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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协作
跑赢生命接力赛

作为一种改善心肌血流灌注的治疗方
法，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已然成为治疗
急性心肌梗塞首选的有效措施。进行这种
介入治疗，不仅需要医院具备相应的硬件
条件，而且需要介入医师有娴熟的技术和
良好的心理素质，需要果断作出判断，快速
且稳准地进行手术。

2022年8月23日晚上10:30左右，济南
76岁高龄的慕先生在用力排便后出现憋喘
的症状，随着症状的逐渐加重，慕先生已经
无法平卧。慕先生刚被120转运到达济南市
第七人民医院急诊科时，已经失去意识，他
此时的血氧饱和度仅为70%，血压已经测
不出。急诊科立即给慕先生做了气管插管
及呼吸机辅助呼吸，应用升压药物，此时因
不具备介入条件，暂时收入ICU治疗。

第二天凌晨2:00，慕先生的心率又下
降了，医生不得不紧急为他进行心肺复苏，
在重症全体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抢救
成 功 ，病 人 意 识 恢 复 ，收 缩 压 升 至
100mmHg。心内科陶东副主任医师会诊，
对患者进行综合评估，决定为患者行冠脉
造影。“我们在呼吸机支持下为患者进行冠
脉造影术，提示前降支中段100%闭塞！这
就是急性心肌梗塞，我们必须为他紧急开
通血管。”心内科主任尹逊利当机立断，决
定为慕先生进行经皮冠状动脉治疗。

在呼吸机支持下为生命体征不稳的患

者进行手术风险极高，很有可能出现心脏
骤停。15分钟！手术成功了，患者小小的冠
状动脉病变处，被置入两枚支架，血流一霎
间畅通无阻。现场所有医护人员如释重负。
尹逊利介绍，此次手术的成功之处还在于
只用了30ml的显影剂，手术时间仅有15分
钟，对病人心功能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而病人获益太大了。

尹逊利说，利用了医院的多学科协作
优势，才能跑赢这场生命接力赛。

被称为
“心尖上的舞者”

近几年，乘着济南市第七人民医院的
高质量发展的快车，心内科的多项技术也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在全市较
早开展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冠状动脉造
影、血管内超声检查术、冠状动脉内旋磨
术、冠状动脉内支架植入术、心律失常射
频消融术等。

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毫厘之差，转
瞬生死。所以心内科医生又被称为“心尖
上的舞者”。

一根0 . 35毫米的导丝，是尹逊利用来
挑战各种心脏疾病的“武器”，这根导丝可
以游走于冠脉血管，这就是心脏介入手术
的神奇之处。精通这门“手艺”的医生不多，
尹逊利经过15年的从医历程，年均手术近
千台，才能逐渐练就这门高超的绝活。

“满头大汗、疼得嗷嗷叫”，这是尹逊利
见证最多的患者的痛苦画面。但他手中的
导丝一操作，血流即刻恢复正常，患者一下
子便能平静下来，这样前后的超强对比，经
常在心内科介入导管室中上演。有位医护
人员说，尹逊利上台前的表情是凝重的，甚
至有些苍白，手术一成功，他便如沐春风，
面色逐渐恢复红润。

无论何时身处何地，一旦接到手术通
知，尹逊利总会放下手头的事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在他看来，患者的生命永远是第
一位的，是心内科医生身上最重的责任。

正是这种救死扶伤的精神，让尹逊利团队
在护“心”路上，屡屡创造一个又一个的

“心”奇迹。

胸痛中心
用心“护心"

作为济南市第七人民医院重点发展的
学科之一，心内科承担着全院心血管疾病
的医疗、教学、科研等任务。2022年被评为
济南市市级临床重点专科，是国家级心力
衰竭医联体成员单位、国家级房颤中心建
设单位。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心血管内科已经
形成了集高血压病、心力衰竭、心脏康复、
冠心病、心律失常等亚专科于一体的完整
体系。据了解，今年上半年的手术量就达到
了500余例。

胸痛中心的建设，大大提高了胸痛患
者的救治速度。“时间就是心肌！胸痛发生
后，越早就医，致残率、死亡率越低。”尹逊
利说。

在胸痛患者救治方面，心血管内科拥
有24小时待命团队，最短D2W时间(急性
心梗患者从入医院大门至导丝通过闭塞
血管的时间)仅11分钟，急危重胸痛患者
真正得到了及时、规范地诊治，大大降低
了死亡率、致残率，明显改善了患者的预
后及生活质量。

凝心聚力图发展，不忘初心，用心“护
心”。未来，济南市第七人民医院心内科将
继续秉承医者仁心，进一步优化流程与技
术，打造更加快速、及时、准确、有效的胸
痛患者救治体系，为百姓健康做出更好的
服务。

