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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瘤患者想推荐滨医烟台附院院长杨军为“烟台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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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9日讯 (记者 宋
佳) “我们一家3口人强烈推荐
滨医烟台附院院长杨军。”近
日，市民于仁修致电本报，电话
里颤动的声音表露出他内心的
激动。就在10多天以前，他还因
为脑瘤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
现在已经可以正常生活了，一
切要感谢杨大夫。

今年62岁的于仁修刚退休
不久，好不容易可以安享晚年
了，没想到竟然查出左脑有鹅
蛋大小的肿瘤，这对他们幸福
的一家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接下来，一家人踏上漫漫的寻
医路。一家3口人走遍了北京、
上海等地的顶尖医院，医生们
均不敢下刀。“左脑是人体的功

能脑，手术中稍有不慎，很可能
影响语言、肢体等功能。”妻子
王女士说，希望一次次燃起又
一次次破灭。

也就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于仁修的肿瘤很快发展到让他
无法行走的程度，并时不时地开
始说胡话。几乎走遍了国内顶尖
神经外科医院的一家人绝望地
返回牟平，于仁修也自暴自弃，
开始考虑“后事”。

“四处打听听人介绍，滨医
烟台附院院长杨军是国内神经
外科的几位少有的专家之一。”
王女士再次看到了希望，赶紧
到医院找到了杨军。在详细了
解完病情后，杨军说，“这个手
术我可以做，虽然有风险，但不

算最难的。”
王女士都不敢相信自己的

耳朵，“当时有些怀疑，北京、上
海的专家都没办法，烟台的医生
能行吗？”王女士犹豫了，当天回
家宣布了这个消息。到底做不做
手术，全家人的分歧很大，这一
幕家庭研讨会就这样定格在于
仁修昏迷前的脑海里。

眼看丈夫昏迷不醒，病情再
次恶化，王女士决定搏一搏。最
后，经过杨军2个小时的手术，于
仁修被推出了病房。“术后第3

天，看着丈夫张开眼睛的那一
刻，我泪流满面。”王女士说，现
在，丈夫已经出院，在其他医院
接受放化疗，手术没有留下任何
后遗症。于仁修的儿子于才也是

满心感激。
“多亏杨大夫，让我活了下

来。”于仁修激动地告诉记者，感
谢有“寻找烟台名医”栏目，让他
有机会说出内心的感激，也希望
更多患者能看到杨大夫的高明
医术，在今后的求医途中就少走

“冤枉路”。
为更进一步服务在烟市

民，行大医之善，为贫困患者提
供医疗服务，12月5日，本报“名
医爱心联盟”正式成立。杨军院
长不仅医术高明，在了解本报

“名医爱心联盟”的意义后，他
当即决定加入该联盟，解决了
联盟里神经外科方面名医的欠
缺，名医队伍里又增加了一位

“实力派”。

寻找烟台名医

11月27日起，本报开通《寻
找烟台名医》栏目，并在全市公
立医院范围内寻找烟台名医。目
前推荐情况踊跃，欢迎市民和读
者继续发送短信至15063831079，
将自己认识的“名医”推荐给我
们，医院、医生可以自荐。

从从医医2200余余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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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医术>>

挑战世界性难题，成功实施脑干手术

相比大脑，人体最脆弱
的组织是位于颅底的脑干，

它的主要功能是控制人体呼
吸、心跳、血压等，稍有刺激便可

能立即致死。
越是危险，越需要勇气。几年

前，一位40多岁的内蒙古患者患有
世界罕见的延髓-颈髓巨大室管
膜瘤，也就是只有拇指大小的脑干
组织里包着一个小手指大小的肿
瘤，手术是该患者活下来的唯一希
望。但脑干很脆弱，经受不了外界
刺激。这位患者需要将脑干中央的

肿瘤剖出，手术中脑干部位受到刺
激是必然的，风险可想而知。

“这个手术是真的不敢做，包
括我在内。”杨军说，手术需要将脑
干切割开，又要求不伤及机体功
能，下刀力度要拿捏得丝毫不差。
即便成功剖开脑干组织，分离脑干
和肿瘤也不敢保证不伤害到正常
组织。

看到家属的坚持和乞求，杨军
最终决定冒险手术。手术过程需要
保留患者呼吸，以便观察手术是否
对患者呼吸功能造成影响。“手术

过程中3度呼吸骤停，
有时1分钟的呼吸只有两
三次。”杨军回忆说，他多次
停下手术刀，评估对患者的机
体伤害……最终，经过6个小时的
手术，成功将肿瘤分离出来，也成
功挑战了世界性的难题。

