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赵梅 关天星
   记 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附属中心医院（以下简称济南市中心医院）
心外科团队顺利完成我省首例人工心脏植
入手术，一颗重为420 克的人工心脏在患者
体内平稳运行。
  据济南市中心医院心外科主任张锋泉
介绍，患者男性，46岁，2018 年9月在当地确
诊“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胸闷、喘、水
肿，体质下降明显，甚至休克，近期症状加
重，遂来院就诊。
  1 月 1 5 日上午，医疗团队经充分检
查、评估、论证完善诊疗方案后，为患者
实施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治疗。先对二尖
瓣、三尖瓣进行心脏瓣膜修复手术，治疗
反流后，再植入人工心脏，用生物机械手
段部分或完全替代心脏的泵血机能，维
持全身的血液循环。据悉，植入的人工
心脏是心室辅助血泵（VAD），是国家药
监局批复上市的标准产品，也是我国自
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人工心脏的
优点是患者不用像心脏移植患者那样终
身服用抗排异药物，不足之处在于需要
外带电源。
  人工心脏植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
个多学科的庞大团队来支撑。从术前评估
到手术方案，以及术后对人工心脏设备参数
的调试，对患者本人及家人的培训，即教会
他们今后怎么正确使用人工心脏，都需要高
级别的专科医师来完成。
  人工心脏是所有医疗器械中最具挑
战性的技术之一，其研发能力从一个侧面
代表了我国的高端医疗器械科技水平。
张锋泉教授团队完全独立自主完成我省
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标志着团队技术
能力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将有效减少重
度心衰患者因得不到心脏移植机会而猝

死的情况发生。济南市中心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苏国海说，据统计，我国心力衰竭

患者人数众多，大约有 1000 万人，等待心
脏移植者超过 100 万人，全国每年开展心

脏移植手术仅 600 例余，绝大多数患者没
有机会获得心脏移植。

  □通讯员 薛皓 
   记 者 徐晨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 月 14 日，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李刚教授团队，在国
际权威肿瘤学杂志 Molecu la r Cancer 在
线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EWSR1-induced
c i r cNEIL3 promotes g l ioma progress ion
a n d  e x o s o m e - m e d i a t e d  m a c r o p h a g e
i m m u n o s u p p r e s s i v e  p o l a r i z a t i o n  v i a
s tab i l i z ing IGF2BP3 ”，首次揭示了脑胶
质瘤外泌体促进肿瘤免疫微环境形成的新
机制，阐明了环状 RNA 对脑胶质瘤细胞
及其免疫抑制微环境的双重促癌作用机
制，这也是环状 RNA 领域首个外泌体相
关的非 ceRNA 机制介导的肿瘤免疫相关
研究。
  我国胶质瘤发病基数大、精准诊疗落
后、发现病期偏晚，社会危害巨大。据统
计，我国胶质瘤年发病率为(3-6 . 4)/10 万，
年死亡人数达 3 万人。其中，恶性胶质瘤

的发病率为 5 . 8/10 万， 5 年病死率在全身
肿瘤中仅次于胰腺癌和肺癌，是名副其实
的“脑癌之王”，也是原发性恶性中枢神
经系统肿瘤中最常见的类型。恶性程度最
高的胶质母细胞瘤（ GBM ， WHO IV
级）的发病率也最高，占 46 . 6% ，且预后
极差，中位生存期仅为 14 个月。然而，目
前我国应对胶质瘤等神经系统恶性疾病的
措施匮乏，以手术为主，结合放疗、化疗
等综合治疗方法，新兴的免疫治疗和靶向
治疗效果仍欠佳，主要原因是人脑存在一
个极为特殊的免疫抑制性微环境，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免疫治疗的效果。
  脑肿瘤免疫抑制性微环境是胶质瘤领
域的研究热点。李刚教授团队在之前大量
研究的基础上，首次鉴定出在脑胶质瘤中
特异性高表达的环状RNA circNEIL3 ，进
一步研究发现 circNEIL3 在胶质瘤细胞中可
以通过抑制 IGF2BP3 泛素化，来促进胶质
瘤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迁移。同时发现，

