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血液科主任

多发性骨髓瘤是浆细胞恶变
引起的恶性肿瘤，也是第二常见
的血液系统肿瘤。在西方国家，
每年每10万人中约4-6人发病，
是一个高年龄层高发的疾病，中
位发病年龄65岁。随着人口老龄
化趋势不断加深，势必导致患病
群体的占比增高，对人们的生命
和生活质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版上名医说
老年人群应重视多发性骨髓瘤

新报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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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科与环湖双剑合璧除顽疾
联合成功完成冠状动脉搭桥术+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据介绍，今年 66 岁的患者吴大
爷，因阵发性头痛到天津市环湖医院
就诊，通过检查发现患者患有冠状动
脉的多支病变，但同时必须接受颈动
脉内膜剥脱手术。这样的检查结果
让医生处于两难的地步。如果不处
理冠脉病变，在颈内动脉手术中，将
会面临巨大风险，甚至在围手术期出
现严重心肌梗塞。但如果先进行冠
脉搭桥手术，术中由于血压波动，同
样会因为颈动脉的严重狭窄，造成头
部缺血甚至脑梗塞的风险。

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天津市
胸科医院心脏外科与天津市环湖医
院神经外科，共同会诊商讨，最终决
定，同时为患者完成冠状动脉搭桥
和颈动脉内膜剥脱两个手术。此项
手术对术者、麻醉以及术后重症监
护都提出了巨大挑战。

3 月 13 日，吴大爷被收治入胸
科医院心血管外科。由胸科医院郭

志刚书记、姜楠主任、陈庆良主任等
组成的心外科团队和环湖医院佟小
光院长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以及胸
科医院韩建阁主任带领的麻醉团
队、吴振华主任带领的重症监护团
队，共同制定了周密的方案。环湖
医院专业团队将神经外科专用显微
外科镜运送至胸科医院杂交手术
间，并于术前完成调试。

3月15日8：30，手术正式开始。
先由佟小光院长主刀，剥离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之后缝合动脉切口，并通
过荧光造影的方式，检查颈动脉的通
畅情况。完成颈动脉手术后，再由郭
志刚书记进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持续5个多小时顺利结束。经复查，
双侧颈动脉通畅，冠脉桥血管通畅，
吴大爷手术取得圆满成功。

据了解，随着我国老龄化的进
程和饮食结构的改变，动脉粥样硬
化的患者越来越多。粥样硬化斑块

通常为全身血管多发，而心血管和
脑血管由于血管管径细、器官的需
血量大，最容易出现器官供血不足，
患者出现胸闷憋气、头晕头痛等症
状甚至心肌梗塞、脑梗塞等严重并
发症。既往的治疗中，通常通过冠
脉支架或搭桥，或颈部血管支架等
手术解决血管狭窄，但如果患者为
心脑血管同时病变，无论先行哪项
操作，都会使另一个器官面临巨大
风险。而此次胸科医院和环湖医院
的合作手术是一项里程碑式的进
展，将会令越来越多的中老年动脉
粥样硬化患者受益，并且随着两家
医院合作的加深，将培养出一支成
熟的心脑血管跨学科诊疗团队，涵
盖影像学、心内科、心外科、神经内
科、神经外科等多学科专家，从而大
幅提高本市心脑血管疾病的救治
率、治愈率。 新报记者解菁

图片由天津市胸科医院提供

4月9日上午，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血管外科联合超声科将举办“下肢静脉
曲张疾病”义诊活动。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血管外科专家
介绍，单纯性下肢静脉曲张是常见的外
周血管疾病，主要病因为静脉瓣膜功能
缺陷或功能不全，久站是其主要诱发因
素。从外观上来看，它常表现为扭扭曲
曲像蚯蚓一样的青筋突起，俗称“蚯蚓
腿”，到后期病情严重了也被叫做“老烂
腿”。在日常生活中下肢静脉曲张影响
的可不仅仅是美观，由于血液瘀滞，局部
营养障碍，患者病情会出现一系列的改
变，从早期的下肢酸胀感，到瘙痒、湿疹、
色素沉着、局部脂肪硬化，如患者仍不能
意识到病情的严重，延误就医可能会出
现溃疡乃至肢体坏死的情况。

据了解，4月9日上午8:00-12:00，
在门诊二楼C区内超声科诊区，超声科主
任医师丁建民、心脏科副主任医师吴鹏将
现场答疑解惑。让您可以了解到腿肿、腿
胀、腿部静脉迂曲可见，到底是不是静脉曲
张；久站久坐的高危人群如何预防及控制
下肢静脉曲张；做什么动作能增强肌泵的
作用，促进静脉回流；怎样做才标准？防治
静脉曲张神器“弹力袜”如何选择；如何穿
用；以及已经比较严重的静脉曲张究竟选
择何种治疗方式；消融治疗静脉曲张微创
效果等常见静脉曲张治疗问题的专业解
答，提供科学防治方法。 新报记者解菁

