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能熬熬也也爱爱啃啃““硬硬骨骨头头””，，他他想想为为更更多多患患者者分分忧忧
记记滨滨州州医医学学院院烟烟台台附附属属医医院院骨骨科科主主任任徐徐林林和和他他的的团团队队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范津文

最多的时候一天11台手术，曾经连续奋战27个小时不休，在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徐林看来患者的需要就是命令。外出学习，力求
将国际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带到港城，给更多病人解除痛苦是他最大的动力。专注足踝专业，爱攻坚克难喜欢啃“硬骨头头”，立志成为学者型医生，徐林
说医生不能只做“开刀匠”，他愿意将多年的经验总结出来传给别人，让更多患者受益。

连续奋战27小时

将“寄养”在脚背的手指接活

不分昼夜连续奋战27个小
时，先后接了6条神经、8根肌腱
和12条血管才将男子受伤的手
保住，尽管累得几乎说不出话，
但在徐林看来这样的努力值
得。

日前，牟平区一男子因车
祸受伤，其中一只手仅剩下大
拇指，手背处的皮肉全无，情况
十分严重。不仅如此，因被车上
拉的粪便污染，被送到医院后
男子伤处已被严重污染。

“如不及时进行抗感染治
疗，即使勉强接活了，后期也容
易坏死。”徐林主任介绍称，接
诊后他立即组织为男子进行抗
感染治疗，其间为保证手指的
存活，他又将受伤的手指暂时

“寄养”在患者脚背。待男子伤
口愈合后，徐林和他的团队一
面寻找游离神经、血管、肌腱，
一面进行骨折复位内固定，在
高倍显微镜下将断成一截一截
的血管、神经和肌腱一一吻合，
先后为男子接活了6条神经、8
根肌腱和12条血管。

“最麻烦的是手背无皮，这
样静脉无法接入会导致血栓和
坏死，影响后期手指的存活。”
徐主任称，考虑到男子的情况，
他先从患者大腿处取皮瓣“补
皮”，并逐一观察吻合的血管是
否恢复正常血运。

徐林主任称，手指血管极
细，术后很容易发生血管堵塞
和血管痉挛，导致手术成功的
手指再次坏死。为保证手指存
活，边接边观察，发现问题立即
处理，徐林和他的团队不敢有
一丝放松和懈怠。

“光食指发生血栓就有四

五次，情况十分危急。”徐林主
任告诉记者，由于患者脚背血
管变异，术中出现高凝状况，只
能边抗凝边接指，给手术带来
了不小的难度。所幸，连续奋战
27个小时后，男子手术成功，再
植后的手指血运良好，全部成
活，功能感觉也逐渐恢复。

成功为男子保住了手指，
徐林松了一口气。但连续奋战
27个小时后，徐林并没有时间
休息。简单调整过后，当天他又
投入到了后面两台已经提前预
约好的手术中去。

不想让患者多等，多数时
候徐林会选择自己劳累。“患者
多等一分钟，就会多痛苦一
分。”徐林说，不少患者慕名而
来“排队”手术已是煎熬，如果
一味让患者等待，他心里也会
过意不去，只要撑得住他都愿
意坚持手术和问诊，把更多时
间和机会留给病人。

借助3D打印技术

实现骨科手术的“私人定制”

针对患者的情况提前做好
模型，并利用软件提前进行手
术“预言”，准确找好打钉子的
位置和进入路径，滨州医学院
烟台附属医院借助3D打印技
术辅助手术，让更多骨科患者
切实享受到了“私人定制”的便
利。不仅大大减少了手术创伤，
还提高手术的可靠性和安全
性，为精准医疗打下了良好基
础。

一名36岁的男子爬梯时不
慎摔下导致严重骨折，利用3D
打印辅助技术，徐林和他的团
队成功为男子进行了“建模”和
手术模拟，准确找到了关节复
位的位置和路径，手术不到一
个小时就结束了。如今男子恢

复情况良好。
徐林主任告诉记者，传统

的手术方式医生在X光的透射
作用下复位多依靠经验，难免
会出现偏差，术后伤口处肿胀
时间较长，疼痛再所难免且程
度较重。利用3D打印辅助手术
准确进行空间布局，可以实现
手术预演，大大提升了手术技
术的可靠性、安全性，降低手术
操作难度，使得以前只有“专
家”可做的手术，年轻医生也能
很快上手。不仅如此，3D打印
辅助手术减少病人在X线中暴
露，减少手术创伤和出血量，也
大大减少了术后恢复时间和疼
痛程度。此外，通过1:1模型，可
以让患者及家属更直观地了解
病程，增加医患沟通，为构建良
好的就医环境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记者从滨州医学院烟台附
属医院获悉，3D打印辅助技术
多用于脚、关节及脊柱创伤等
领域的治疗，自今年1月应用于
骨科手术后，如今已有20余例
患者享受到了这份“福利”。

复杂足踝矫正术

帮19岁女孩重拾自信

足部是人体最精细的部位
之一，结构十分复杂，仅骨头就
有26块。随着国民运动健身的
意识逐渐提高，足踝部的运动
损伤如踝关节扭伤成为最常见
的运动损伤。与此同时，拇外
翻、跟痛症、跖痛症、疼痛性扁
平足等正成为中年以上人群的
多发病。为切实帮这部分患者
减轻痛苦，徐林先后到国外进
修，利用精湛的医术帮不少患
者解除了痛苦。

