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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鸿鹏 通讯员 小呜
近日，福建省泉州市第一医院

成功为一名帕金森病患者实施省
内首例国产方向性电极系统脑深
部电刺激术（DBS），标志着福建省
帕金森病治疗领域实现重要突破。

今年50岁的谢女士在六年前
出现了左侧肢体不自主抖动症状，
静止、紧张或激动时表现尤为明
显，并伴有行动迟缓、左上肢僵硬
及步态不稳等症状，被确诊为帕金
森病，经规范治疗后病情得到有效

控制。
然而近一年来，谢女士的病情

持续加重，双上肢僵硬、抖动症状
明显、行走困难加剧甚至需依靠拐
杖辅助，于是再次前往泉州市第一
医院就诊。

神经内科主任蔡江萍对谢女
士进行全面评估，确诊为帕金森病
HY2.5期，随即联系神经外科主任
张晋宁、功能神经外科亚专业蔡紫
峰副主任医师开展多学科会诊。
专家组确认谢女士符合DBS手术

条件，并决定采用国产方向性电极
系统为患者实施治疗。

据蔡紫峰介绍，方向性电极是
一种用于脑深部电刺激治疗中的
特殊类型电极。其最大特点是电
极表面能够产生定向的电流，将电
流集中在特定的脑区。这使得电
流的分布更加精确，减少对周围正
常组织的影响，从而提高治疗的准
确性和效果。

术后不久，谢女士成功完成脑
起搏器调控开机。

“方向性电极的手术方法与传
统电极的主要区别在于术后的程
控更加精准，也更加复杂，需要患
者具有较高的认知和更强的耐心
配合度，同时，对医生的神经解剖、
空间结构等方面能力要求更高。”
蔡紫峰表示。

作为福建省首例国产方向性电
极系统DBS手术的成功案例，该项
目不仅为帕金森病患者开辟了新的
治疗路径，也为省内神经外科领域
的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3 月 16 日，福州大学附属省
立医院器官移植多学科团队成功
实施了四项高难度将基因编辑猪
器官移植到猴体内的异种器官移
植手术。

其中，心肾双器官联合移植术、
胰腺移植术经检索国内外文献未见
报道，属率先开展。同期进行的还
包括肝肾双器官联合移植术、肺移
植术等，均取得成功，涉及心脏、肝
脏、肾脏、胰腺、肺等5个器官。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 3 月 21
日，两例双器官异种联合移植术后
的受体猴已存活超过120小时，刷
新了多项国内外纪录，在异种移植
研究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省立医院副院长、心脏大血管
外科吴锡阶教授，泌尿外科叶烈夫
主任带领团队，完成基因编辑猪-
猴心肾异种移植临床前动物实验，
截至 3 月 21 日，受体猴已存活超
120小时且状态良好，提供了心肾
异种联合移植的突破性范例。

省立医院肝胆胰外科田毅峰
主任团队成功实施基因编辑猪-
猴胰腺异种移植临床前动物实验，
术后受体猴存活24小时，为胰腺
分泌功能缺陷治疗开辟新路径。

省立医院肝胆胰外科严茂林教
授与泌尿外科叶烈夫主任团队完成
基因编辑猪-猴肝肾异种移植临床
前动物实验，截至3月21日，受体猴
已存活超120小时且状态良好。

省立医院胸外科潘小杰主任
团队完成基因编辑猪-猴单肺异
种原位移植临床前动物实验，受
体猴术后存活达10小时，为后续
肺移植研究奠定重要基础，为未
来跨物种肺移植的临床应用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技术储备。

此次参与的团队涵盖省立医院
心脏大血管外科、肝胆胰外科、泌尿
外科、胸外科、重症医学科、麻醉科、
超声科、手术室、护理、学科建设部
以及临床医学实验研究中心等多个
学科50余人。各学科专家默契配

合，成功攻克重重难关，让四例异种
移植实验手术均顺利完成。此次采
用的基因编辑猪，由四川中科奥格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敲除了多
个引发异种排斥反应的关键基因，
并转入了多种保护基因，结合免疫
抑制方案，通过高超的手术技术使
异种器官联合移植成为可能。

