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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馆

本报讯 33 岁的小王有一个难言之隐，年纪轻轻就“不

行了”，而这竟然跟他3年来没有控制好血糖有关。

最近，小王来到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泌尿男科

求助，发现他患上了糖尿病 ED（勃起功能障碍）。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医院泌尿男科吕伯东教授团队为他进行了阴茎起

勃器（阴茎假体）植入手术，解决了他的这一尴尬。

小王是一家小餐馆的老板。3 年前，小王发现自己慢慢

变瘦了，还有口渴，尿多，于是跑去医院查出，被确诊为2型糖

尿病，医生叮嘱他要按时吃药，及时复查。

父母兄妹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偏偏年纪轻轻的小王会

中招？一直以来，小王在饮食上毫无禁忌，每顿饭都是重油高

盐。在餐馆工作，经常要干到凌晨一两点，这时小王就喜欢跟

朋友一起再去喝个小酒吃个夜宵。另外，小王平常基本不参

加运动，烟酒都沾，一天吸一包烟是家常便饭。

虽然被查出糖尿病，但小王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对待治疗

和平时的血糖控制显得很“随意”，平时大鱼大肉依然来者不拒。

小王的血糖控制得不尽人意，血糖居高不下，让小王体内

的性激素水平发生变化，另外，阴茎的动脉血管出现病变造成

勃起时阴茎供血不足，影响了勃起的硬度。“虽然小王最终获

得了解决方案。但是，不规范治疗导致 ED 的教训是要引以

为戒的。”吕伯东教授强调，“阴茎假体植入术，是药物等方法

治疗无效，或是不可逆的器质性ED患者方可尝试。”

本报记者 张冰清 本报通讯员 阮芝芳 沈笑驰

血糖没降到位
33岁男子“不行”了

为了儿子重获健康
20年来母亲从不放弃

20年前，30岁出头的俞先生因为腹胀到

南京当地医院做检查，发现有多囊肝。

多囊肝并不算是恶性疾病，不过要治好

它的手段并不多，最糟糕的是，它会发展为腹

水，让人大腹便便，甚至造成胸水，导致多种

脏器损伤、消化道出血，在医学上，这是一种

“不是癌症的癌症”，病人的生活质量很低。

作为医生的许老太太自然开始寻找起治愈儿

子的方法。

肝囊肿引流手术、多次穿刺、注射无水酒精

硬化⋯⋯多年的寻医史让许老太太与俞先生

使用了肝脏治疗领域不断出现的新方法，“从现

在的医学角度看，当时有些操作其实是不适用

的。”许老太太说，可只要为了儿子的病能好，当

妈的自然不愿错过任何一种治疗方案。

但俞先生的病情不随人愿，总在反复，甚

至出现黄疸、肝功能异常等症状。

2003年，许老太太甚至找来了郑树森院

士主编的《肝脏移植》这本大部头专业书，一

点一点研读起来，“考虑到今后可能要进行肝

移植，我也从头学起肝脏移植。”许老太太甚

至为这本书做了很多笔记。

北京、上海、南京、成都⋯⋯各家大医院、

大专家都成为了母子两人想抓住的救命稻

草，但是病情仍在往恶化的方向发展。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 2017 年 4 月，

“那天儿子突然呕血，将近有 1000ml，我们

赶到医院急诊，被诊断为上消化道出血，食管

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医生告诉他们，这是肝

硬化进入失代偿期，病情加重的症状。

“但是要想根治，还是要接受移植手术，

我们在江苏当地登记排队等待手术，去年七

月份接到肝源配型成功的消息，我们以为能

够手术治疗，然而⋯⋯”