因小儿麻痹症后遗症，19
岁女孩琪琪(化名)始终活在痛
苦中，一只脚全瘫使不上劲，她
只能拖着腿走路。即使凭借自
己的努力顺利考上了大学，她
也始终很自卑，不愿意多出门
也不愿和人交流，先后到全国
多地求医仍不见效，小腿肌肉
萎缩愈发严重，给她的生活带
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慕名找到徐林主任，得知
可通过手术改变步态，琪琪和
家人高兴坏了，当即决定手术。
经过术前周密的准备，徐林和
他的团队顺利为琪琪进行了关
节融合术，术后琪琪的脚就可
以落地，半年后琪琪的步态基
本恢复。生日那天，琪琪和父母
特意赶到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

医院为徐林和他的同事送来锦
旗，感谢他的“再造”之恩。

徐林主任告诉记者，小
儿麻痹、脑瘫、脊髓空洞症及
硬 脊 膜 膨 出 等 导 致 的 马 蹄
足、高弓足、连枷足等都可以
通过手术的方式进行改善，
目前已有近30例患者通过手
术改变步态，生活质量大大
提升。

走路久了就会累，甚至近
距离行进也会有痛楚，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升，近年人们对于
扁平足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
些痛不必忍，有些病可以治，徐
林主任称平足症带来的疲劳和
痛苦随着年龄增加，情况会愈
发严重，而越早干预治疗效果
越好。

在国外留学为平足症困
扰，女孩被告知需近60万手术
费用且还得排队等半年左右才
能进行矫形，家人多方打听找
到徐林希望能帮忙缓解痛苦。
针对女孩的情况，徐林和他的
团队给出了足形矫正的多手术
联合治疗方案，仅用了2个小时
就帮女孩解除了困扰。

“找专科医生治疗，越早干
预处理效果越好。”徐主任称，
近3年来门诊关于平足的咨询
越来越多，足踝健康也受到越
来越多市民的关注。利用六种
手术方式解决不同类型平足症
的困扰，徐林和他的团队一直
在努力。

爱啃“硬骨头”

志在做学术型医生为患者分忧

不满足现状，在对疑难杂
症的攻克途中收获快乐，爱啃

“硬骨头”的徐林在圈内是有名
的“拼命三郎”。也因此，从医20
多年以来，来自全国各地甚至
还有外国患者慕名而来，宁愿

“排队”也坚持等他做手术。不
愿做“开刀匠”志在做学术型医
生，徐林说他希望能不断进步
给患者带去最佳的治疗。

患尿毒症十余年，一名女
子出现淋巴水肿，整个胳膊比
平常人粗出2-3倍，平日里无法
穿衣服不说，女子的胳膊还总
是发胀紧绷，给生活带来了极
大的不便。辗转多地求医不见
效，女子慕名找到徐林，希望他
能帮忙缓解症状。

考虑到长期的静脉插管
治疗可能带来插管感染，顺着
这个思路，徐林和他的团队很
快找到了病根，原来是链球菌
感染惹的祸。利用专门的药物
对症治疗了一个月左右，女子
胳膊很快消肿，肌肉紧绷的情
况也随之改善。获益良多，女
子复诊时又带来了因卵巢癌
手术进行淋巴清扫导致水肿
的妹妹，一段时间的治疗过
后，妹妹的情况也得到了缓
解。

“淋巴水肿很难对付，但
我不想轻易放弃。”徐林说患
者的需要是他最大的动力，不
愿轻易辜负一个病人，更多时
候他会选择啃“硬骨头”。因为
热爱而更努力，徐林坦言在攻
克疑难杂症的途中他也能收
获巨大的满足感和快乐，而患
者解除痛苦后发自内心的喜
悦和感激也会激励着他努力
更努力。

徐林称医生不能满足只做
“开刀匠”，手术考验的也不单
单只是操作而更在于头脑的灵
活分析，根据患者的情况，机动
灵活地选择最佳的治疗方式才
是最负责的举动。立志做学者
型医生，徐林说他也希望能将
多年的经验总结出来传给别
人，让更多患者受益。

专家介绍

徐林，医学博士、主任医
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骨
科主任，手 (显微 )外科、足踝
外科主任，科技与研究生处
处长，亚太足踝外科学会委
员、美国足踝外科学会国际
会员、中国医师协会足踝外

科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医
师协会足踝外科全国专家讲
师团成员、中华医学会骨科
学分会足踝外科学组青年委
员、山东省医学会骨科分会
足踝外科学组副组长、中华
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周围
神经学组委员、烟台市手外

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矫形
外科杂志》专栏主编，《足踝
外科杂志》编委。

先后在美国多个足踝
外科中心和荷兰阿姆斯特
丹足踝外科中心做访问学
者1年；从事骨科、手足外科
专业24年，对足踝严重创伤

救治、复杂足踝畸形矫形、
手外科疑难疾病及周围神
经疑难疾病诊治有较深造
诣。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项；发表学术论
文 6 0余篇，其中SC I收录 1 6
篇；主编 (译 )专著 3部，参编
专著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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