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18.3.8 星期四 责任编辑：谷伊宁/版面设计：张杰成 电话：85310193 报料：800005086 14

名医馆

本报记者 张苗

你的私人
名医会所

浙江名医馆

微信扫一扫
微信公众账号
浙江名医馆
或搜号码
zjmyg1

本报讯 这几天，很多人被萌娃不想上

学抬头爆哭刷屏，一名萌娃抬头望着天，边走

边哭，可爱的模样萌化一大片家长老师。然

而，这事要是发生在中小学生身上，家长老师

们估计就不会觉得可爱而是无奈了吧。

“我可以配合你来医院，也可以帮你做别

的事情，就是麻烦你别让我去学校。”3 月 7

日，钱江晚报记者走进杭州市七医院儿童心

理科门诊，正好遇见诊室外一候诊男孩不耐

烦地跟妈妈说话。

“估计又是一个开学焦虑综合征患儿，开

学才 3 天时间，我们已经接诊了 10 来个。”科

主任周国岭有些无奈地说。

不少小学3月4日开始上课，有个6年级

的男孩 3 月 5 日就被家长带到医院，原因是

任凭家长怎么说都不肯去学校，而且妈妈只

要一提跟学习相关的事情他就发脾气。经医

生耐心询问情况后才得知，原来他的寒假作

业没有完成，老师限他三天内补齐，可他只做

了一点点，想想自己肯定是完不成的，于是索

性找各种理由不去学校，能逃一天是一天。

还有一位初二的男生，也是家长怎么骂

都不去学校。据了解，这孩子平时成绩中上，

但在学习上不太自觉，寒假一个月里，他安排

了一趟旅行，跟爸妈回老家过了个年，回来又

跟同学聚了聚，然后整个假期里几乎没怎么

看书。听说一开学要考试，他一下就懵了，想

着自己是铁定考不出的，所以就使出了赖在

家里打死不去学校的招数。

“当然，这种‘逃学’相对是少数，更多

的还是症状轻微的。比如，有些孩子在家时

情绪有点烦躁不安，也有的孩子上课没过几

分钟就发呆神游，老师课后一问在想什么，

回答竟是假期里上网玩游戏拼装备。”周主

任说。

经历了一个来月相对放松的寒假之后，

一下子回到紧张的学习当中，孩子们或多或少

会有些不习惯。每个学期开始的前半个月会

有一部分家长求助于心理医生。其实，对此家

长与老师们都不必过分担忧，只要进行适当的

调整，很快就能帮孩子们静下心来好好学习。

周主任说，明智的做法应该从开学前一

周就着手调整，家长帮着孩子检查作业，或是

对上学期知识做个简单的复习，有助于孩子

尽早找回学习的状态。而错过了的家长也不

用懊悔，现在依然能做些事帮助孩子，像引导

孩子做深呼吸、冥想等放松训练，必要时也可

上医院寻求专科医生的帮助，做生物反馈、感

觉统合等治疗。

本报记者 何丽娜 本报通讯员 李彬

上课没几分钟就神游
开学季如何帮孩子尽快收心还记得“大姨妈治病”的新闻吗？两年前，浙江的一个科研团队面向社会

招募 100 名女性经血捐赠志愿者，从“大姨妈”血中提取出干细胞，经过合适

的引导，可以修补、更新特定的器官细胞。

两年过去了，来自该团队的浙江大学医学部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项

春生告诉钱江晚报记者，他与李兰娟院士带领的科研团队从当初 100 位志愿

者捐献出的“大姨妈”中分离出宫血干细胞，开展肝硬化和肺纤维化的临床前

和临床研究，研究已出成果，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

据悉，该团队还将向社会征集 240 位宫血干细胞志愿者，将应用于宫血

干细胞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等重症肝病临床研究等。

“大姨妈”真的可以变废为宝
肝硬化、慢阻肺患者有望首批获益
小白鼠注射宫血干细胞，肝硬化消失了

研究团队评估：制成药物应用于临床还要三五年时间

本报讯 大家对这样的电影场景并不陌

生：身手矫捷的盗贼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室

内，打开一个特殊的手电筒后，房间内的红外

线瞬间清晰可见，然后他小心翼翼地避开红

