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周述
博） 陈老 （化名） 几年前罹
患带状疱疹， 痊愈后皮肤表
面始终存有强烈针刺样、 烧
灼样疼痛感， 疼痛分级评分
高达 8 分， 属于重度疼痛 。
陈老辗转多家医院就诊， 还
是没能有效控制疼痛， 长期
疼痛让其夜不能寐、 寝食难
安。 近日， 陈老来到益阳市
中心医院寻求治疗。

该院神经外科主任熊明
及神经外科病区副主任陈国

欢通过详问病史及认真查体，
发现常规的疼痛治疗技术不
能有效缓解陈老疼痛， 且陈
老因长期服药还出现了药物
不良反应， 经过综合考虑 ，
专家团队决定采取目前较为
顶尖的神经调控技术———脊
髓电刺激疗法 (SCS) 为陈老
缓解疼痛。 手术顺利， 创口
仅有 “针尖 ” 大小 ， 术后
NRS 评分为 2 分， 无不良反
应， 镇痛效果显著。

据悉， 脊髓电刺激疗法

既不使用任何药物， 也不会因
为电流刺激伤害到神经组织，
是通过微创针孔将电极针对性
地植入到疼痛对应的神经部
位， 通过调节振幅 （电压）、
脉宽、 频率三个刺激参数， 阻
断痛觉神经刺激的传导， 达到
止痛的效果， 对带状疱疹急性
期疼痛和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均有控制作用。 另外， 其电脉
冲信号还可以起到修复、 调控
受损感觉神经的作用， 达到标
本兼治的效果。

本报讯 （通讯员 王莉 符晴） 30 岁的刘女士近半
个月浑身无力， 嘴里有股烂苹果味， 到医院检查， 被
确诊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近一周内， 长沙市中心医
院 （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 全科医学科接连收
治了 3 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 且均为年轻人。

刘女士钟爱各种奶茶、 甜饮， 尤其在加班熬夜
时， 常常以奶茶代替喝水， 每天三餐也不定时。 前几
天连续熬夜加班后， 感觉浑身无力， 请假在家休息了
几天也不能改善， 还感觉嘴里有股怪怪的味道。 医生
完善检查后发现， 刘女士的血糖飙升至 25 毫摩尔/
升， 是正常人的 3 倍多， 血酮、 尿糖、 尿酮均远高于
正常值， 诊断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该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肖智权介绍， 糖尿病
酮症酸中毒是糖尿病的一种急性代谢性并发症， 主要
表现为烦渴、 多饮、 多尿、 体重下降、 疲乏无力、 视
力模糊、 呼吸大且深等， 呼气中有烂苹果的味道， 还
有不明原因的腹痛、 恶心、 呕吐等表现。 该病具有起
病急骤、 病情凶险、 进展迅速、 误诊率高等特点， 如
果抢救不及时， 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本报讯 （通讯员 程冬冬） 日前， 一名藏族产妇因
胎儿臀位、 脐带绕颈且扭转， 导致取胎困难和存在新
生儿窒息风险， 在长沙市第三医院对口帮扶医生、 长
沙市援藏医生龙燕及贡嘎县人民医院产科、 麻醉科、
儿科等科室医护人员全力配合下， 产妇最终转危为安。

一名来自贡嘎县某乡镇刚足月的孕妇因胎儿臀
位、 先兆临产来到该县人民医院就诊。 产科医生检查
评估后分析该孕妇阴道分娩困难， 需要尽快进行剖宫
产。 手术由对口帮扶医院———长沙市第三医院妇产科
主治医师龙燕主刀进行。 当日 20 时 15 分， 在麻醉医
师配合下， 手术有条不紊地进行。 术中医生发现胎儿
脐带较短， 绕颈 2 周较紧， 且脐带扭转数周， 取出相
对困难， 胎儿随时可能因持续缺氧出现预后不良， 甚
至有生命危险。 龙燕凭借扎实的临床经验和娴熟的手
术技巧， 迅速顺利地取出了胎儿。 新生儿出生后无哭
声， 复苏团队立即对其进行新生儿复苏， 予以保温、
摆正体位、 清理气道、 刺激、 复苏囊面罩正压通气
……不到一分钟， 新生儿终于发出响亮的哭声， 肤色
红润， 整体情况良好， 复苏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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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岁的小潘 2022 年大
学毕业后在一所中学任教 。
就在这位职场新人全身心投
入教学工作中时， 令她尴尬
的事情发生了， 突然发作的
腹痛， 导致她总是不得不中
断教学去厕所。 起初， 小潘
以为是自己初为人师有些紧
张， 或者是吃坏了肚子、 着
凉所致。 可随着她腹痛、 腹
泻越来越频繁， 工作和生活
都受到严重影响。

在当地几家医院都没查
出病因后， 今年 5 月， 小潘
经人介绍来到湖南省人民医
院岳麓山院区就诊。 做了一
系列检查后， 该院消化专科
副主任医师彭娅诊断她患上
了 “溃疡性结肠炎 ”。 通过
积极的药物治疗和饮食控制
后， 小潘病情稳定， 终于能
从容地站在讲台上。