circNEIL3 可以通过 hnRNPA2B1 的分选进
入外泌体，进而被巨噬细胞吞噬，在巨噬
细胞内同样抑制 IGF2BP3 的泛素化，促进
巨噬细胞向免疫抑制表型转化。这意味
着，胶质瘤恶性进展及免疫抑制微环境形
成的具体机制得到揭示，为胶质瘤的精准
诊疗和靶向治疗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和可
能的治疗靶点。
  李刚教授团队长期致力于脑胶质瘤发
病机制、免疫抑制性微环境形成及精准诊
疗分子靶标临床转化等方面的研究，取得
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曾在国际上
首次阐明了外泌体调控胶质瘤免疫微环境
的全新机制，首次揭示了髓系抑制细胞
（ MDSC ）在肿瘤免疫抑制性微环境形成
中的重要作用，验证了脑脊液外泌体分子
标志物液体活检的临床应用价值，相关研
究成果已在Autophagy、 Oncogene、Mo-
lecular Therapy、 Cancer Immunol Res 等
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授权相关发明专

利 10 项，已转化 4 项；主要研究成果“脑
胶质瘤免疫微环境分子标志物鉴定的关键
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 荣获 2019 年度山
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作为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及山东省脑
功能重构省级重点实验室挂靠单位，已
连续 5 年在《中国最佳医院及专科排行
榜》中进入全国前十位，是山东省内唯
一位列全国前十位的神经外科专业，也
是省内为数不多的多次位列全国十强的
学科。李刚教授也带领我省脑胶质瘤多
学科综合诊疗事业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并于 20 1 7 年在山东率先成立了“山东省
脑肿瘤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联盟”和“山东省脑肿瘤生物标本库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联盟”，作为“山东
省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创新平台”的首
个试点联盟，为山东省卫生科技创新体
系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讯员 李沁蓉 李小诗
   记 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 月12 日，黄河流域急危重症科技创
新联盟在济南启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健康生
态，人群健康是实现健康生态的重要支撑。据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院长陈玉国介绍，该联盟由山东健康医疗大数
据管理中心、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院和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共同发起，各成员单位将同心同力，聚焦急危重
症重点病种，紧扣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国家
战略布局方向，搭建黄河流域急危重症科研大数据平
台，为开展大规模高质量临床研究及效能评价提供重要
支撑。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医
学科技创新能力，打造齐鲁医学范本。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副主任张立祥指出，山东省卫生健康领域科技创新水
平显著提升，创新成果快速转化应用，人才培养质量不
断夯实，培养结构持续优化，为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

  □记者 徐晨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 月 17 日上午，在山东省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山东省中医院”）中华骨髓
库采集点举行了中华骨髓库造血干细胞捐献慰问仪式
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护航者”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服务队成立仪式。该采集点的第一例跨省采集
活动同步举行。
  山东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全太，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任勇等人前往采集点病
房探望捐赠者——— 来自济宁市鱼台县的陈先生，并为
其朗读受捐者父母写来的感谢信。据了解，此次捐造
血干细胞的受赠者为四川省一名 2 岁半的急性髓系白
血病患儿。急性髓系白血病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造血系
统髓系原始细胞恶性增殖性疾病，疾病发作后通常发
展迅速急需救治，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最有
可能根治这一疾病的方法。
  “目前捐赠者的状态良好，我们将继续与红十字会
等方面密切配合，确保顺利完成采集活动。”山东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病科学科带头人、名誉主任徐瑞荣
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完善采集点的服务质量，并争取更
多志愿者加入，为更多血液病患者送去治愈希望。
  中华骨髓库全称为“中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
库”，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领导，在专家委员会指导
及省级管理中心、市级工作站、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
服务总队等的协作下，参与世界骨髓库交流，共同为
血液病患者提供服务。截至目前，在中华骨髓库管理
中心备案的造血干细胞移植、采集医院总计 206 家，
其中山东省 17 家，山东省中医院的采集点是我省首
家也是唯一一家中医医院采集点。

