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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拆弹小猪”干的是千钧一发的“排爆”工作，这

其中的反差萌还真是令人费解。而钱江晚报记者

在采访中得知，其实这缘于一个美丽的错误。

10 年前，陈锷峰到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

院进修，回来后便在医院里开展脑血管瘤开颅手术

治疗，于是绍兴市中心医院（县级）便成了较早开展

此类手术的县级医院。

“动脉瘤的发病率高达 1%，不破裂则已，一破

裂可是要命的。早前我们碰到类似的病人只能往

上级大医院送，耽搁了时间直接影响预后。而我们

自己掌握这项急救技能，可以大大提高这类患者的

救治成功率。”陈锷峰带着这样的想法去学习，并手

把手将所学教给身边的同事。

一天，他们团队连续做了好几台急诊手术，忙

完时已至深夜，疲惫不堪的陈锷峰在微信群里发了

条信息，想说小伙伴们是十分有战斗力的“拆弹小

组”，不料累得迷迷糊糊的他把“组”错打成了“猪”，

直到第二天醒来才发现。大家会心一笑后，觉得就

这样错下去吧。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为了更好守护当地百姓

健康，“拆弹小猪”近年来一直在提升壮大。从开放

的开颅手术到微创的介入栓塞术，目前已在准备将

微创手术入口从腿上的腹主动脉转到手上的桡动

脉，只为了患者能减少痛苦，有更好的就医体验。

而团队中有六七名医生能独立完成此类手术，医院

还配备了 2 台 DSA，“哪怕同时有 2 位脑血管瘤患

者需抢救，我们也可以从容应对。”陈锷峰信心满

满。

绍兴市中心医院的急诊科是浙江省县级医

学龙头学科，除了领先的技术实力之外，钱江晚

报记者发现，这里的医护对病患的用心也令人动

容。陈锷峰要求“拆弹小猪”的成员必须做好三

件事——

一是不能把病人当亲人，而是要当作好朋友。

在他看来，医生对自己家人往往会更理性和随意，

比如，家里人感冒发烧了，觉得这是小事，多喝水多

休息过几天就会好的，但换成好朋友生病，则会表

现得更有耐心；

二是早晚两次查房，有时间中午也应该去看

看。对于脑血管瘤患者来说，手术成功并不代表就

可以掉以轻心了，病情瞬息万变，随时可能出现新

的病症，早发现早救治，救命的同时给予患者更好

的生存质量；

三是术后要用心随访。生病是患者与医院连

接的开始，脑血管瘤患者后续的随访相对复杂，主

管医生得把自己的电话和微信告诉患者，以便他们

随时能得到专业的咨询，才能让患者和家属真正安

心。

“拆弹小猪”来自于一个美丽的错误
他们是这样一群有爱有担当的守护天使

你看过刘德华主演的电影《拆弹专家》吗？计

时器上时间的一次次跳动，每一秒都生死攸关，隔

着屏幕看都令人窒息。

而在绍兴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拆弹小猪”（没

有写错，后文有名字由来的故事，这里先卖个关

子）时刻准备着应对类似紧急“排爆”的任务，且他

们要拆的“炸弹”更加隐蔽，藏在人的脑子里。

在人的脑子里“拆弹”是种怎样的惊心动魄？

藏在人脑部的“炸弹”又是从哪来的？近日，钱江

晚报记者走近神秘的“拆弹小猪”，揭秘他们鲜为

人知的“拆弹”故事。

从大动干戈的开颅手术到微创的介入栓塞术

武器越来越小，打击越来越精准

绍兴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的这批“拆弹专家”