4月15日-21日是“第29届全国肿瘤
防治宣传周”。今年的宣传周将在天津启
动，中国抗癌协会、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
院、天津市抗癌协会将联合开展大型义
诊。专家讲科普、抗癌知识传递、CACA
指南进校园、CACA技术指南精读巡讲等
系列科普公益活动也将进行。“中国整合
肿瘤学大会（CCHIO）新闻发布会”将在同
期召开共论肿瘤学界前沿热点。

4月15日8:30-11:00，在天津市南
开区宾水道天津体育馆，来自天津医科大
学肿瘤医院、天津市抗癌协会牵头组织权
威肿瘤专家，由胸部肿瘤、乳腺肿瘤、头颈
部肿瘤、消化系统肿瘤、泌尿妇科肿瘤、淋
巴血液肿瘤、护理营养等30余个学科共
百余名专家，联合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
动，现场零距离答疑解惑，为群众带来科
学实用的防癌抗癌知识。市民可扫描文
末二维码参与。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充分运用互
联网+医疗健康的传播优势，为群众及时
提供方便快捷的健康咨询和就医服务，在
4月14-16日期间开展百名肿瘤专家互联
网医院线上义诊。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
院互联网医院“云诊室”即将启用，刷新权
威专家视频“面对面”问诊新模式。

此次线上义诊的具体参与方式：进
入“天津市肿瘤医院互联网医院”微信
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医服务”，
进入“互联网医院”，选择“专家咨询”，即
可通过图文、语音等方式咨询医生。免
费咨询不开具处方，不
提供电子病历。互联网
医 院 热 线 电 话 ：022-
23340123-5566。

新报记者解菁

记者：多发性骨髓瘤如何鉴别
诊断？

王亚非：多发性骨髓瘤发病缓
慢，初期多无明显症状，人们并不重
视。且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表现多
种多样，主要有贫血、骨痛、肾功能

不全、感染、出血、神经症状、高钙血
症、淀粉样变等。当出现其中一种
临床表现，都有可能是多发性骨髓
瘤的表现。这个病非常容易被误诊
和漏诊，一定要重视多发性骨髓瘤
的鉴别，提高对于多发性骨髓瘤诊
疗水平，使患者的诊断能够早期明
确，得到尽快的治疗。国外现在已
经有非常确凿的临床研究证实了，
早治疗会让疾病的平台期更长。特
别是对于60岁以上的高危人群，防
患于未然、早筛早诊至关重要。

记者：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能活
多久，治疗手段有哪些？

王亚非：多发性骨髓瘤目前仍
然是不能彻底治愈的恶性肿瘤，但
是随着每年新药的不断上市及应
用，目前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已经
明显提升，患者的生存期明显延长，
从过去的平均生存期三年，延长到
现在的五到七年，甚至存活时间可
以达到十年以上。目前临床上一线
治疗方案，都是包含蛋白酶体抑制
剂 和 免 疫 调 节 剂 的 方 案 ，另 外
CD38 单抗、XPO1 抑制剂、CART
的应用会让骨髓瘤患者有更多更
好的选择，从而延长生存时间。如
果适合自体干细胞移植的患者，一
定要做移植，可使疾病得到更深度
的缓解。

记者：多发性骨髓瘤必须要做
干细胞移植吗？

王亚非：临床上只要患者的身
体状况允许，建议所有的多发性骨
髓瘤患者都做自体干细胞移植。

一般 65 岁以下的患者都推荐一线
做移植巩固治疗。对于大于 65 岁
的患者，如果身体素质较好，能承
受治疗，也可以适当放宽年龄要
求。能不能移植主要由医生来做检
查和评估。临床上患者一般要先经
过 4-6 个周期的化疗，患者的病情
获得部分缓解甚至完全缓解之后，
再做移植。

记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怎么
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

王亚非：造血干细胞移植分为
自体干细胞移植和异体干细胞移
植。自体干细胞移植的第一步，把
病人自己体内的造血干细胞取出
来，这个过程叫做动员和采集。第
二步，预处理，简单来说就是进行一
个大剂量的化疗，清除体内残存的
恶性造血细胞。第三步，再把之前
取出来的干细胞回输到体内，从而
恢复造血系统。

记者：移植治疗的过程痛苦吗？
王亚非：自体干细胞移植本质

上是一次超大剂量的化疗，其痛苦
程度与化疗差不多，副作用主要是
容易出现胃肠道不适，以及感染、出
血等。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临床
上处理这些并发症的经验越来越
多，因此，这些并发症对人体的影响
会逐渐降低。移植相关的死亡率理
论上不超过5%，实际上在专业的移
植中心，自体干细胞移植的相关死
亡率低于1%。因此，患者不必过度
担心。

新报记者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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