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

健康

脑内埋电极，不受控的痉挛止住了
我国约有40万名肌张力障碍患者 注射肉毒素等药物治疗手段或将改变

A05 要闻·科教卫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魏惊宇

本报1月14日讯“从没想过，
我还可以重回‘人间’”12日上午，
来自岳阳的张女士在病房中感慨
道，一年多了，因患肌张力障碍，深
受持续痉挛折磨的她， 终于通过
DBS手术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

身体持续痉挛曾欲轻生

35岁的张女士是一名药剂师。
平日里工作十分辛苦，生活压力非
常大。2016年的一天，她忽然感到
脖子僵硬不适，肩膀不受控制地抖
动，走路也不稳。

随后的一年多以来，张女士症
状持续加重： 肢体不停痉挛扭转，
需要两三个人同时按住她，不然就
会全身撞伤，后脑勺的头发都被磨
掉，睡觉只能趴着，完全没有办法
平躺。

无法承受巨大痛苦的张女士
还动了轻生的念头， 她不愿与人
交流，时常把家中的窗帘拉紧，一
个人趴在床上。“她以前是药剂
师， 可现在活得没有一点尊严。”
找不到有效的治疗办法， 张女士

的父亲非常绝望。

植入“脑起搏器”后正常生活

“大脑萎缩得厉害，完全不像
30多岁的大脑。”1月3日， 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蒋宇
钢教授、主治医师周倩为她进行了
脑深部电刺激（DBS）手术。

脑深部电刺激（DBS）手术，通
俗地说就是给患者大脑特定的神
经核团（黄豆大小）里植入一个电
极，打开电极开关就能有效控制肌
张力障碍的运动功能症状，提高患
者日常生活质量。

当医生打开DBS的遥控器开
关，张女士不停扭转痉挛的四肢慢
慢停止，原本僵硬的身体渐渐变得
柔软， 她试着慢慢从病床上坐起
来、站起来，走了两步。喧闹的病房
突然安静，她的父亲、旁边病床的
陪护、科室护士看到这幕都难忍激
动的泪水。

现在张女士越来越好，这些天
她不再痉挛扭动， 可以正常地行
走，吃饭、喝水……笑容也比以前
更多了，“从没想过，我还可以重回
人间！”张女士感慨道。

本报1月14日讯 长沙
当选中国首个世界“媒体艺
术之都”， 媒体艺术发展已纳
入未来3年长沙经济与社会发
展总体规划，对数字媒体艺术
专业应用型高素质专门人才
的需求也迅速增大。专业人才
从何而来？昨日，省设计艺术
家协会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委
员会换届大会暨数字媒体艺
术教育高峰论坛在长沙举行。
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共商我
省数字创意产业与数字媒体
艺术教育未来发展大计。

“长沙的传统文化传媒
资源优势显著， 如何用现有
的优势去助推新媒体、 数字
媒体长久发展， 这需要依靠
高校的人才培养。”省设计艺
术家协会主任、 长沙理工大
学设计艺术学院数字媒体艺
术系主任张剑表示， 高校要
着力去培养一批应用型的高
素质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
才， 从而把大众喜闻乐见的

文化形式和主流价值观通过
创新、生动的形式展现出来，
为长沙文化、 艺术发展提供
人才保障。

省设计艺术家协会副秘
书长、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
学院环境艺术系主任陈翊斌
表示，“此次跨行业、 跨部门
成立的第二届数字媒体艺术
专业委员会，将构建政府、企
业、高校交流平台，三方共同
培养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
才， 以此增强数字媒体艺术
专业的社会服务意识， 打造
湖南数媒艺术湘军品牌。”

据悉， 第二届数字媒体
艺术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将
依托全省设计艺术类高校数
字媒体艺术的优秀师资，同
时广泛吸纳全省各界从事相
关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与生产
工作的艺术家与企业家，为
长沙“媒体艺术之都”建设提
供人才保障。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韩淑娟

据了解，全球大概有超过300万肌张力障碍患者，中国约有40万患者，这
是一种不自主、由主动肌和拮抗肌不协调、持续性收缩而引起的扭转、重复
运动或异常姿势综合征，症状常常还会因精神紧张、生气、疲劳而加重。

目前针对肌张力障碍尚缺乏有效根治手段，在手术治疗以前，多是通过药
物或者是注射肉毒素缓解肌肉张力过高，以减少痉挛发作次数、缓解疼痛等，
2016年，中国CFDA批准DBS手术用于肌张力障碍的治疗。

