆探索。早在1996
年，王海波便最早在国内开展内窥镜下桥小
脑角微创手术，被鉴定为耳神经外科领域的
创新性成果，并获美国SACKLER医师奖。

如今，由王海波、樊兆民教授领衔的
耳神经—侧颅底外科，每年完成高难度耳
神经及侧颅底肿瘤手术200余台，居国际前
列，肿瘤全切率和神经功能保存率在国内
名列前茅。学科在国际上首次采取手术方
法，治疗顽固性偏头痛取得良好效果，并
在颞骨骨折性面瘫的手术减压术，神经移
植、神经跨接等面神经重建技术，颈静脉
球体瘤、听神经瘤、中耳癌等诊疗和抢救
方面在业界享有盛誉。

摘下了皇冠上的明珠，王海波和团队
并未止步，一场理念革新正在耳神经—侧
颅底外科悄然开展。目前，侧颅底手术依
然面临着手术创伤大、后遗症多等问题，
患者的生活质量成了他们深入研究的课
题，根据患者自身状况采用保守观察、手
术、放射治疗等多种综合性治疗策略，最
大限度地改善术后生存、生活质量，提升
患者的获得感。

推动颅底外科手术领域的创新，实现
治疗理念、方法的转型。从理念上对肿瘤
类疾病重新认识，引入“带瘤生存”或
“带病生存”的观点，在确保人健康生活
的前提下，设计新的手术方法，新的手术
路径，带动一种全新手术方式的出现。避
免单纯为彻底切除肿瘤，因受技术条件甚
至整体理念的限制，出现“杀敌一千自损
八百”“病治没了，人也残了”的情况发生！

“我们的初衷是减轻病人的痛苦，能
让患者高质量地带瘤生存也不失为一种明
智的选择。”王海波说。

组建侧颅底外科“海军陆战队”

侧颅底手术的难度，决定了专业的高
度。医生不仅要避开重要血管切除病变，
还要懂得如何监测、保护以及重建神经功
能，因此需要融会贯通耳科、神经外科、
显微外科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目前，在
这一领域，全国能开展此类手术的医院也
只有寥寥几家。

侧颅底外科是以颞骨为基础，融合神
经外科、血管外科、显微外科、麻醉医学
和电生理学而形成的一个外科领域交叉学
科，任何一个学科“单兵作战”都无法取
得满意的效果。

在王海波推动下，耳鼻喉科与神经外
科、血管外科等科室深度融合，形成新型
交叉学科，开启了治疗新模式。

“就像组建了一支海军陆战队。”王
海波比喻说，一场成功的侧颅底手术，不
仅得益于耳外科医生精湛的手术技艺，还
需要麻醉科与显微外科精准配合，以及神
经外科的神经监测技术、血管外科等来提
供保障，以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创伤。
各个学科发挥自身优势，形成合力，才能
为病人提供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

队伍组建起来，用制度保障团队的密
切合作、高效运转。王海波按照国际最先
进模式建立专职护士、专职麻醉师制度，
让护士也学习专业手术知识，参与到手术
讨论中来，各种管理手段、模式国际一
流。几年间，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手术室的
护士，个个都成了“精兵良将”，能与医
生默契配合。而由院长、科主任和各相关
学科、专业医生共同参与的每周大查房制
度，则最大可能地确保医生作出最正确的
治疗选择。不管是哪个医生收入院的患
者，主管医生都要在大查房中汇报患者的
病情和采取的治疗措施，确保每一位患者
都得到准确的手术方案和最佳的手术选择。

为一流的队伍配备一流的装备，让中
国的医生走上国际舞台。耳神经—侧颅底
外科配有世界最先进的LEICA OH6顶级手
术显微镜、动力系统、术中神经监测仪等
国际一流水准的设备，手术技术及设施设
备均达到与国际顶级医院水平同步。

为加快颅底外科专业发展，深度整合
耳鼻喉专业和神经外科，形成一个全新的
交叉学科，使耳外科医生专门聚焦于这一

领域，充分发挥好两个学科各自的优势，
形成合力，为病人提供更加完满的医疗服
务，开创全国学科发展建设之先河，成为
国内实质性地推进耳神经与侧颅底外科发
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举措。

渊图远算助力学科持续发展

为引进、推广先进技术，王海波团队
从不吝啬。在老一辈打下的良好基础上，
围绕专业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综合力量非
常强大的战斗团队，为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坚实的保障。由山东省耳鼻喉医院连
续多年举办的耳神经外科培训班，已然成
了业界的一大品牌，让全国数不清的耳鼻
喉医生深深受益。