  □通讯员 陈阳 卢骁 
   记 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
医院（以下简称省立医院）成功引入新一代革新科
技——— 全球最小镇痛起搏器 Intellis™，顺利开展了国
内第三例、华东地区首例 Intellis™脊髓电刺激全植入
手术，这标志着脊髓电刺激疗法在临床治疗慢性顽
固性疼痛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据省立医院疼痛科主任孙涛介绍，患者患有颈
髓硬脊膜动静脉瘘， 2 0 1 4 年出现双下肢行走无
力，大小便不规律等症状。在北京一家医院手术治
疗后肌力好转，但恢复期间出现双下肢针刺样、烧
灼样疼痛，疼痛十分剧烈，无法入睡，严重影响生
活。经多方治疗后效果不明显，患者慕名到省立医
院疼痛科就诊。
  经检查发现，患者是颈髓术后出现的典型神经
病理性疼痛表现，经过团队详细评估，最终商讨决定
行长时程脊髓电刺激手术，植入新一代全球最小镇痛
起搏器 Intellis™。术后第2天开机后，患者顿时感觉双
下肢出现了一种酥麻的感觉，疼痛明显缓解。患者激动
地说：“我被疼痛折磨了七八年，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
摆脱它了！”
  据孙涛介绍，慢性疼痛在中国正困扰着 3 亿多的
人群。山东省立医院疼痛科在疼痛治疗这个领域一
直努力不断创新和发现，力争为患者提供最优的诊
断和方案。
  脊髓电刺激疗法（ SCS ），俗称“镇痛起搏
器”，是微创可逆的神经调控治疗手段。脊髓电刺
激疗法通过在脊髓硬膜外腔植入电极，采用电刺激
方式，将刺激器产生的电流传至脊髓，从而阻断疼
痛信号发送至大脑，以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在治
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糖尿病周围神经性疼痛、下
肢缺血性疼痛、脊髓损伤神经性疼痛等慢性顽固性
疼痛领域应用广泛。

齐鲁医院李刚团队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揭示脑胶质瘤免疫微环境形成新机制

济南市中心医院完成我省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术

省立医院

开展华东首例

脊髓电刺激全植入术

省中医院中华骨髓库采集点

进行首例跨省采集活动

黄河流域

急危重症科技创新联盟

在济南启动

  □ 本报记者 徐晨

  1 月 15 日下午，家住济南舜玉小区的乳
腺癌患者祖女士一家迎来了一群特殊的访
客。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乳腺外科医务人员
带领该院“爱相聚”志愿者团队骨干一行 10
余人，专程前来看望正处在化疗期的祖女
士，为她送上新春祝福，并带来具有针对性
的指导，鼓励她克服恐惧，积极配合治疗，
争取早日康复。
  当天，记者跟随“爱相聚”志愿者共走访了
三个乳腺癌患者家庭，了解到参加走访的志愿
者除了医护人员，大部分是曾经在山大二院乳
腺外科接受过规范治疗的乳腺癌患者，其中包
括手术后十六七年的康复病友。
  医护人员带着礼物登门看望病人，还带着
老病友，这事儿可真稀奇。“爱相聚”到底是个
怎样的组织？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展开了
采访。

要治病，

更要关心她们过得好不好

  山大二院副院长、乳腺外科主任，泰山学
者余之刚教授多年来一直呼吁重视对乳腺癌
患者的人文关怀和心理治疗。他说，45 岁到
55 岁是乳腺癌的发病高峰，这一年龄段的女
性正值壮年且“上有老，下有小”，癌症的突然
到来往往意味着工作、家庭、婚姻都将受到颠
覆性打击，对现实的担忧进一步加重了患者的
心理负担。“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
安慰”，这时候，“有温度的医疗”尤其重要。
  “乳腺疾病本身的特点以及女性角色的复
杂性，决定了乳腺癌患者群体的特殊性，我们
不仅要治病，更要关心她们过得好不好。”山大

二院乳腺外科张强教授开门见山，尽管目前有
许多治疗手段，但对大多数乳腺癌患者来说，
还是要面临失去乳房的巨大痛苦；这部分患者
在接受治疗过程中以及治疗之外的生活、情
感、心理需要，目前还没有任何专门的社会组
织来满足。2004 年，当时刚刚成立的山大二院
乳腺外科在学科带头人余之刚的倡导下，办起
了患者康复沙龙，这也是山东省第一个由专科
医生、专业护理团队和病友志愿者联合组织起
来的“松散型组织”，义务为乳腺癌患者提供技
术、心理、社会支持服务，目的是使病人在治疗
之外不再遭受痛苦。这就是“爱相聚”的前身。
  2015 年 5 月，“爱相聚”志愿者团队正式成
立，再次成为该领域全省唯一。针对乳腺癌患
者的实际需求，他们从疾病宣教、养生健身、谈
话沟通、兴趣才艺等多方面传递后续护理工作
和康复训练指导等医疗服务信息，调动乳腺癌
患者的积极性，从根本上增强其战胜疾病的信
心。在近几年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爱相聚”
志愿者特色计划模式，建立起“医-护-患-社”
本地化良性微循环。