惊险“排爆”堪比电影

本报记者 何丽娜 通讯员 马致远 金薇薇

“以后要注意，千万别随便动气了，你的警报

还没有彻底解除呢。”早查房时，绍兴市中心医院

副院长、神经外科专家陈锷峰笑着提醒刘女士（化

名）。几天前，她因突发脑动脉瘤破裂命悬一线，

此刻自是对医生的话不敢有丝毫怠慢。而负责照

护的丈夫则在床边默默低头不语，生怕自己多说

一个字而引发一场噩梦。

那天傍晚，已临近 7 点，陈锷峰跟往常一样，

忙好行政工作后习惯去急诊科转一圈再回家。

此时，急诊工作群里跳出的一条急救信息打破

了夜晚医院的安静。“患者突发头痛 1 小时后昏

迷”“怀疑是脑血管意外”“我还在医院，马上就

赶去急诊”“我这就从家里出发”⋯⋯“拆弹小

猪”的成员们几乎是秒回信息。而当刘女士被

120 急救车送到医院时，医护们早已做好急救准

备等着。

经初步检查，问题与之前猜测一致，只是要比

想象的更复杂。刘女士的左右大脑上，各有一颗

动脉瘤，这次是右侧破裂出血，需优先解决。当

即，陈锷峰便联系了导管室，将原计划的择期治疗

协调后延，以保障急救需要。同时，“拆弹小猪”的

成员们也兵分两路：一路做手术准备，另一路则负

责与家属谈话。

“脑动脉瘤不是长在血管上的肿瘤，而是由于

种种原因动脉壁遭到破坏，在血流的冲击下向外

囊性膨出形成一个‘血泡’，因为瘤壁比正常动脉

壁薄，所以更容易破裂出血。在没有破的时候，动

脉瘤可以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一旦破裂，第一次

破裂的死亡率可以达到 30%。如果不经治疗，第

二次破裂的死亡率超过 70%。所以，现在得马上

手术。”

“治疗脑动脉瘤有两种方法：传统方法是开

颅，创伤比较大，病人恢复起来比较慢；时下比较

新的方法是微创，通过大腿上的腹主动脉，将特制

的弹簧圈送到脑部把‘血泡’填塞住，病人可以少

吃苦，好得快。经过专家评估，你爱人符合做介入

动脉瘤栓塞术条件⋯⋯”

经过一通简洁又通俗的讲解与分析，刘女士

的家属快速做出决定：“马上做微创的手术。”

半个多小时后，导管室内传出手术成功的消

息，刘女士暂时保住了性命。第四天，她从 ICU

转至普通病房做后续康复治疗，总算是有惊无

险。

突发昏迷患者脑子里有2个血管瘤
“拆弹小猪”争分夺秒成功“排爆”

这次到鬼门关转了一圈后，刘女士恶补了许多

关于脑动脉瘤的知识。因为她的左脑还有个不定

时“炸弹”，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破裂，最稳妥的

办法便是等身体恢复后尽早手术。而在此之前，危

险随时可能降临。

比如，刘女士这次是因跟家人发生口角，生气

导致血压飙升诱发血管瘤破裂。另外，她还了解

到，之前有的病人是在解大便时一用力后血管瘤破

裂，有的是在洗热水澡时热刺激使血管瘤破裂，还

有的是打麻将时一激动导致血管瘤破裂⋯⋯因此，

在生活中控制好血压、管理好情绪都非常重要。

然而，刘女士不知道的是，当她躺在手术室时

有多惊险。血管就像人体的一张网，牵一发而动全

身。在庞杂而脆弱的“微世界”里，“拆弹小猪”的成

员们，要身穿 20 斤重的铅衣，利用一根根细导丝，

穿行于患者的血管之内，像“拆弹专家”一样小心翼

翼排险。

刘女士一家视“拆弹小猪”成员们为救命恩人，

每次去查房都道不尽的谢意。然而，陈锷峰却说：

“也要感谢家属，如果没有家属的信任与配合，抢救

是不可能成功的。”

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陈锷峰深知“时间就

是大脑”这句话有多残酷。“有时候，当被告知得手

术时，家属一时拿不定主意，医生在手术室里等得

急死，家属却一个劲表示再等等，可最终等来的可

能就是悲剧。”刘女士的家属在术前谈话时，几乎没

丝毫犹豫就同意了手术方案，为抢救成功赢得了宝

贵的时间。

“时间就是大脑”残酷又真实
抢救成功也少不了家属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