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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健康A08

□洛报融媒记者 崔宏远 通讯员 肖利珍 张
静 文/图

几天前，突如其来的胸痛让40岁的熊科

（化名）几近丧命。

明确主动脉夹层的诊断后，河南科技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简称河科大一附院）心脏大血

管外科医护团队迅速开展紧急手术，在深低温

停循环脑保护技术的支持下，历时9个小时，

用人工血管替换破损主动脉，将他从鬼门关拉

了回来。

一次突如其来的胸痛，他遭遇生死劫

那天早上，熊科突然觉得胸痛、头晕，眼前

发黑，牙齿也隐隐作痛。症状来得急去得也

快，大约10分钟后，他的视线逐渐清晰，身体

也恢复了正常。他简单地归因于疲劳，继续

日常工作。然而，就在下午，类似的症状卷土

重来，持续时间更长、更加剧烈，他这才慌了

神儿。

在医院急诊科，医生初步怀疑是急性冠脉

综合征，一种多与心肌梗死相关的病症。不

过，在进一步的主动脉CT检查结果出来后，医

生们愕然发现，情况远比预想中复杂：不是心

肌梗死，而是主动脉夹层！这种致命的大血管

疾病会导致主动脉壁撕裂，如果血液继续在夹

层中渗流，血管破裂大出血会危及生命。

9小时手术，脑保护与血管更换的
生死博弈

对于主动脉夹层这种“隐形杀手”，手术是

唯一的生存机会。

该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学科带头人、特聘专

家王胜洵带领手术团队迅速决策，决定在深低

温停循环脑保护技术支持下，将熊科的体温降

至25℃左右，利用低温降低身体的氧耗，同时

给脑部灌注血液保证大脑的供血供氧，进而争

取到关键的30分钟至60分钟操作时间，完成

主动脉夹层手术。

手术第一助手、主治医师翟少锋告诉记

者，熊科的主动脉夹层波及广泛，由升主动脉

到主动脉弓上发出的三支通往脑部的大动脉

血管几乎全部撕裂，而切除主动脉弓并吻合人

造血管，一般需要40分钟。“我们必须争分夺

秒，要不然，就算心脏手术成功了，也可能导致

患者脑梗或成为植物人的风险骤升。”

手术中的每一秒都处于拉锯状态。王胜

洵带领团队以极高的配合度和精确度，游离出

每一段破损血管，迅速清理掉撕裂的破损血

管，将人工血管精准植入到各位置上完成血管

的更换……历时9个小时，医护团队终于长出

一口气——手术顺利完成。

目前，熊科状态良好，已进入后期康复

阶段。

生活方式的隐秘代价，作息不规律
要当心这种病

事实上，熊科这次的病变并非偶然。

王胜洵表示，主动脉夹层高发于中青年人

群和马方综合征罕见病患者，同时好发于秋冬

季节交替时节，高危因素之一是高血压，熊科

的长年熬夜、抽烟、喝酒等诸多不健康习惯，都

可能是引发这次危机的根源。

王胜洵特别提醒，熊科是幸运的，由于年

龄不大，血管的韧性较强，手术团队技术娴熟，

这才闯过了这场劫难。如果患者年龄较大，血

管壁韧性差，一旦撕裂，往往在短时间内导致

死亡，“毫无疑问，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对生

命至关重要”。

40岁男子突发胸痛命悬一线，9小时手术成功“拆弹”

黑色素瘤又上“热门”，其实不必谈“黑”色变

王胜洵团队为患者手术

□洛报融媒记者 崔宏远 通讯员 牛然

近日，一个关于“女子因脚底黑痣住院”的

短视频引起大家关注。这两年，关于黑色素瘤

的话题时常成为“热门”，在引发关注的同时，

也让一些人感到焦虑。

我市相关医院医生认为，不必因流量视频

而惊慌，多数黑痣是良性的，对照相关信息可自

查，心里没底儿时更要科学应对。

视频还原
脚底黑痣要命，网友经历引热议

原视频作者回忆，她的朋友最初发现脚底

有一颗略大于米粒的小黑痣，没有疼痛、发炎

等症状，一直未重视，直到黑点逐渐扩大、颜色

变深，去就医时被确诊为黑色素瘤。然而，此

时已是晚期，尽管采取了治疗措施，依然未能

挽回生命。

“我脚底也有一颗黑痣，会不会也有问

题？”该作者说，最后，为了保险起见，她进行预

防性切除。

该视频发布后引发众多网友热议，从不少

人跟评内容可以看出，人们对身上的黑痣到底

有无隐患而感到焦虑。

专家解读
多数黑痣为良性，五步自查识别高危痣

河科大二附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居兴刚

直言：“大多数黑痣是良性的，但部分黑痣，尤

其是发生在脚底、手掌等部位的黑痣，长期受

到摩擦和刺激，可能有恶变风险。”

居兴刚进一步解释，黑色素瘤是皮肤癌中

致命的一种，发病率低但恶性程度极高，“一旦

确诊是黑色素瘤晚期，治愈率非常低，但如果

能在早期发现并切除，5年生存率很高”。

居兴刚介绍了“ABCDE法则”，可通过五

步自查识别高危痣——

A（不对称）：良性痣通常对称，恶性痣常

呈不规则形状。

B（边缘）：健康的痣边缘应光滑，如果痣

边缘模糊或呈锯齿状，需要警惕。

C（颜色）：痣的颜色应均匀，如果痣呈现多

种颜色，尤其是黑、棕、蓝、红混合，建议尽快就医。

D（直径）：痣的直径超过6毫米，即使没有

其他症状，也应关注。

E（变化）：任何痣若出现变化，无论是形

状、颜色，还是突然出血，都可能是危险信号。

“这些自查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尽早发现潜

在问题，如果有疑问，要及时去医院检查。”居

兴刚说。

特别提醒
隐秘部位定期查，这些皮肤异常要注意

居兴刚建议，定期自我检查和日常防护至

关重要，特别是那些不易察觉的部位，如脚底、

手掌和指甲下，需要定期仔细检查。

在采访中，居兴刚还提到了其他常见的皮

肤病变，同样可能隐藏风险。

脂溢性角化症：一种常见的皮肤增生，通

常出现在老年人身上，表现为黑色或棕色斑

块。其大多数是良性的，但有时外观与黑色素

瘤相似，需要医生进一步鉴别。

日光性角化症：多见于长期暴露在阳光下

的皮肤，表现为粗糙的鳞片状病变。虽然开始

时是良性，但它多是皮肤癌的前兆，需要定期

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