2017年12月2日，山东省耳鼻喉医院迎
来又一里程碑。由其牵头组建的全国耳鼻
喉专科联盟在济南宣告成立。该联盟覆盖
了省内大多数医院及全国14个省份50余家大
型医院的耳鼻喉专科，是目前国内规模最
大的耳鼻喉专科联盟之一。

“联盟的成立一方面可以促进和带动
全省基层医院在耳鼻喉疾病诊断方面的规
范化、标准化，促进全国专业服务能力的
均等化；另一方面将大幅提升各成员医
院，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领域重大疑难危
重疾病的诊治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对于
探索形成集约化、协同式的医疗资源整合
意义重大！”成立大会上，王海波对学科
未来发展充满了自豪和信心。

“营造人才成长的良好土壤和氛围！
让每一个优秀的年轻人都未来可期。”青
年意味着未来！在年轻人才培养方面从不
吝惜，王海波在医院大力营造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氛围，并打破论资排辈的陈
规，大胆放手启用，让年轻人挑大梁，使
一大批年轻医生脱颖而出、不负众望，在
各自的专业领域和方向，做出了突出的成
绩，很多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耳神经—侧颅底外科主任韩月臣就是
代表之一，2005年博士毕业的他，曾任第十
届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中青
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山东省医师协
会耳鼻咽喉科医师分会委员兼秘书，山东
省医学会显微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欧洲耳科及耳神经学会(EAONO)国际
会员，并主持多个科研项目。此外，还有
入选“2013年中国名医百强榜”的眩晕疾病
科主任张道宫，个人独立完成人工耳蜗植
入手术3000例的听觉植入科主任徐磊……都
是王海波引以为傲的后辈。

“只有构建起团队，才能走得更远、
更长！”对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王海波
如是说，人才的成长应该是集体的成长，
而不是哪一个人。世界上一流的研究平
台，都有一个优秀的团队，而不是一个人
多么出色。也正是这种理念，让山东耳鼻
喉医院形成良性竞争，涌现出一大批国内
非常知名的青年专家，也正是他们让耳鼻
喉学科焕发出勃勃生机。

□易宣怀 郭玉环 王凯

每天早晨7点进医院，晚上10点才离
开，周末只要没有工作安排，王海波一
定是在病房，熟悉他的人都已掌握了这
一“规律”。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
间、精力“一心”都在专业上。

1998年，作为一位对专业充满热爱
的理想主义者，王海波到美国的豪斯耳
研所访学，墙上“以人类听力所面临的
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目标，以及所获得
的最新研究成果，让他大为震撼，也意
识到了差距。

站位决定成就。“好医生的视野，
不能仅局限于治好某类疾病，而要站得
更高，看得更远，要把解决人类面临的
问题作为目标。”从那时起，要让自己
所从事的专业，走到世界一流中去，成

了王海波心中的一份责任和使命。
在业内近30年的披荆斩棘，十几年

的学科整合，如今山东耳鼻喉医院已成
为学科门类齐全、设施设备先进、技术
服务领先、管理科学高效，具有全国辐
射力和一定国际影响的国内少数几家大
型耳鼻喉专科医院之一，拥有多项国内
首创及领先的防治技术，部分学科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办公室不挂锦旗、不喜欢阿谀奉
承”是王海波的一贯作风，团队能取得
这样成就的核心经验是务实。山东省耳
鼻喉医院自成立那天起，便把解决患者
的需求放在首要位置，将“以病人为中
心”的理念落实在每个环节中。专注于
临床探索，将专业细分，仅耳鼻喉专业
就分化出15个亚专业学科，且个个都有
自己的“独门绝技”，治疗变得越来越

精准、精细。
医生有理想、有信念，才能获得患

者信任和令人尊敬仰慕的感觉。在王海
波心中，“一流”不仅包含医疗技术的
一流，还有思想、理念的一流。一位好
医生不仅要能治愈患者的疾病，还要成
为一个老师，担负起教育患者的职责，
让患者正确看待、理解疾病，了解基本
的医疗知识，对自身疾病及其发展阶段
有个清醒的认识，以豁达的态度面对，
医患携手共同应对。

“向哈佛、梅奥看齐，把中国的耳
鼻喉学科带入世界一流，建立国际一流
的耳鼻喉医疗中心！”王海波自豪地
说，现在条件具备了。

伴随着国家的繁荣富强、民族的复
兴，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王海波说，“我们既不狂妄自大，也不

妄自菲薄，而是用理性的眼光，实事求
是、客观地看世界！改革开放40年中国
在飞速发展，国力增强本身就要求我们
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走到世
界一流的学科中去，而且未来也不可避
免地要引领世界的发展，或者跟欧美共
同引领世界的发展！医学要适应这一变
化，也应该伴随着国家的进步和民族的
复兴，走到这个位置上来。”