高水平研究型医院建设需要
高质量医学创新，异种器官移植
作为国际生物医学前沿技术，正
成为缓解全球器官供需矛盾的重
要突破口。

近年来，异种移植在国内外
取得了显著的研究进展，已开展
多例临床试验，部分患者术后存
活超数月；国内团队在基因编辑
猪用于非人灵长类心脏移植实验
方面不断突破，延长了受体的存
活时间。省立医院开展异种移植
手术实验，旨在探索新途径，优化
技术与方案，为临床应用奠基。

（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本报记者 林颖
“昨天还算不了一百以内

的加减法，今天就能算出来。
早上谁来看过我，我也记得很
清楚！太感谢医生了！”说这
话的，是被阿尔茨海默病（俗
称“老年痴呆”）折磨多年的张
阿姨。

近两年来，张阿姨的短期
记忆严重衰退，严重影响她和
家人的生活。不久前，他们找
到了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
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陈春美
教授团队。陈春美教授联合
多学科专家组成 MDT 团队，
为张阿姨量身定制了个性化
治疗方案。3 月 19 日，陈春美
教授带领团队成员为张阿姨
实施了双路颈深淋巴静脉吻
合手术。医疗团队在显微镜
下，将数根比头发丝还细的淋
巴管和淋巴结，精准地吻合到
颈深静脉，成功重建了脑淋巴
代谢通路。

手术后第一天查房，张阿
姨的记忆力和计算能力就明显提高，
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据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
民医院神经外科叶忠兴副主任医师
介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中有
两种“捣乱”的异常蛋白质——β-
淀粉样蛋白和 tau 蛋白。而大脑中
的淋巴系统，本应像清洁工一样，清
除 β-淀粉样蛋白等代谢废物。可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淋巴系统功能下
降，脑中“垃圾”会越堆越多，加速病
情发展。

“双路颈深淋巴静脉吻合手术这
种创新手术的原理，就是通过连接淋
巴管与静脉，改善淋巴液回流，加速
大脑‘垃圾’的清除，从而干预阿尔茨
海默病的进程。”叶忠兴解释说。

目前，该手术主要适用于早中期患
者，具有微创、风险小的特点，术后患者
颈部仅留4厘米左右疤痕。随着它在国
内的逐步推广，有望帮助更多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重获清晰记忆与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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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鸿鹏
通讯员 吕培聪

67岁的何女士（化名）患有原
发性血小板增多症，长期服用“羟
基脲”，导致回盲肠末段溃疡反复
发作，历经多次误诊后，最终在福
建卫生报健康大使、泉州市第一
医院感染病科余雪平博士团队的
帮助下，确诊为罕见的羟基脲相
关并发症。

目前全球仅报道过4例同类
病例，此病例为第5例，对提升临
床医生鉴别诊断能力具有重要价
值。近日，这例罕见药物不良反应
病 例 报 告 在 国 际 期 刊《World
Journal of Clinical Cases》上发表。

2011 年 8 月，何女士被诊断
为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此后长
期规律服用“羟基脲”，一周两
次。2016年至2021年间，何女士
多次因腹痛辗转多家医院就医，

病情无改善。
最后，何女士转至泉州市第

一医院感染病科。医生注意到，

何女士发热时间线刚好与她一周
两次口服“羟基脲”的时间相吻
合。同时，她还出现了口腔溃疡
及皮肤干燥症状。

经过反复查阅大量资料，并
分析何女士此前的病情，余雪平
博士团队与医院血液科、消化内
科等多学科进行讨论后，考虑其
发热、盲肠溃疡及皮肤表现等症
状是由服用“羟基脲”所致。随即
建议何女士暂停服用羟基脲，并
对其他症状进行相应处理。

不久后，何女士发热、腹痛、
口腔溃疡及皮肤干燥等症状均明
显好转。半年之后复查肠镜，提
示何女士回盲部溃疡明显缩小，
且没有腹痛等不适症状。

目前，余雪平博士团队正进
一步探索羟基脲致肠道损伤的分
子机制，以期为精准诊疗提供依
据。

福建首例！国产医疗“黑科技”落地泉州市第一医院

刷新国内外纪录！
省立医院完成猪-猴多器官联合移植

全球仅五例！泉州医生发现罕见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