杨军认为自己是个有挑战精
神的人，不到最后一刻决不轻易
放弃任何一个患者。就这样，年复
一年，在他从医的20多年中，平均
每年要做500台神经外科手术，绝
大多数都是疑难复杂的手术。

7日下午2点多，刚送走几波
患者，又一波患者家属站在了杨
军的办公室门外，恳请他“出手”
相助。

杨军为患者做的手术不胜枚
举，但值得一提的是，多数手术后他
会再多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分离患者

自身的筋膜修补、固定手术部位，因
为这能为患者减少不少费用。

“不少医生图方便多采用人
工筋膜，杯口大的人工筋膜就要
四五千块钱，这相当于多数人一
个月的工资。”杨军说。采用患者
自体筋膜有排异反应小、愈合速

度快、减轻经济负担等好处。但是
不少医生不愿采用人工筋膜的原
因是，分离麻烦，至少需要半个小
时，技术要求还高。“手术中为患
者省钱了，虽说患者并不知道，但
出于良心，还是能省就给患者省
了。”杨军说。

他的关怀>>

为减轻患者负担，不使用人工筋膜

他的努力>>

2年研究40多个尸头，刀法精细如“绣花”
在杨军幼年时的记忆里，

母亲身体一直欠佳，幼年的他
便萌生了当医生的念头。成年
后，通过努力，他考入山东大学
医学院主修神经外科。

工作了几年后，杨军发
现自己的医术需要进一步
深造，经一番奋斗，他又先
后考取了研究生、博士、博
士后，并争取出国留学。

“当年师从国内神经外

科创始人及开拓者、著名神经
外科专家王忠诚院士和著名神
经外科专家张庆林教授，是目
前最宝贵的一段经历。”杨军回
忆说，他认为，要学就学最复
杂、最危险的手术。“王忠诚老
师在了解我的想法后，让我潜
心埋在研究室里解剖、研究尸
头。”当时研究室条件很苦，都
是四处漏风的板房，因为解剖、
研究的尸头都是经过福尔马林

浸泡的，不仅味道刺鼻，有时眼
睛都被刺激得泪流不止。

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
下，杨军用了2年时间，解剖、研
究了40多个尸头，为他现在细
腻的手术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人的大脑就像是豆腐，软
绵绵的，每一刀用多大力道都
很有讲究。”杨军说，同门师兄
弟曾形容他的手术感觉像是

“绣花”，力道精准，分毫不差。

杨军，滨医烟台附院院长，
主要进行颅底病变及脑胶质
瘤、脑血管等神经外科疾病的
基础与临床研究，开展了具有
一定创新的高、精、尖的手术工
作，手术技术与疗效达国内领
先水平，形成具有国内外领先
优势的专业特色，较好地完成
各项医疗任务。

兼职中华中青年神经外科
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
中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神经肿
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
北京市神经外科分会委员、北京
市神经外科专家委员会委员、中
国医学装备协会专家数据库专
家、首都卫生行业发展科研专项
专家、北京市高级卫生专业技术
评审专家、北京市科技专业评审
专家等。在国内外发表交流神经
外科文章100余篇，其中第一作
者和通讯作者文章在中华级杂
志发表30余篇及省，部级杂志50

余篇，SCI文章6篇，第一作者及
通讯作者4篇，参与编写著作、译
文8部。参加和承担了10余项科
研课题，获科技成果奖9项，第一
位受奖者4项，其中1项获省部级
二等奖。

莱州供电

主动服务

返乡农民工

本报讯(通讯员 赵冬) 随
着元旦和春节的日益临近，莱州
市供电公司推出了“登门送服
务、登门解难题、登门送安全”服
务活动，为返乡农民工及时提供
上门用电服务，确保返乡农民工
安全可靠用电。

杨军平均每年要做500多台神经外科手术。 本报记者 宋佳 摄

人物小传

神经外科手术中属颅底手术最见真功，医生指尖每一
个细微的颤抖都可能割断细如发丝的神经和血管，而每一条
细小的神经和血管又关乎呼吸、心跳、语言等功能。没有高精
尖的设备，使用的仍然是最原始的手术工具。杨军就凭借手
中最原始的手术工具、精准的力道，成功做成了一台又一台
颅底手术。同门师兄弟更是常用“绣花”来形容杨军手术时的
精细程度。

杨军(左)在病
房与团队医生研
究CT片。 本报
记者 宋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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