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从年轻医
生，到“老医生”，以及这期间跟国际
同行交流、切磋过程中的亲身感受，王
海波脸上洋溢着国家发展壮大带来的
自信，“改革开放这些年，与外国医
生交流，从当年仰视仰望，高不可攀
的那种憧憬、向往，到现在越来越平
等的交流，背后是我们在不断发展进
步！”

建设耳鼻喉专业一流名院
——— 山东省耳鼻喉医院耳神经—侧颅底外科发展纪实

科室简介
上世纪70年代，由我国著名耳外科专家樊忠教授开创，近

年来在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分会耳科组组长、山东省耳鼻咽
喉科学会主任委员、泰山学者特聘专家王海波教授和山东省医
学会耳鼻喉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樊兆民教授的带领下，山东省耳
鼻喉医院耳神经侧颅底外科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乙状窦后入路颅
神经根手术，包括三叉神经感觉根部分切断术，舌咽神经切断
术，中间神经切断术及微血管减压术；迷路入路听神经瘤切除
术、中颅窝入路面神经减压术、颞下窝入路颈静脉孔区肿瘤切
除术等高难度手术，奠定了在该领域的国内领先地位。

该科是我国耳神经外科和侧颅底外科的创始与奠基单位之
一，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著名耳外科专家樊忠教授，率先
在国内开展面神经梳理术治疗半面痉挛，三叉神经痛以及听神
经瘤手术，获得国家发明奖，并在国内最先开展耳神经外科培
训工作，先后在全国20多个省市举办培训班，开创和发展了我
国耳神经外科和侧颅底外科事业。上世纪90年代，王海波教授
在国内最早开展颅底窥镜微创手术研究，该项研究获美国
SACKLER中国医师年度奖。近年来，在颈静脉孔区肿瘤和颞
骨恶性肿瘤的规范化治疗方面走在国内前列。

耳神经—侧颅底外科拥有开放床位41张，设重症监护病房
1个，配备独立的专业门诊，配备LEICA OH6顶级手术显微
镜、动力系统、术中神经监测仪等国际一流水准的设备，手术
技术及设施设备均达到与国际同步。拥有侧颅底外科、耳神经
外科、面神经疾病、显微中耳手术4个亚专业，年手术量达
1600余台，其中代表着耳科学临床诊疗水平的高难度耳神经—
侧颅底手术200余台，手术数量及难度均具国内先进水平，在
国内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学科带头人简介
王海波，男，中共党员，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

师，山东省泰山学者，山东省首批医学领军人才，山东省首批
科技领军人才，山东省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理事
长、党委书记。

历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分会第九、十届副主任委员，现
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分会常委、耳科组组长；卫生部全国防
聋专家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科医师分会常委、耳科
组组长；国家卫生计生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耳鼻喉科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听觉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整合医学医师分会整合耳鼻喉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
(学组)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第五
届专家指导委员会高级顾问；山东省医师协会耳鼻咽喉科医师分
会主任委员；山东省耳鼻咽喉与头颈外科临床医学中心主任；山
东省耳鼻喉研究所所长，山东省听觉重建重点实验室主任；山东
省人工听觉工程技术中心主任；FISCH国际显微耳科基金会山东
省培训中心主任。

现任五年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第九轮规划教材《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学》(第9版)编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
材《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第3版)编委；中华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杂志副总编；中华耳科杂志等专业期刊编委。

我国知名耳鼻喉专家，专业方向为耳科学、耳神经及侧颅
底外科学，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手术技能及相关学科知识。
在解决疑难、复杂、危重疾病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工作，
拥有多项国内首创及领先的防治技术。参照国际标准对手术方
式、重建材料及术后评估进行改革，全面系统地开展了慢性中
耳炎的听力重建手术，使中耳炎手术治疗效果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1994年率先在国内开展颅内窥镜微创手术研究，被鉴定为
耳神经外科领域的创新性研究。2000年率先在山东省开展多导
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治疗患有重度神经性耳聋的聋哑儿童，填补
了山东省在这一领域的空白。擅长颅底肿瘤及颅神经疾病的手
术治疗，在显微血管减压术、面神经全程减压、移植、跨接以
及外周性眩晕病的手术治疗方面均达国内一流水准。与FISCH
国际显微耳科基金会合作成立了FISCH显微耳科山东培训中心。

承担国家973项目、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子课题、国家自然基
金项目等国家级科研项目10余项，发表SCI论著60余篇。

曾获评为全省科技卫生创新人才、美国SACKLER中国医
师年度奖、2010年度中国耳鼻喉医师名医奖等。

王海波：把耳鼻喉科带入世界一流

耳科中心团队合影

耳鼻喉大查房制度，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享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学科带头人王海波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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