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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由厦门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肝胆胰血管外科（肝移植
科）、儿科、儿外科联合牵头，闽西
南第一届儿童肝病多学科诊治高
峰论坛暨儿童肝病一体化诊疗联
盟、儿童移植专项基金成立研讨会
成功举办。此次一体化诊疗联盟
的成立，将推动闽西南乃至整个福
建省儿童肝病诊疗体系和治疗手
段的完善与完整闭环的形成，使更
多需要帮助的患儿能够就近得到
及时救助。

多学科联合发起
在小儿肝病救治上形成闭环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

胰血管外科（肝移植科）学科带头

人姜楠主任介绍，我国终末期肝病

患儿基数大，每年有 6000~8000 例

患儿需要进行肝移植挽救生命，但

仅有 20%患儿可顺利换肝，欧美国

家这一比例却高达 50%。导致我

国儿童换肝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一

是由于肝移植费用昂贵，许多患儿

家庭难以承担；二是由于我国开展

儿童肝移植的医院不足，患儿“看

病难”。为此，由厦门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肝胆胰血管外科（肝移植

科）、儿科、儿外科发起，同时联合

闽西南地区儿科的龙头单位，成立

儿童肝病一体化诊疗联盟和儿童

肝移植专项基金。

姜楠说，联盟最大优势是在肝

病治疗技术上形成完整闭环。联

盟成立后将以“协同发展、质量趋

同、分工合作、多方共赢”为宗旨，

在医疗服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

和科室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

提升联盟专科整体诊疗质量和水

平。而儿童移植专项基金的成立，

旨在为需要肝移植的患儿家庭提

供医保之外的全额报销，减少经济

负担。

整合优质医疗资源
让患儿的家庭看到新希望

厦门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负

责人陈兰、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院长张福星亲临现场，见证儿童

肝病一体化诊治联盟成立及儿童

肝移植专项基金的推出，并致予寄

语。

陈兰表示，厦门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是闽西南规模最大的三级甲

等综合性医院，是福建省首批具有

肝移植资质单位，此次高峰论坛加

强了各医院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共

同探讨儿童肝病的多学科诊疗模

式，一体化诊疗联盟和儿童移植专

项基金成立将会为更多的患儿带

来健康福祉。

张福星表示，儿童肝病一体化

诊疗联盟的设立打破了不同学科

间的隔阂，通过与本省市各大儿科

中心建立合作关系，促进多县市、

不同层级医院、各个科室之间的交

流与协作，整合优质医疗资源，为

患儿提供一站式服务。儿童肝移

植专项基金（新肝宝贝计划）的推

出，将为符合条件的儿童终末期肝

病患儿提供公益性免费肝移植手

术，使得本地患儿不必远赴外地，

就能通过肝移植手术得到救治。

这让深陷疾病折磨的终末期儿童

肝病家庭看到了新的希望，不用再

因高额诊疗费用及奔波而困苦。

该联盟含来自福建省内各县

市从事儿童肝病相关的医院、学科

共计 25 个单位。在联盟成员授牌

仪式及儿童肝移植专项基金授牌

后，本次论坛开展了围绕着“儿童

肝移植、先天性胆道闭锁临床治

疗、儿童遗传代谢病、儿童急性肝

衰竭的血液净化治疗”四大板块，

针对诊疗过程中的“难点、疑点及

热点”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讨论。

（廖小勇 陈雯 李欣）

打破区域救治限制 促进医疗资源共享
闽西南儿童肝病一体化诊疗联盟、儿童移植专项基金成立

厦大附属第一医院新肝宝贝专项基金厦大附属第一医院新肝宝贝专项基金

与会领导共同见证一体化诊疗联盟和专项基金成立与会领导共同见证一体化诊疗联盟和专项基金成立

患者进行术中磁共振扫描患者进行术中磁共振扫描

□本报记者 陈坤
近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协和医院心内科陈良龙教授团

队为小张进行了人生的第二次

重要手术：利用导管，为他进行

肺动脉瓣置换，手术成

功。医生介绍，这也是

福建省首例经导管肺动

脉瓣置换术。

22 年前，小张刚出

生时就接受了人生的一

次大手术——当时他被

诊断为法洛氏四联症，

接 受 了 手 术 。 命 保 住

了，会有后遗症的。

9 个月前，23 岁的小张出

现活动后气促的情况，找到福

医协和医院心内科陈良龙教

授，被确诊为重度肺动脉瓣关

闭不全，并已出现心功能受损。

近日，心血管内科陈良龙

教授带领心脏瓣膜病团队方军

教授以及蔡炜博士、孙旭东主

任医师等，联合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冯沅教授，应用经导管人

工肺动脉瓣膜系统，成功为小

张实施福建省首例经导管肺动

脉瓣置换术，手术 2 小时，1 天

后下地活动。术后心脏超声显

示，人工肺动脉瓣位置及功能

正常，无明显关闭不全及瓣周

漏。5天后顺利出院。

据了解，经导管肺动脉瓣置

换术是一种不开胸经血管介入

治疗。在大腿根部的静脉血管

穿刺，穿刺点仅8毫米。在X线

和心脏超声引导下，送入装载

有人工肺动脉瓣膜的支架，在

肺动脉处释放，达到不开胸置

换原有病变肺动脉瓣的目的。

□本报记者 刘伟芳
通讯员 蔡嘉伟 张远清 夏雨晴

长在脑深部的复发胶质瘤，化疗效

果不好，开颅手术又风险极大，怎么办？

近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康德智教授团队突围“卡脖子”技

术，在福建省内率先完成深部脑胶质

瘤的磁共振引导激光间质消融手术，

为患者带来了不需要开颅的新疗法。

40岁的苏女士（化姓）是一名脑胶

质瘤患者，4 年期间在当地医院做了 2

次左额叶胶质瘤手术以及放化疗。然

而在最近一次复查中，发现肿瘤又复

发了，复发位置在对侧脑深部。

苏女士家属通过临床试验的招募信

息，找到了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神经外科康德智教授带

领的胶质瘤诊疗团队。

在康德智教授、神经

外科主任林元相教授指

导下，神经外科薛毅辉主

任医师、吴赞艺副教授及

手术中心麻醉、护理团队

为苏女士进行了 LITT激光消融手术。

手术切口仅不到 1cm，苏女士术

后恢复良好，没有新增加任何神经功

能损伤，术后第二天即可下床行走。

链接 什么是LITT？
LITT是一种在国外已相对成熟的微

创手术技术，用于治疗脑肿瘤、癫痫、放射
性坏死等疾病。但该技术一直处于“卡脖
子”阶段，未能引进国内。2022年，由北京
宣武医院牵头的该项目临床试验启动，对
该技术进行了突破，福医附一医院是全国

仅有的5家参与单位之一。
LITT 全称磁共振引

导激光间质热疗，是通过
立体定向技术将激光光
纤植入颅内病灶，并在磁
共振实时监测下进行可
控的病灶消融，主要用于
脑肿瘤、难治性癫痫、放
射性脑坏死的治疗。

通过8毫米穿刺点 经导管置换肺动脉瓣
不需要开颅的新疗法

吴赞艺副教授带领团吴赞艺副教授带领团

队精准植入射频消融光纤队精准植入射频消融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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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龙教授团队陈良龙教授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