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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的丁先生（化名）反复心悸半年，多
家医院建议要手术安装心脏起搏器。后来在
市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就诊时，专家找到了
导致他心悸的“罪魁祸首”——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经过三个月的对症治疗，他终于康
复了。

半年来，丁先生一到晚上就感觉心悸，
无法平躺，有时只能弄个枕头靠着睡，多家
医院建议他安装心脏起搏器。丁先生不甘
心，自己还这么年轻，以往也没有心脏病史，
怎么一下子就要装心脏起搏器了。于是，他
来到市人民医院心内科求助。心内科医生
发现，丁先生的动态心电图显示他患严重的
心律失常，且都发生在晚上睡眠时间，危险
程度非常高，于是建议他到该院全科医学科
睡眠中心治疗。丁先生表示自己晚上经常
打鼾，且时断时续，白天有嗜睡情况。全科
医学科主任医师崔小川介绍，有的人打鼾会
一会儿有声音，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又恢
复声音，如此循环，这很可能是呼吸暂停综
合征。于是，丁先生做了24小时睡眠监测，
果然，他在夜间的睡眠呼吸暂停总次数达
402次，最长睡眠呼吸暂停时间52秒。监
测结果表明，正是因为患上了重度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造成他夜间严重缺氧，才有了
半年反复心悸的症状出现。通过无创通气
治疗后，丁先生当晚就睡得很舒服，一晚上
也没有心悸。持续三个月的治疗后，丁先生
的动态心电图完全正常。

崔小川表示，这类年轻人心悸情况并不
少见，在诊疗时很容易被误诊或者漏诊，如果
30多岁的人装心脏起搏器，对他以后的生活
质量还是有影响的。此类患者很可能是睡眠
呼吸障碍引起的，需要多留意睡眠情况。

（卫文）

反复心悸

病因却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近日，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四院院区）
泌尿外科成功为一名阴茎癌伴术后腹股
沟、盆腔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实施全腹腔镜
下双侧腹股沟淋巴结+双侧盆腔淋巴结清
扫术，利用一个小切口，让患者创伤更小、
更快康复。

阴茎癌是一种原发于男性阴茎表面鳞
状上皮的恶性肿瘤，最主要的治疗方式为
外科手术切除，其主要扩散途径为淋巴结
转移，最早转移部位为腹股沟淋巴结。该
区域的淋巴结转移一直被认为与阴茎癌的
预后密切相关，标准的腹股沟淋巴结清扫
对患者预后至关重要。因手术空间狭小，
术区有股动静脉、股神经等重要组织结构，
传统开放腹股沟淋巴结清扫术需广泛切除
术野的皮下组织，创伤大，术后术区皮肤坏
死、淋巴漏、下肢水肿、切口感染等并发症
的发生率达20%-80%不等，甚至部分患者
需要多次手术植皮治疗，带来极大痛苦。

此次，江大附院泌尿外科向从明、陈友
干微创团队实施的该例腹腔镜下双侧腹股
沟淋巴结+盆腔淋巴结清扫术，仅在患者的
脐下、耻骨上及双侧髂前上棘内侧取4个
0.5 厘米-1厘米的小切口，就可以达到以
往两侧都需要10厘米-12厘米切口才能完
成手术的效果。该手术通过在皮下建立气
腹，形成一个狭小的操作空间进行手术，对
医生的解剖基础和腔镜手术操作技巧有很
高的要求。对患者来说，手术有效减轻了
痛苦，同时将有效提升术后的生活质量。

（小逯）

巧设切口

微创手术助患者更快康复

正处于孕期的准妈妈们，有了解过
自己的血型吗？在临床中，当孕妇血型
为O型，而准爸爸不是O型血时，可能会
导致胎儿或新生儿溶血症的发生。因
此，O型血的女性在怀孕过程中，往往会
面临一定的风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
况？O型血孕妈又该怎么预防呢？近
日，名医邀请到了江南大学附属医院产
科主任王锡梅为大家解惑答疑。

