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室辅助系统助力 
心功能极差极高危患者转危为安

CorVad心室辅助装置的原理是把泵头植入左心室，从左室抽血射入到主动脉从而改善患者的心功能，在

复杂及高危介入操作过程中提供循环支持，提高手术的安全性。

近日，第四心血管内科病房主任牛铁生教授团队为患者成功完成CorVad心室辅助装置下极高危冠状动脉

介入手术。

此患者心功能极差，不适合搭桥。但同时患者冠状动脉病变严重、心力衰竭，命悬一线，不开通冠状动

脉随时可能猝死。经过仔细研判，医疗团队决定启用CorVad心室辅助系统，为患者迅速进行了冠状动脉支架

置入手术治疗，手术十分顺利，也取得了满意的手术结果，术后即刻撤离CorVad心室辅助装置，患者症状及

心功能即刻得到改善。

此例手术是学校首例在CorVad心室辅助系统支持下完成极高危射血分数极低患者的介入手术，此次在

CorVad心室辅助系统支持下对心功能极差极高危左主干病变患者进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标志着医院在极高

危、心功能极差的冠脉介入治疗领域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众多重症、复杂、高危冠心病患者的治疗带来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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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健康意识和检查水平的提高，肺结节的人群检出率逐年攀升。一般胸腔镜手术由于需要单肺通

气，单次手术一般只能处理一侧肺部病变，但由于该患者需切除结节太多，我们为最大程度的保护其肺功能需

行术前定位，尽最大可能精准切除。目前常用的经皮穿刺定位因其可能导致气胸、血胸、疼痛不耐受等并发

症，无法行同期双侧定位。

电磁导航系统是一种肺部GPS定位系统，在磁场内，实时引导定位探头到达肺部指定的病灶位置并建立工

作通道，可用于诊断（活检）、定位（胸膜下染色）、治疗（微波消融、射频消融、光动力、冷冻等）。特点

是实时精准、全肺到达、多功能诊疗可以做到无盲区、无辐射，且经气管自然腔道操作极为微创。

近日，第三胸外科病房专家团队成功为一名双肺多原发肺癌病人行电磁导航定位引导下同期双侧胸腔镜肺

叶部分切除，一次性切除双肺5处肺部早期癌变结节。

术中，第三胸外科病房刘宗昂副教授应用电磁导航进行定位，使患者免去穿刺定位的疼痛，且可持续时间

长，避免了染色范围弥散的风险。第三胸外科病房负责人刘军副教授对病变行胸腔镜下切除，手术于2小时内

顺利完成。

近年来，肺结节患者越来越多，肺结节的治疗“把握火候”极为重要，不能盲从，一方面对威胁健康的肺

结节要早期干预，另一方面对肺结节不能过度焦虑，对很多惰性结节的处理要结合患者的个人实际情况。我们

的治疗要建立在不改变患者人生轨迹和生活质量的基础上，做到精准化治疗、个体化治疗。医院胸外科会不断

探索新技术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更贴心的医疗服务，也将为区域的学科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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