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获“心”生！
烟台毓璜顶医院心外科二病区成功抢救
极危重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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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通讯员 李成修 崔方荣 姜宗延 摄影报道
“我父亲的命是烟台毓璜顶医院救的，这份恩情一辈子不敢忘！”近日，烟台毓璜

顶医院心外科二病区成功抢救了一位极危重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抱着从
死神手中硬“夺”回来的亲人，患者家属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对于心肌梗死合并心源
性休克的病人，医生的每一个判断与操作都会直接影响患者的生与死。面对前所未
有的压力与复杂局面，心外科二病区的医护人员迎难而上，敢于亮剑，用过硬的技术
与高尚的医德再次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
导师，烟台毓璜顶医院心外科副主任，
主持心外科二病区工作。兼任山东省

医学会心血管外科副主任委员，烟台市
医学会心血管外科主任委员，山东省医
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常委，山东省胸痛学
会心脏大血管外科副主任委员，山东省
康复医学会心血管外科副主任委员。

1995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临
床医学系，主要从事成人心脏外科工
作。着重发展胸腔镜心脏外科技术、
全超声引导下的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
疗以及人工心脏和心脏移植治疗重症
心力衰竭相关技术。主刀及参与完成
心脏瓣膜病、冠心病、先天性心脏病、
主动脉夹层等心脏疾病救治手术近
5000例。完成课题研究4项，发表SCI
收录文章4篇。

“田主任，你们辛苦啦，感谢，感
谢！”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患者出院时
郑重地向田茂洲、邹广美团队表示感
谢。面对康复的患者，作为心外科权
威专家的田茂洲认为挽救患者生命是
医生的天职，而拥有挽救患者的能力
更是医生的骄傲与责任。

“我们复盘该病例，从患者的抢救
到手术，再到围术期护理，任何一个环
节出了问题，患者都救不活。而正是因
为我们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过硬的
技术才保住了患者的性命，这一点我们
尤为骄傲和自豪。”田茂洲告诉记者，对
危重症患者的抢救最能看出一个医疗
机构的综合实力。近年来，烟台毓璜顶
医院心外科二病区的实力突飞猛进，多
项重要医疗质量考核指标均走在全省
前列。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强大的心外
ICU、专业的护理团队以及高水准的麻
醉、手术、超声影像学科等部门的支持，
甚至医联体单位的高水平救治也为抢
救患者做出了突出贡献。

“以这位患者为例，他的初诊机构
是我们毓璜顶医院医联体合作医院
——海港医院，当时患者的情况非常
糟糕，在使用了IABP的情况下还出现

了反复室颤，如果无法及时纠正，患者
根本没机会转至我院，所以海港医院
心内科朱红光主任带领的医疗团队
的精准诊断和规范治疗也为我们赢
得了宝贵时间。”田茂洲表示，作为山
东省区域医疗中心的一名医生，近年
来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医联体的强有
力支撑，不仅为抢救生命赋能，更为
患者的分级诊疗创造了良好条件。

“看到患者康复，是医生最大的
幸福”，这是田茂洲以及所有医护人
员发自肺腑的心声。如今，在烟台毓
璜顶医院心外科，兵团化作战让医院
心外科的实力突飞猛进，不仅综合治
疗水平走在了全省前列，甚至在更高
的舞台上也得到了业界的赞誉与肯
定，这对于医生而言是一种激励，对
于万千患者而言更是一种幸运。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也很实际，
就是要通过努力让胶东地区的患者
在家门口享受到全国一流的心外科
治疗，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动力
源泉，也是我们作为区域医疗中心
的责任所在，我们为了这个目标会
不断精进，永远不会停下奋斗的脚
步。”田茂洲对记者说。

对于患者而言，挺过了
术前的危险期只是他活下
来的第一步。由于此类患
者外科手术风险极高，且手
术最佳时机非常难把握，什
么时候将患者推入手术室
又成为了摆在医疗团队面
前的一道难题。

“这类患者的手术窗口
期其实非常短，可以说稍纵
即逝。为了选择最佳的手
术时间，我们与邹广美团队
进行了无数次研判，最终决
定在患者各项指标稍微趋
于稳定后立即手术，避免患
者病情出现反复。”冠状动
脉旁路移植术在心外科并
不属于疑难术式，但对于一
名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
性休克的患者而言，该手术
的风险指数迅速飙升，术者
的容错率基本为零。为了
给予患者最好的手术方案，
术前，田茂洲和团队医生们
对患者的病情进行了详细
复盘，制定了多套个性化手
术方案，并与重症监护室以
及护理团队进行了详细沟
通，一旦出现问题可以及时
为患者提供救护。

作为一名极危重病例，患
者的血管壁状态极差，血管腔
较其他患者更为狭小，这为手
术操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对
于该手术而言，血管的缝合尤
为关键，既不能过密影响血流，
又不能过疏出现动脉出血，必

须做到恰如其分，这非常考验
术者的技术。”为了让手术更完
美，田茂洲采用了更细的缝合
线，在狭小血管腔内进行极限
操作，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紧张
手术，桥血管终于连接成功，充
沛新鲜血液的输入让患者的心
脏肉眼可见地红润起来，跳动
也变得更加有力。