“爱相聚，

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爱相聚”志愿者团队队长、今年62 岁的
可可大姐在抗击乳腺癌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
17 个年头，同时也在志愿服务的道路上奉献
了17个年头。
  “‘爱相聚，让我们永远在一起！’这是团队
成立时喊出的口号，更是我们庄严的承诺。”可
可大姐说，“乳腺癌给身心带来的巨大且持续
的伤痛，健康人很难体会。我们都曾患过乳腺
癌，充分理解患者正在经历的痛苦，知道该如
何帮她们渡过难关。我们又成功击退过病魔，

对患者而言是最有说服力的。”正因为如此，在
前不久因摔倒导致手腕骨折的时候，她手上打
着夹板也要坚持来和病友们谈心。
  有的人是接受不了手术后形体的改变。
记得某次谈心时遇到了一位绝望至极的患者，
疾病的打击让她紧锁心门，拒绝交流。“病没长
到你身上，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面对质
疑，可可大姐没有恼怒，而是默默褪掉上
衣……看到可可大姐胸前疤痕的那一刻，那位
患者的心理防线终于崩塌，开始在泪水中倾诉
着内心的苦楚。
  对于部分患者来说，确诊乳腺癌后面临的
高昂的医药费，是压在心头的另一座大山。
  今年52 岁的济南郊区农民秦大姐患乳腺
癌已有13 年。因肺部转移，目前需要每21 天
住院一次接受解救化疗，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
销后，每月个人还需要支出医药费两三千元，
本就不富裕的生活因此更拮据。为了节省开
支，本该增加营养的她，每餐只从医院食堂订
一个馒头，或者把家里提前蒸好的包子带到医
院充饥。每次要来看病，她丈夫都要和她吵
架，使她觉得自己生病“就像是做了错事”。可
可大姐等几个来科里参加活动的志愿者知道
后，凑了个1000 元的红包悄悄塞给她：“收好，
留着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啊！”山大二院乳腺外
科护士长张萍干脆说：“以后来打针就跟着我
吃吧，我从家里多做点带过来！”科里还专门买
了鸡蛋、水果等送给秦大姐，感动得她直掉
眼泪。
  “乳腺癌患者的存活时间与心理因素存在
明显相关性。”山大二院乳腺外科傅勤烨教授
分析，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不仅会影响患者
接受治疗的信心，还会影响内分泌系统，从而
影响乳腺癌的进展。“爱相聚”志愿者团队以成
功康复的乳腺癌患者为主体，同时医护人员深

度参与，既能以情动人、疗愈心伤，又能用专业
知识支撑护理康复，因此能够取得有针对性而
又全面的效果。

多渠道，

打造补给勇气和希望的粉红驿站

  志愿者们集思广益，多渠道建起与乳腺癌
患者沟通的桥梁。在线上，有QQ 群、微信交
流群，随时解答病友的疑问，哪怕是在深更半
夜；在线下，由康复病友和科室的医护人员轮
值，为患者提供倾诉、解答、疗愈的场景和机
会。在山大二院至善楼16 层的乳腺外科病房
走廊的尽头，一间“阳光房”就是线下活动的根
据地。
  张萍向记者介绍，按照“爱相聚”志愿者
特色计划模式，他们制订了周计划（“美”周
一，“听”周二，“学”周三，“看”周四，“谈”周
五，快乐周末）、月计划（户外登山，乳腺好声
音，植树种草，湖边健步走等）和年计划（春
秋乳腺沙龙，过年走访，贫困帮扶等），除了

“走出去”的活动，室内活动基本上都在这间
阳光房里举办。小小的阳光房，里面有图
书，有锻炼器材，有水果，有鲜花，有绿植，经
常会有歌声和笑声传出，成了补给勇气和希
望的粉红驿站。
  余之刚表示，无论最初的沙龙还是后来的
“爱相聚”，正是因为有了志愿者团队年复一年
的真心付出，数以千计的乳腺癌患者成功击退
病魔，重拾信心，回归社会，她们中许多人也加
入了志愿者队伍，目前志愿者的人数已突破
300人。
  2020 年，“爱相聚”志愿者团队获得了由济
南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等多家单位评选的

“暖心服务榜样”荣誉称号。

山大二院“爱相聚”志愿者团队关爱乳腺癌患者———

用我真心换你康复

  □赵梅 关天星 王凯 报道
  1月15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济南市中心医院）心外科团队正在自主完成我省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

232022年1月2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杨 辉 第252期

电话:(0531)85193644 Email:dzjk2013@163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