全球有超过 1000 万人
患有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
炎， 这两种疾病被统称为炎
症性肠病 (IBD)。 由于病情
复杂、 症状反复， 严重的可
能致残甚至危及生命， 因此
IBD 有 “不死的癌症” 之称。
彭娅介绍， IBD 发病率有明

显的地域差异， 在欧美一些
发达国家较高。 但近年来 ，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居民
饮食习惯的改变， IBD 发病
率也随之上升。 据相关数据
推测， 2025 年我国 IBD 患者
将达到 150 万人。 因此， 提
高人们对 IBD 的认识， 关注
IBD 患者的护理， 提高其生
活质量， 显得尤为重要。

彭娅介绍， IBD 的具体
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
目前普遍认为： 遗传、 环境
及微生态互相作用引起人体
免疫系统失衡 ， 共同导致
IBD 的发生。 该病主要症状
包括腹泻、 腹痛、 粘液和脓
液便、 便血等， 部分患者还
可伴随肛周、 关节 、 皮肤 、
眼睛、 肝脏及胆道等其他系
统疾病， 活动期的患者还可
能出现发烧、 贫血等全身症
状。 需结合患者的病史、 症
状体征及内镜、 血液或者粪
便检查等检验检查结果， 排
除感染、 自身免疫性疾病 、
肿瘤等疾病后， 才能做出最
终诊断。

我国相关统计资料显
示 ， IBD 好发于青年时期 ，

其中溃疡性结肠炎发病高峰
年龄为 20～49 岁， 男女性别
差异不明显； 克罗恩病发病
高峰年龄为 18～35 岁， 男性
多于女性。 炎症性肠病家族
史、 肠道感染史、 不合理的
饮食结构 （高糖 、 高脂肪 、
低纤维素饮食 ）、 肥胖 、 吸
烟、 城市居住、 抗生素暴露
以及情绪和压力等， 均会增
加 IBD 患病的风险。 IBD 患
者及高危人群应采取良好的
生活方式， 对不良的环境因
素和饮食习惯进行合理干
预， 早期进行内镜筛查， 是
降低患病率的关键。

彭娅提醒， 大部分 IBD
患者都需长期治疗和终身自
我管理。 目前， 针对此病有
一系列的治疗方法， 包括药
物治疗、 生活方式改变以及
手术。 应根据患者个人体质
及环境因素， 选择最佳的个
体化治疗方案， 以改善症状、
提升生活质量。 此外， 随着
治疗手段的不断创新和技术
的发展， 生物制剂联合治疗
以及多种新药的研发等， 也
将为 IBD 患者带来新希望。

通讯员 梁辉 罗冬梅

本报讯 （通讯员 万俊） 55 岁的王先生颈部长了
个小包块约 1 年了， 不痛不痒， 不红肿， 看着跟喉结
有点相似， 虽然吞咽时有异物感但并不影响进食， 可
最近这包块逐渐增大， 他到长沙市中医医院 （长沙市
第八医院） 耳鼻喉头颈外科就诊， 确诊为较罕见的多
囊型甲状舌管囊肿。

该科主任周毅波接诊发现， 王先生颈部包块约鸡
蛋大小， 随吞咽动作肿物可移动， 通过仔细查体， 并
结合检查报告后诊断这个 “喉结” 其实是 5 个甲状舌
管囊肿， 随后为王先生手术切除。

周毅波介绍， 甲状舌管囊肿通常为单个、 偶有双
囊型， 多发型囊肿则较为罕见， 本例病例为混合多囊
型， 共有 5 个囊肿。 手术是甲状舌管囊肿的首选治疗
方法。

甲状舌管囊肿是在胚胎早期甲状腺发育过程中，
甲状舌管退化不全、 不消失而在颈部遗留形成的先天性
囊肿。 囊肿可发生于颈前正中舌盲孔至胸骨切迹之间的
任何部位， 以舌骨体上下最常见， 有时可偏向一侧。 甲
状舌管囊肿多见于 1～10 岁的儿童， 亦可见于成年人，
男女均可发生。 甲状舌管囊肿多为良性， 患者多无自觉
症状， 有时可发生吞咽、 语言及呼吸功能障碍。

�������母乳喂养和预防接种共同发挥
着强大的作用， 为婴儿抵御常见疾
病侵袭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产科于 5月 20日举办
了以“母乳， 婴儿的第一剂疫苗”
为主题的科普活动， 科室孕产妇及
家属采取线上 +线下形式参与了此
次活动。 主管护师为大家讲授了有
关母乳喂养的知识， 并手把手教学
了新生儿喂养姿势以及如何给新生
儿拍嗝预防吐奶的技巧。 让准爸
爸、 准妈妈们获得了更多、 更科学、
更实用的母乳喂养知识和技能。

通讯员 谢蓓 肖珍 贺琳妍
摄影报道

23 岁女教师一上讲台就“拉肚子”

竟是患上“不死的癌症”

“母乳，婴儿的第一剂疫苗”主题宣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