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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再生组织气管，一名几乎被判了“死刑”的
气管危重患者，如今已成功存活满5年。

从患者肋骨中提取干细胞，接种在可降解支架
材料上，再生组织器官，这一神奇的技术就是“组织
工程学”。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体内生物反应器”
专利技术，由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谭强
领衔团队，克服了传统组织工程技术的不足，构建
出大段组织工程气管。基于此技术救治的首位患
者韩先生，已成功存活满5年。

根据文献查阅，在全世界范围内，这是组织工
程气管应用于人体最长的生存记录。12月8日，上
海市胸科医院为韩先生进行了随访。这也标志着
该院在国际上率先成功为无数传统医学无法医治
的气管危重患者，开辟出一条新的“生命出路”。

5年前，韩先生来上海市胸科医院就诊时，他
的肿瘤直径已经长到了6厘米，几乎堵住整根气
管，气都快喘不上了。在气管外科领域，6厘米的
肿瘤切除是极限，而韩先生必须切下大于6厘米的
气管，才能把肿瘤切干净，这样的情况下，他几乎等
于被判了“死刑”。

经过细致评估，专家们为韩先生切除了8厘米
气管加隆突，并成功接入6厘米组织工程气管。这
一手术的成功，突破了气管外科的医学极限。

术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韩先生完全恢复
了正常生活，至今已存活满5年，他不仅重新回归
了工作，前不久还见证了爱女出嫁。 （澎湃）

近日，在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场乳腺肿块
切除手术中，医生通过术中快速免疫组化，仅仅花
费30分钟便给乳腺肿块定了性。

去年7月份，39岁的王女士发现自己右侧乳房
有一个肿块，当时医生建议随访观察。今年6月份，
她又去做了检查，B超提示该肿瘤有5%至20%的可
能性是恶性肿瘤，80%多的可能性是良性肿瘤。

王女士在朋友的建议下，带着病历来到了市二
院甲乳外科专家门诊就诊。市二院外科主任、普外
科主任巢琳主任医师仔细检查了各项检查报告后，
建议王女士手术治疗。经过沟通，王女士决定接受
手术治疗。手术很顺利，肿块被找到后，在术中被
送去了病理科进行快速诊断。躺在手术台上的王
女士、等在手术室外的家属以及手术台前的医护人
员，都在焦急地等待病理科的“审判”。如果是良
性，只需切除肿块；如果是恶性，就需要进行更大范
围的切除，甚至可能切除乳房。

接到标本，病理科主任医师吕慧立即在显微镜
下细细观察患者的乳腺组织形态。但镜下的细胞
很“狡黠”，它们时而“张牙舞爪”，时而“乖巧安静”，
干扰病理医师的判断，始终无法最终判断是良性还
是恶性。于是，吕慧当机立断安排技术员加做一项
术中快速免疫组化。结合冰冻片子与免疫组化结
果进行匹配。半个小时后，经过反复比对，结果出
来了——良性！手术室内外同时收到了喜讯，家属
喜极而泣，手术医生也立即根据良性结果，改变了
手术方式。目前，患者已经康复出院。

据悉，术中快速免疫组化是病理快速诊断的一
种方法，属于体外检测范畴，目的是辅助临床术中病
理诊断，检测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可以对肿瘤患者
进行快速、精准检测诊断，减少病人二次手术。该方
法最大的优势就是“快”。由于病理组织制片的特殊
性，蜡块的制作起码要8小时至12小时的制作时
间。普通的免疫组织化学又是在组织蜡块基础上再
进行特殊染色。而在快速冰冻组织上进行的术中快
速免疫，能在10分钟内提供较快速的病理诊断结
果，病人和医生可以在手术台上等待病理诊断，再根
据病理诊断来决定合适的手术方式。 （吴靓骅）

快乐晚年，保持健康心理
状态。近日，由无锡日报报业
集团主办、无锡市卫健委全程
指导、宁波银行支持的名医大
讲堂巡讲走进了荣巷社区，邀
请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
精神科主任刘亮主任医师为
社区居民送去一场阿尔茨海
默病防治专场讲座。

据了解，早在10年前，也
就是2012年，我国65岁以上
人口的阿尔茨海默病患病率
达到了5.6%。《中国阿尔茨海
默病报告2022》显示，我国全
部人口2019年的阿尔茨海默
病患病率达到0.788%。刘亮
主任介绍，任何一种疾病都不
是凭空产生的，都有一个日积
月累的渐进变化过程，阿尔茨
海默病也不例外。阿尔茨海
默病早期症状为记忆力减退、
做不好熟悉的工作、语言能力
减退、搞不清时间和地点、思
维判断力减退、把握做事进度
有困难、东西放错地方、情绪
和行为出现改变、理解视觉和
空间信息有困难、在工作或社