济南市第七人民医院心内科

与生死竞速，屡创护“心”奇迹
在济南市第七人民

医院心内科，医疗团队
凭借着患者至上的职业
理念以及过硬的诊疗技
术，不断向“生命禁区”
发起挑战，创造出一个
个“心”奇迹。近几年，济
南市第七人民医院乘着
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快
车，实现了一个又一个

“突破”，为众多患者赢
得了延续生命的机会。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赵洪涛

11月25日，由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
工业协会主办，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济南市人
民政府承办的2023中国香料香精化妆
品行业年会暨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济南
开幕。

大会以“创新、绿色、开放”为主
题，来自香料香精化妆品领域专家，欧
莱雅、珀莱雅、上海家化、华熙生物等
重点化妆品企业的企业家，欧洲化妆
品协会、韩国化妆品协会等国际协会
组织代表等600余人齐聚山东、相约泉
城、共话发展。

会议指出，近年来，山东以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总抓手，
扎实开展十大创新、十大扩需求、十强
产业“三个十大”行动，经济运行保持
稳中向好、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同
时，将香料香精和化妆品产业作为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重要内容，深入实
施“美妆山东”计划，加快布局“美丽经
济”新赛道，全力打造“北方美谷”。

目前，山东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透
明质酸、海藻酸盐生产研发基地和国
内最大的牡丹、玫瑰种植与深加工基
地，培育了一批知名企业和一系列知
名畅销产品，已成为全国第二大化妆
品消费市场和化妆品产业最具发展潜
力省份之一。山东将进一步强化政策

扶持，聚焦企业关切和利益诉求，支持
企业做大做强、推动产业聚集发展；加
强化妆品行业源头创新体系建设，加
速化妆品领域关键技术突破和成果转
化；加快完善化妆品领域知识产权保
护、市场准入等制度机制，大力提升科
学监管理念，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
政务服务。

开幕式上，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与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产业规
划、政策、标准、技术、人才等方面，在
化妆品监管、创新发展等方面开展深
入合作，提升化妆品安全治理能力，加
力提速化妆品产业，助力山东省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开幕式还设置主题
报告环节，邀请多名行业专家就香化
行业发展、行业消费动能等作报告，并
举办中国香化行业四十年系列活动启
动仪式。

据悉，本次行业年会是中国香化
协会十多年来首次由北方省份举办，
持续至27日，先后举办系列主题报告、
产业园区推介、行业信息发布会、新技
术新业态发展论坛、国际日用香料香
精安全性研讨会、香化行业可持续发
展论坛、第十二届国际化妆品高层论
坛、第十七届中国香料香精高层论坛、
中日韩协会间交流活动、香化行业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等平行会议，
聚焦行业关注热点展开研讨，共同助
力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3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行业年会

暨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济南开幕

记者 焦守广
通讯员 赵梅

11月16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济
南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团队成功为一名66岁
帕金森病患者植入全球最新款智能可感知
脑起搏器PerceptTMPC。据悉，这是山东省
首例智能可感知脑起搏器的临床应用。

患者是一名66岁女性，7年前开始出
现左侧肢体僵硬和走路拖步等症状，在当
地医院诊断为帕金森病，并开始接受抗帕
金森病的药物治疗。最初，患者通过服药
可以较好地控制病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药效逐渐减退，病情不断加重，出现四
肢抖动、行走拖拽、小碎步等症状，严重影
响生活。11月12日，患者慕名来到首都医
科大学宣武医院济南医院，希望能通过更
好的方法控制病情，提高生活质量。

16日，医生在手术中将两个刺激电极
精准植入患者的双侧丘脑底核，将智能脉

冲刺激器埋于胸前。手术后，医生通过智
能医生程控仪为患者体内的脑起搏器开
启了感知功能。传统的脉冲刺激器是单向
的刺激治疗，但智能可感知刺激器可以精
准捕捉到患者大脑内的特定电信号，在进
行治疗的同时，可以通过采集到的数据进
行分析和解读，实施针对性地调控或调整
药物治疗措施，更好地改善患者症状。此
外，智能可感知脑起搏器可同时兼容3 . 0T
和1 . 5T全身核磁安全扫描，免除了患者术
后传统核磁检查容易造成副作用的担忧。

据了解，脑深部电刺激(DBS)术，俗称
“脑起搏器”治疗，自发明迄今30余年，全
球已有约30万患者接受了治疗，已日趋广
泛地应用于包括帕金森病、原发性震颤、
肌张力障碍、癫痫、精神疾病等在内的多
种功能性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智能可感
知脑起搏器在向脑内发出电刺激之外，能
够记录到脑内深部核团的电信号，使得神
经调控治疗更趋智能化、个体化。

山东省首例！宣武医院济南医院

完成智能可感知脑起搏器植入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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