@梅英：夫妻双方一个 O 型血一个
B型血，孕前检查时医生说宝宝出生容易
溶血，这个应该怎么预防。

王锡梅：如果孕妇是O型血，爸爸不
是O型血，这样的夫妇怀上的宝宝，可能
会有胎儿或新生儿溶血的风险，表现为
胎儿贫血、水肿、胸腹水、胎儿宫内窘迫，
甚至宫内意外，新生儿则会面临黄疸、贫
血、影响脏器功能等危险。特别是对于
有过分娩经历的孕妇，溶血风险更大。

这位孕妇是O型血，丈夫是B型血，
需要去做溶血检查，检查一下抗 B 抗
体。看抗体的滴度，如果滴度小于 1:
64，就是正常的，做常规产检就可以。
一般产前检查时，可以在孕早、中、晚期

各查一次。如果抗体滴度偏高，医生会
根据个人具体情况来调整产检周期，孕
妇需要做到认真数好胎动，严密随访B
超、胎心监护及抗体滴度。另外可以适
当服用些维生素C和维生素E，来减少风
险。一般孕期发生ABO溶血的情况不
太多，产后新生儿就算发生溶血也不会
太严重，因此孕妈不用太过担心。在宝
宝出生以后，可以根据宝宝的胆红素来
决定要不要治疗或用药。建议孕妈妈放
松心态，定期产检，相信都会平安度过孕
期。 （刘虹）

O型血孕妇，这项检查要关注

近日，江大附院（三院院区）风湿免疫科
刘敏黎医生在散步时突遇一位老人倒地，随
即在马路边展开救治并蹲身陪伴。10分钟
后，120救护车来到现场，刘医生和急救医生
仔细交代老人的情况，确保没有一点遗漏才
放心离开。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市民记录下
来。 （孙燕）

你救人的样子真美

在人们印象中，3D打印已不是一个陌生概念。
近几年，随着3D打印技术应用愈发广泛和成熟，越来
越多的医生将其应用到临床。精确定制人工假体、
利用3D打印模型开展术前手术预演、设计个体化医
疗器械……在无锡一些医院，医生通过3D打印技术
不断提升诊疗水平，满足患者的个性化治疗需求。

在无锡市人民医院骨科，因关节、骨
骼严重缺失或损坏前来寻求治疗的患者
不少见，借助3D打印假体、成功完成高
难度骨结构重建的病例一年就有约20
例。“一般的人工假体都是按照一定标准
制作出的常规假体，对部分患者来说，这
些假体根本无法和他们适配。”该院骨科
主任冯德宏向记者展示了多个3D打印
的骨头和关节仿真模型，其中一个髋关节
严重缺损的模型让人印象深刻。

这是一位来自外地的患者老王，59
岁，由于多年前右髋部置换的人工关节松
动脱落，必须重新翻修，但由于骨结构缺

损太大，他跑了多家医院，都没有取得有
把握的解决方案。冯德宏接诊患者后，发
现他病情十分严重，原来的人工假体碎屑
把髋臼周围的正常骨头磨没了，形成一个
大洞，缺损远远超出预估。这就像造房子
少了地基，没有依托，常规假体根本无法
植入。这时候，3D打印带翼臼杯假体几
乎成为唯一可靠的办法。

个性化假体如何量身定制？该院骨

科王凌副主任医师介绍，3D打印设计的
难点在于临床医生要对患者病灶的解剖
结构有深刻理解，并且熟悉和遵守关节、
骨头翻修的原则和程序。首先采用高精
度CT扫描得出精确数据，然后通过三维
建模设计出假体，打印出数字假体，判断
与患者的匹配度。接下来的医工交互十
分重要，即医生将影像学数据等传送给专
业的3D打印工程师，听取意见，最终打

印出精准的个体化植入物。让患者惊喜
的是，成功植入假体后，经过一段时间的
康复，其髋部功能良好，外观正常，走路步
态已近常人。

随着3D打印技术的发展，打印材料
结构设计更优，更符合人体需要。目前该
科与高校相关领域的专家在基础研究方
面开展合作，解决临床中遇到的难题，如
假体有限元设计、假体材料表面优化等。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与患者匹配最完美的
3D打印假体，并且通过生物重建让人工
假体和原来的骨结构融为一体，成为人体
的一部分。”冯德宏说。