我国约有40万名肌张力障碍患者

总喊疼却查不出毛病，在装病？
本报1月14日讯 总感觉身体

不适，可跑了多家大医院都没查出
病因， 家人还一度以为她在装病。
这是记者今天从湖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了解到的一则病例。经医生诊
断，这是患上了躯体形式障碍。

60岁的李女士最近一年总感
觉身体多处不适，全身无力，怕冷、
恶心，上楼时感到心慌、胸闷。先后
辗转省内各大医院就诊，做过多次
检查， 检查费都花了一万多元，可
结果都是正常，其他医生也说没什
么问题。“医生，你说我妈有没有可
能是在装病？” 李女士的儿子小声
问道。

医生详细了解李女士的病情
及查看她的检查结果后，诊断其患
上了躯体形式障碍。

“对这一类患者，一般家里人
并不理解，很多会以为这是患者在

装病，这让患者感到非常痛苦。”省
第二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程明介
绍，目前，躯体形式障碍发病原因
还不明确。有研究表明，可能与心
理、 社会因素及生物学因素有关。
如曾经受过精神创伤，长期与慢性
疾病患者生活在一起，生活中缺乏
人关心，或者具有敏感、过度关注
躯体症状和自身状况的个性特点。

医生提醒， 如果遇到类似情
况，应早点到专业机构就诊，并对
患者进行心理治疗，让患者逐渐了
解自己所患的疾病性质，并不是器
质性疾病， 让患者对自己的健康
状态有一个相对正确的评估， 解
除或者减轻精神因素的影响，并指
导其学习肌肉放松、冥想等技巧来
控制躯体症状， 帮助其减轻症状、
改善功能。“躯体形式障碍治疗过
程中，家人的理解支持很重要。”

躯体形式障碍是一种以持久地担心或者相信各种躯体症状为主的
精神障碍。这种病症常表现为：胃肠道不舒服、打嗝、恶心、呕吐、腹胀等
等；有时候会表现异常的皮肤感觉，如身上发痒、刺痛、手脚发麻等。还有
一些人表现为呼吸循环系统症状，如心慌、胸闷。有些女性则表现为月经
方面的问题。患者常常伴有抑郁焦虑情绪。

什么是躯体形式障碍？

本报1月14日讯 新时
代对大学提出更高的要求，
大学要服务国民经济发展，
实现创新引领。近日，长沙理
工大学出新招， 聘任中联重
科总工程师付玲博士担任汽
车与机械工程学院特聘院
长。聘任仪式现场，长沙理工
大学党委书记付宏渊向付玲
博士颁发特聘教授聘书、佩
戴校徽。

走入校园的“大国工匠”
付玲表示， 将尽己所能发挥
校企融合优势， 与学校相关
领域的老师密切合作， 从规
划制订、 学科建设、 人才培
养、 团队建设等方面开展实
质性工作。 她期望建立起一
个涉及多学科融合、 有工程
机械特色的创新科研团队，
实现优势互补、 联合开展科
研项目，深入互动融合、推动
人才培养工作。 据悉， 接下
来， 付玲将在学校一级学科
和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建设上
发挥领航者的推动作用，长
沙理工大学与中联重科校企
双方将联手打造更好的技术
平台， 为中国高精尖技术人
才的培养创造一种新的范
例。

付宏渊表示， 人才是学
校“办优质本科， 创一流学
科”的基础，希望双方进一步
加强产学研结合， 推动学校
课程建设改革， 促进人才培
养。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邱国良 杨力铮

“大国工匠”
入聘高校

政校企合力，为“媒体艺术之都”提供人才保障

媒体艺术发展纳入长沙3年规划

1月14日，“湘江style�美好生活———中国·长沙创新创
意高峰论坛暨湘江文创设计师联盟启动仪式” 在长沙举
行。梅溪湖畔，国际艺术家、设计师、文化名人、建筑美学
专家、文旅行业专家齐聚一堂，共话媒体艺术，探讨城市
创意生活美学、 生活新方式， 带来思想的激烈碰撞与交
锋。

活动中，湘江文创设计师联盟启动，60多名湖南省文
创设计界的精英代表共同签署了湘江文创设计师联盟文
件。该联盟将以文化创意、设计艺术家之间的交流等形式
促进合作，共同参与，共同创作，搭建发展与合作的平台。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杨嘉栩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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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文创设计师联盟成立

1月14日，长沙市万家丽国际购物广场人工智能体验馆，小朋友与智能机器人交流互动。该体验馆于
近日免费开放。市民在这里可以零距离接触智能机器人，收获机器人科普知识。 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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