“桥血管血流量327ml/
分钟！”当同事们报出这组数
据后，田茂洲团队喜出望外，
一个在心外科界罕见的成功
病例就此诞生！

“桥血管血流量是评估
血管畅通度的核心指标。正
常情况下，动脉桥血管血流
量达到15ml/分钟就算手术
成功了，而超过300ml/分钟
的血流量在业界是很少达到
的，特别是发生在这名危重
患者身上更是一个不小的奇
迹，这也预示着患者的预后
可能会非常理想。”手术结束
后，田茂洲将这一喜讯告知
了同行，许多国内顶尖的心
外科专家都纷纷点赞，烟台
毓璜顶医院心外科的实力再
次赢得了业界的掌声。

“当时我听到患者300
多的血流量心里特别振奋，
也更有信心了，如此来之不
易的成果，我们必须把它守
住。”患者手术完成后被直接
送入了重症监护室，对于邹
广美来说，他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全力以赴保住胜利果

实，让患者康复的最后一关
平安度过。

作为极危重心肌梗死患
者，手术早期患者会有心肌
再灌注损伤、心肌抑顿，加上
患者基础心功能很差，循环
仍不稳定，术后风险特别大，
如果围术期治疗不当很有可
能造成前功尽弃的后果。为
此，邹广美团队24小时守在
患者床边，详细观察患者病
情变化，并为其进行了持续
血流动力学检测。

“我院是全省较早开展
持续血流动力学监测的医疗
机构。该技术不仅可以动态
监测患者各种血流动力学参
数，还能智能分析患者循环
波动的原因，及时指导医生
进行精准治疗。这对于患者
而言具有战略意义。”邹广美
介绍，目前，心外科重症监护
室的软硬件建设均走在全省
前列，诸如持续血流动力学
检测、CRT、IABP、ECMO等
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
极大地提升了患者的康复
率。IABP植入数量及管理
技术也居于全省前列，该患
者IABP应用时间如此之长，
未出现并发症，也实属不易。

在经历了4天的精准治
疗后，患者很快脱离了呼吸
机，拔除了IABP导管，顺利
转入心外科病房。这场生
命保卫战终于以胜利画上
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这名患者属于急性心
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且
入院时病情极危重，如不是
在外院得到了及时抢救，几
乎没有机会转至我院。根
据当时的情况判断，患者的
院内死亡率高达 80%以
上。”心外科二病区负责人
田茂洲坦言，当看到患者如
此凶险的病情，大家的心都
沉了下去，这么危重的患者
敢不敢接？能不能救活？
一系列的疑问与压力瞬间
扑向了医疗团队。

“救救他吧！求求你们
了！”对于患者家属来说，此
时的烟台毓璜顶医院已经成
为他们挽救家人的最后的希
望。面对急切的家属与痛苦
的患者，虽然肩上的担子有
千斤重，但田茂洲和团队还
是坚持接收了这名患者。“在
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
接收，这名患者必死无疑。
所以，不管冒多大风险，我们
都必须承担下来。”作为心外

科的权威专家，田茂洲为患
者担过太多的风险，而如今，
面对命悬一线的患者，如何

“救命”瞬间成为了团队迫在
眉睫的难题。

经过检查，该患者为冠
状动脉左主干+三支病变，
是外科血运重建的强适应
症，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也
是该患者唯一的生存希望，
但由于患者入院时病情危
重，根本达不到手术指征。
为了搏一线生机，田茂洲立
即与烟台毓璜顶医院心外
科重症监护室CSICU主任
邹广美沟通，迅速为患者制
定了一整套详细的抢救性
治疗方案，目的只有一个，
穷尽一切办法稳定住患者
病情，争取手术的机会！

“这名患者在外院反复
室颤，血压较低，在IABP支
持下仍然需要较大剂量强心
药物维持血压，患者转入我院
时反复出现室早，随时有发生
恶性心率失常的可能。”邹广

美坦言，抢救该患者如同剥一
个生鸡蛋，既要快速让患者各
项生理指标稳定下来，又不能
用药过猛让危如累卵的心脏
再次遭受打击，因此整个治疗
方案必须科学精准。

在与田茂洲共同研判
下，邹广美和他的CSICU团
队为患者制定了抗血小板、
抗凝、维持循环、纠正心律
失常、改善心功能的系统治
疗方案。与此同时，团队还
预备了包括ECMO在内的
抢救预案，尽一切可能帮助
患者挺过危险期，争取手术
的机会。

在重症监护室期间，田
茂洲团队和邹广美团队几
乎24小时守在患者的病床
前，时刻关注患者各项生理
指标的细微变化，并给予患
者无微不至的照顾。功夫
不负有心人，在大家的努力
下，一周后患者的病情终于
得到了控制，各项生理指标
趋于稳定。

烟台毓璜顶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
室主任，山东省医学会心血管外科分
会监护学组成员，烟台医师学会心脏
重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心血管病预
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山东烟台联盟常
务委员。从事心血管重症及心血管外
科术后监护工作10余年，临床经验丰
富，擅长心血管危急重症的诊治及
IABP及ECMO的植入及管理等。主
持山东省医学会科研基金1项，烟台市
科研基金1项，发表SCI收录文章4篇。

命悬一线，科学救护赢得生机

夹缝求进，终获罕见理想效果

转危为安，综合实力得体现

田茂洲

邹广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