会活动中退缩。
在认知能力方面，这种疾

病也存在着早、中、晚三种不
同的状态。在早期阶段，患者
以近记忆障碍为主，认知行为
可有虚构、错构，也可有情绪
改变、悲伤、焦虑、易怒、淡漠，
通常，患者的人格也可能随之
改变。到了中期阶段，患者的
人格改变就更加突出，语量明
显减少或失语。也可出现全
面的认知功能障碍、思维迟
缓，甚至走失、丢物。到了晚
期阶段，患者的智力和人格衰
退十分严重，记忆力极差，事
情随做随忘，不认亲人，生活
能力丧失。动作刻板、语言功
能极差。严重的还可能出现
大小便失禁、肢体瘫痪或肌张
力增高的情况。

医生建议，家人和亲友应
注意身边的老人，一旦发现老
人有上述现象，应提高警惕，
高度怀疑阿尔茨海默病的可
能，做到及早发现，及时就
诊。而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治
疗能改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减缓患者功能衰退的进程，改
善患者预后，帮助患者更长时
间保持自我，也能减少护理人
员负担。

作为老年人，如果条件允
许，首先应该做到适当锻炼，
不要长时间卧床或静坐，可适
当增加肢体活动或户外活
动。老年人运动宜温和适度，
避免运动损伤。由于现在空
巢老人的比例不低，建议子女
要多抽时间回家陪伴老人，多
与老人沟通，鼓励老人参加社
区活动，增加与周围人的交
流，通过多种方式减轻老年人
的孤独感。老年人也应该从
理解力、判断力等方面入手加
强认知功能训练，建议可以通
过棋类游戏来训练认知功能，
多动脑勤思考。老年人也应
该多摄入一些蛋白质和维生
素，保证大脑神经系统的营养
供应。与此同时，研究报道显
示头部受伤次数越多，得阿尔
茨海默病的几率就越大，老年
人应尽量避免头部受伤。

（顾明）

“双12”将至，“双11”购
物还意犹未尽的吴女士还想
再补仓。前几天，丈夫和她争
吵起来，说她患上了网络购物
成瘾症。对此，无锡市精神卫
生中心临床心理科负责人、主
任医师朱伟表示，市民可以通
过“延迟法”抑制购物欲望，理
性消费。

锡城吴女士是二孩的母
亲，月收入也不过 5000 多
元。近几年，她每到“双11”
前，都会关注淘宝，着迷店主
直播，觉得很多宝贝正是自己
需要的或是孩子们缺少的。
而当买回来后，不是不喜欢，
就是用不上，家里扔了一堆。
就拿自己的衣服为例，有几件
还是前年买的，现在连吊牌还
没剪。如今，孩子上学了，吴
女士的丈夫认为她把精力放
在购物上，不关心孩子的学

习，为此关系变得紧张。
吴女士也挺郁闷，每次

“双11”后都恨不得剁手，这次
“双11”，她也淘了一波，但是
面对网上“双12”的攻势，还是
难抑购物欲望。吴女士的丈
夫把她拉到无锡市精神卫生
中心，寻求心理专家的帮助。
朱伟表示，吴女士有“网络购
物成瘾”，建议她采用“延迟
法”来应对，当强烈的购买欲
望来袭时，让她先去户外做运
动，延迟到第二天，请家人一
起参谋下，再决定是否真的需
要购买。果然，第二天，放在
购物车里的大部分东西被“拦
截”了下来。

朱伟介绍，市民购物分四
类，一种是理智型的，在购物
前进行了周密的计划，且购买
的都是自己确实需要且价格
实惠的商品；第二种是冲动

型，这类消费者没有具体的购
物计划，觉得对某件商品有感
觉就会购买；第三种是宣泄
型，购物往往是他们排解负面
情绪的途径；第四类就是成瘾
型，这类群体能从下单到收货
这一系列网购过程中体会到
快感，购物后经常会后悔，但
是下次面对商家的宣传，购物
欲望很容易被触发，久而久之
就容易“上瘾”。据悉，一些市
民在“买买买”后，又会因为

“疫情下挣钱不易，可是我一
天就花掉了一个月工资”“买
回来的东西是鸡肋”懊恼不
已，如果长期如此无法控制，
就需要专业的心理疏导来“戒
断”，否则会发展成严重的心
理疾病。“延迟法”可以让“成
瘾”的市民转换心境，从而抑
制购物欲望。

（卫文）

气温下降，脑卒
中患者增多。图为
鹅湖镇卫生院邀请
上级医院专家，对患
者开展脑卒中风险
因素评估，制定个性
化综合干预管理方
案。

（朱春兰 摄）

半小时内出结果
术中“快速免疫组化”
精准定性肿瘤

利用再生组织气管
气管危重患者成功存活满5年

“买买买”停不下来怎么办？

试试“延迟法”拦截非理性购物

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享受快乐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