那一天是决定儿子生死存亡的关键时间

点，可一家人等来的只是绝望。

因为在这20多年里的反复治疗，俞先生

的腹腔内黏连严重，腹腔静脉曲张厉害，术中

出血量非常大，在推入手术室的两小时后，医

生停止手术，选择关腹，“我们尽力了，但是这

手术真的做不了。”原本在电视剧里才会出现

的对白，让许老太太绝望到无声地哭了出来。

肝脏比正常人大4倍
手术创新出血减少

一位当医生的母亲，治好了无数人的病，

却对自己儿子的病无能为力，甚至被宣判“死

缓”，这样的绝望让许老太太喘不过气来。

“无论如何，也要到郑树森院士这里看

看，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这位执着的母

亲终于秒杀到了郑树森院士的专家号。

“手术我可以做，今天就住院。”就诊时，

当听到郑树森院士这句承诺时，许老太太差

点跪了下去。

在 7 个月漫长的等待后，合适的肝源终

于出现了。“我在医院旁边租了一个小房子，

每天给儿子打气聊天。”许老太太甚至还旁听

医院的各种讲座，搜集着最新的肝脏移植技

术情报。

“我在欧洲做了这么多手术，这一例也是

相当有难度的。”Lerut 说道，打开俞先生腹

部之后，就能看到密密麻麻的血管爬满了腹

腔，这是过去多次手术造成的结果。“他的肝

脏有正常人的4倍大，要移动它都很不容易，

稍动一下可能会伤及血管。”这也是南京的专

家选择停止手术的原因。

中西方两位肝脏移植大咖配合默契，先

堵住大血管，控制好出血量，郑树森院士用他

技术创新的的快速切肝方法，大大减少了出

血量，完成了这台异常复杂的手术。

即便如此，这样的手术时长也比两位大

咖的平均用时长了两倍。

现在，俞先生的原本因为腹水造成的大

腹便便已经恢复正常，新的肝脏在他体内健

康工作，回忆起多年来带着儿子求医的情景，

许老太太百感交集：作为患者家属，我的内心

万分感谢，不知如何表达挽救了孩子性命的

恩情；同时作为一名医生，我更是万分敬佩，

郑树森院士是医生的典范，他对于疑难重病

勇于闯关的精神，值得学习！

昨天，81岁的许老太太终于能踏踏实实睡上整觉了。

不久前在树兰（杭州）医院，许老太太的儿子俞先生，成功接受了长达11个小时的肝脏移植手术。之前他

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医院被宣判“死缓”，甚至手术动到一半而被放弃。

此次手术可谓是在世界肝脏移植史上都极具难度。主刀医生是郑树森院士与欧洲肝移植专家Lerut教授。

成功手术的背后，不得不说说这位坚强执着、胸怀伟大母爱的许老太太。

从多囊肝到肝腹水肝坏死，81岁母亲陪伴儿子走过20年漫长求医路

一场11个小时的手术
背后是永不放弃的爱
本报记者 张苗 本报通讯员 邹芸 谢晨 金薇薇

本报讯 从小就有慢性鼻炎的 9 岁女孩莉莉，每天待在

家里，只能听小伙伴描述外面的春色。

莉莉的妈妈也很无奈，她何尝不想带着女儿到户外认识

花草，感受春天。但最近，莉莉长达一年的鼻塞愈发严重，时

常呼吸不畅，跑两步就变成用嘴巴大口呼吸。别说踏青了，连

上学都有点困难。

前两天，妈妈带着她来到杭州市中医院就诊，终于找到了

鼻塞背后的真凶：原来她双侧鼻腔都塞满了鼻息肉，就像一团

团的荔枝肉，阻碍了空气流通。

耳鼻喉科主任陈志凌说，一般来说严重的鼻息肉在中老

年人中比较常见，但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开始出现这个问

题，尤其是在过敏原丰富的春天。

询问病史后，陈医生发现莉莉的鼻窦炎跟她的过敏性体

质很有关系。小姑娘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一吃就出现过敏症

状，包括芒果、菠萝、牛奶、羊肉等等。皮试检查也显示，她对

青霉素 、头孢也过敏。

这样的情况，单纯的鼻窦炎治疗效果不好，必须手术切除

鼻息肉。4 月 3 日中午，陈志凌在鼻腔镜下为她切除了息肉，

“挖”出来两大坨“荔枝肉”。术后她鼻塞、呼吸不畅的情况将

会大大缓解。

陈志凌提醒：“鼻息肉手术并非是一劳永逸，如果 1~2 年

后没有复发，那才算是根治。同时，也要遵医嘱服用相关药

物。但临床上很多患者都做不到。”

他说，春季里鼻炎反复发作，肯定跟春天花粉、尘螨等过

敏增多有关。他建议，鼻炎患者最好做一个过敏原检测，皮

肤点刺和静脉抽血都可以，及时查出过敏原，然后进行脱敏

治疗。像莉莉一样有多种过敏原，那可以考虑抗IgE治疗。

如果鼻炎反复发作，药物治疗效果不佳，那还是要做一个

CT检查，进一步明确病因，对症治疗，以免耽误病情。

本报记者 张冰清 本报通讯员 徐尤佳

9岁女孩鼻腔长出两团“荔枝”

郑 树 森 院 士

送 给 许 老 太

太《肝移植》

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