外线，成功偷走珍宝⋯⋯

其实，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身手了得的

人。只不过，操作的地点变成了大脑，红外线

则是错综复杂的神经。

最近，浙医二院的医生成功为26岁的东

北女孩晓云（化名）切除了脑内的畸形血管。

手术过程中，他们用一种特殊的电极避开了

大脑内的红外线——运动和感觉神经，从而

保护了她的运动和感觉能力。

2 月初，在杭州工作的晓云突然抽筋，短

暂丧失意识，当即被送到浙医二院滨江院区

急诊科。后经神经外科医生诊断，她的左半

脑有先天性血管畸形，正是畸形血管出血，才

引发她癫痫发作。

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石键说，虽然晓云

的癫痫只持续了几分钟，出血量也不算大，仅

10 毫升不到。但脑子里有畸形血管，就像一

颗定时炸弹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次爆

炸。所以，开颅切掉畸形血管才是根治之道。

但麻烦的是，晓云的畸形血管正好长在

了运动区，周围密密麻麻的运动神经。手术

稍有差池，就可能损伤神经，导致患者偏瘫。

晓云才二十几岁，她的父母不愿意冒这

么大的风险。可是，保守的介入手术治疗又

无法清除病灶，有再次出血的可能性。两套

治疗方案，怎么选？

这时候，浙医二院麻醉手术部主任严敏

为他们提供了第三条路。她告诉晓云和她父

母，可以通过“神经电生理检测”避开周围的

神经，保住运动能力。

严敏主任解释说，麻醉科医生会在患者

的头皮和四肢插入电极，手术过程中，一旦碰

到了重要的神经，相关仪器波纹会发生变化

并立刻发出警报。这样，外科医生就不会“误

伤”神经了。

2 月 27 日，神经外科和麻醉科医生联合

开展了手术，成功摘除晓云脑内的畸形血

管。术后，她四肢活动自如，没有受到丝毫影

响，马上就要出院了。

据悉，神经电生理监测，除了在神经外科

手术中，目前在脊柱矫形、脊柱脊髓肿瘤、手

外科、听神经瘤、颈内动脉粥样斑块剥脱术等

多类手术中也会用到。

本报记者 张冰清 本报通讯员 鲁青 于水

女孩大脑运动区血管畸形
神奇电极为手术护驾

干细胞治疗肝硬化、慢阻肺
步入临床实验

为什么要研究宫血干细胞对于肝硬化和

肺纤维化的作用？因为在国内，这两类疾病患

者众多，而且危害也大，治疗起来都不容易。

比如肝硬化进展为肝癌的数量在增加。

项春生的团队在小白鼠身上进行的实验

表明，把一定数量的宫血干细胞通过静脉注

射到患有肝硬化的小白鼠身上后，再通过合

适的引导，干细胞对肝硬化微环境的调节信

号做出反应，在这样的反应下发生基因重组，

干细胞分化为肝脏细胞，“从一周、一个月、两

个月后的检查结果可以看到，小白鼠的肝脏

一直在好转。”项春生说。

再说说干细胞是怎么治疗慢阻肺的。因

为慢阻肺导致纤维化现象难以逆转，肺功能

受损严重。项春生说，“干细胞可以修复纤维

化的肺。”目前，这些研究刚刚进入临床实验

阶段，已经有部分病人运用到宫血干细胞对

抗疾病，不过要制作成药物进入市场，还需要

至少三至五年的时间。

干细胞引发染色体变异
风险有多大

说起干细胞，大家并不陌生。比如造血

干细胞，治疗白血病需要移植骨髓，其实就是

用到骨髓当中的造血干细胞；用脐带血治疗

贫血、癌症等，其实用到的也是其中的干细

胞。

干细胞看似一种“万能”细胞，人体的各

种器官的发育，都是从干细胞开始的，只要通

过合适的引导，干细胞就能修补、更新特定的

器官细胞。

但是干细胞也是双刃剑。如果不加以控

制引导，干细胞在人体内不断发育增长，也有

可能造成风险。

“但我们研究发现，宫血干细胞不但是已

知的人体细胞中自我复制与定向分化能力比

较强大的干细胞，而且还具有不导致染色体

变异、不导致肿瘤发生等特征，相对比较安

全。”项春生说，团队在小白鼠身上做过实验，

给小白鼠分别注射造血干细胞和宫血干细

胞，前者会导致小白鼠长出肿瘤，而后者却没

有这种不良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