3D打印一个精准的复杂假体

将3D打印用于治病救人
无锡医生做到了

对呼吸衰竭、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来说，呼吸机连接呼吸面罩是常规的
治疗手段，但人的脸型大小、宽窄各不
相同，市面上的呼吸面罩却是统一规
格，这必然带来脸部和面罩不贴合的
问题，不仅影响治疗效果，还会使脸部
产生压疮、感染等不良后果。如何为
患者提供更加适配、更加完美的呼吸
面罩？这是无锡二院呼吸科王洵主任
医师希望通过 3D 打印能解决的问
题。从几年前的第一款 3D 打印通气
面罩开始，如今她的设计已经更新到

第四代，3D打印呼吸面罩完全根据患
者的脸型个性化定制，完美解决了漏
气问题。并且，王洵研制出有独特配
方的医用硅胶材料制作面罩，用这种
材料皮肤不过敏，舒适度更好。“在面
罩设计过程中，我们结合了空气动力
学试验，优化呼吸机打入的气流方向，
变‘十级大风’为微风徐来，还通过虚

拟压力检测，保证面罩压住脸的部分
压力均匀，从而使最终打印出的面罩
舒适度更高，最大程度避免对面部皮
肤造成损伤。”

在二院普外科，小小的造口袋也通
过3D打印技术给患者带来福音。正在
该院治疗的患者杨女士，肠癌术后需要
借助造口袋排泄大小便，使用普通造口

袋时，由于袋子不够贴合，粪水流出浸泡
伤口，导致造口发生溃烂感染。“造口袋
不贴合引起的种种问题在患者中很常
见，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普外
科陈义钢副主任医师介绍，3D打印技术
为个体化定制提供了解决方案。根据杨
女士的具体情况，他通过仪器扫描取得
造口的形态数据，设计出三维图像，选择
与皮肤贴合的医用硅胶，3D打印出与患
者患处匹配的造口袋。使用不久，杨女
士造口周围的红肿渐渐消失，解决了大
问题。

用新技术、新材料定制一个面罩、造口袋不贴合？

在心脏模型中注入模拟血液，设置
不同心率，即可直观看到心脏的“运转”
情况。在无锡二院科教科，一套3D打
印的心脏模型引起了记者注意，“根据
需要，我们可以根据超声数据，用3D打
印技术构建出不同的心脏疾病模型，动
态模拟心脏运动状态，对实现术前规
划、医疗装置设计、血流动力学模拟、术
后并发症发生及严重度的预估等都具
有一定的临床价值。”设计者、该院心
功能室医生符梦竹介绍，临床中有大量

的心脏超声数据，如果能将数据直观地
呈现出来，无论对临床还是医疗教育来
说都大有用处。在医院杨承建劳模工
作室的支持下，这位年轻医生把想法变
成了现实，对“基于超声数据3D打印结
合模拟循环系统在心脏领域的临床应
用”有了初步探索。以心脏瓣膜病为

例，3D打印技术能精准构建出心脏瓣
膜，通过体外模拟循环系统的建立，帮
助医生更好地理解瓣膜的解剖及动态
特征。

类似应用已经在骨科、呼吸科、普
外科等科室开展。王凌介绍，临床医生
将患者需手术的骨结构数据传入电脑，

利用3D打印出的仿真模型，可提前进
行术前手术预演，确保手术时更稳定和
精准。同样，在呼吸科的气管镜治疗
中，医生会遇到患者气道发生变形、狭
窄或者肺部远端血管分叉角度难以判
断等复杂情况，“我们通过CT抽取数
据，设计出三维图像，3D打印出模型，
从而实现内镜操作术前预演，让治疗更
精准。”王洵介绍，平时医生还可以利用
3D打印模型进行各种模拟训练，提升
临床技能。

医生打个模型术前练习练习

骨头快磨没了？

担心手术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