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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怎么也不会想到，让自己
差点再也站不起来、还在“鬼门
关”前转了一圈的“元凶”，竟是小
小的口腔细菌！这究竟是怎么回
事儿？

疑难
颈部疼痛长达小半年
辗转多家医院未好转

去年夏天，在一次吹完空调
后，老高出现身体不适，先是发
烧，随后颈部开始疼痛。辗转北京
多家医院，经历了各种治疗，小半
年过去了，老高的颈部疼痛不但没
有减弱，反而越来越重。每到半
夜，老高疼得大汗淋漓、难以入眠。

虎年春节临近时，听说诊断不
明的疑难病可以试试风湿免疫科，
老高慕名来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接诊的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
刘蕊回忆，老高的炎症指标很高、
颈部疼痛剧烈。结合既往治疗情
况，刘蕊将老高收入风湿免疫科
病房。

住院后，管床医生柴静及时为
老高安排了复查颈部核磁，由此锁
定了颈部病灶：老高的颈椎、胸椎
旁有异常信号，神经根受压，椎体
也存在骨髓水肿——这不符合风湿
病常见脊柱受累特点，引发老高颈
部 疼 痛 的 原 因 可 能 是 感 染 或 者
肿瘤。

很快，经过全院多学科会诊，风
湿免疫科联合药剂科、疼痛科、骨科
共同制定了初步诊疗计划，首先是镇
痛，让老高暂时睡个好觉。其次，尽
快明确病因。

入院不到一周，老高的第一份
病原学和病理结果出来了，病理科
专家报告排除了肿瘤的可能性，提
示颈部病灶有大量炎症细胞浸润。
当柴静把病理结果带回科室，结果
显示病灶的细菌、真菌检测全是阴
性，这对大家来说简直是“当头一
棒”——影像和病理都明确指向感
染，可却得不到常规病原学支持，
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传统检测方法给不出明确的致

病菌信息时，得找其他出路。”在检
验科的推荐下，风湿免疫科主任穆荣

“盯”上了宏基因组测序技术。这是
基于二代基因测序的前沿技术，能通
过全面、海量分析患者样本中微生物
和遗传物质，灵敏“捕获”致病菌
的遗传信息。

罕见
目前全球报道仅百余病例
牙周致病菌感染脊柱深部

就在风湿免疫科完善病原学诊
断的过程中，有糖尿病、高血压等
基础疾病的老高体温持续性升高，
全身状况急转直下，变得精神萎
靡、进食困难。

老高命悬一线，医务处迅速组
织检验科、感染疾病科、骨科、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等科室开展全院
多学科会诊。

怎么办？基础疾病与新发不明
原因感染叠加，如果各种抗感染药
物一起用，缺乏针对性，难以有效
压住感染，反而容易导致耐药性。
大家反复商议后认为，明确病原
体，“精准”用药尤为迫切。

与此同时，在老高的脊柱感染
灶送检样本中，宏基因组测序检出
大量牙龈卟啉单胞菌、齿垢密螺旋
体、放线菌等口腔来源厌氧菌群。

难道是脊柱厌氧菌感染？文献
显示，迄今为止全球报道这样的病
例仅 100 余例，这在临床上非常罕
见。“这超出了科室所有人的预
判。”穆荣再次申请启动全院多学科
会诊。通过本院和院外专家会诊体
系，邀请了北医三院口腔科、北大
口腔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疾病
科专家在线反复沟通，大家的目光
聚集在了北医三院口腔科主治医师
刘晓丹身上。

刘晓丹专注于牙周病和口腔黏
膜病的研究，在口腔来源厌氧菌检
测方面经验丰富。在北大口腔医院
牙周科和北医三院口腔科支持下，
刘晓丹采集了老高的龈沟液、牙菌
斑等样本，经过北大口腔医院牙周
科实验室进一步处理，结合宏基因
组测序技术，最终在龈沟液、龈下
菌斑等样本里也找到了牙龈卟啉单
胞菌、齿垢密螺旋体和放线菌，提
示老高的脊柱感染系口腔来源的厌
氧菌。

危重
治疗之路考验多
医患如何做选择

口腔细菌怎么会感染脊柱？这
是怎么回事？

“结合文献和院内外专家的分
析，大概率是高血糖的缘故。”穆荣
说，“老高有糖尿病，病史久且血糖
控制不好，这让他患有特别重的牙
周炎，而牙龈卟啉单胞菌、齿垢密

螺旋体和放线菌是常见的牙周致病
菌，高血糖又导致免疫细胞功能低
下，这给侵袭力强的致病菌亚型一
路开绿灯。”

病因明确了，风湿免疫科与感
染疾病科、药剂科联合会诊后迅速
制定了抗感染方案。不过，厌氧菌
抗感染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起效慢，抗感染过程中仍然存在各
种不确定因素。

抗感染治疗第五天，老高突然
出现大小便失禁、下肢无力，无法
行走。复查脊柱核磁，雪上加霜的
事情又发生了——感染扩散形成的
脓肿压迫了6节胸脊髓，导致他下肢
截瘫。

老高还能站起来吗？文献显示，
脊柱厌氧菌群感染导致脊髓功能缺

失、下肢瘫痪的病例更加罕见，目前
仅报道 10 余例，且多数患者没有
存活。

医务处第三次启动多学科会诊，
讨论治疗方案，明确老高是否需要立
即手术。胸段脊髓是脊髓最敏感的
部位，术中一旦发生硬脊膜受损，极
可能使感染向中枢神经系统蔓延，这
样老高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但是如
果不手术，老高最好的结局是终身高
位截瘫。

医患双方又一次并肩站在了抉
择的十字路口。

腊月二十八，针对老高的病情，
骨科组织了科内疑难病例讨论。大家
一致认为，虽然风险较高，但急性脊
髓压迫有急诊手术干预适应证，应
尽快解除老高的脊髓压迫，控制感
染，给老高重新站起来的机会。骨
科姬洪全主任医师临危受命，准备给
老高做急诊手术。

另一边，面对突然的病情变
化，老高的妻子情绪濒临崩溃，对
于是否手术迟疑不决，风湿免疫科
邀请老高的儿子到医院陪伴母亲。
主刀医生姬洪全手绘手术方案，给
他们详细讲解手术的各个环节以及
相应可能的风险、并发症。

“手术熬不过去怎么办”“手术
之后他的腿仍然不能动怎么办”“进
了 ICU 是不是就不能出来了”……
谈心交流从下午持续到深夜。

“手术台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
病例，但手术策略是相通的，北医
三院骨科是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国
家级重点学科，有实力做这个手
术。”面对老高家属的疑虑，穆荣从
不同的角度耐心解释，“如果家属愿
意，医护团队会共同承担风险，给
老高一个机会。”

最终，老高和家属决心与医生
们一起，“搏一搏！”

虎年除夕前一天，在麻醉科、
手术室的密切配合下，姬洪全带领
团队使用超声骨刀技术在老高的胸
椎椎管内清除出大量脓性分泌物和
坏死组织，手术顺利完成。

呵护
康复训练少不了

“心理按摩”很必要

术后第六天，老高从外科重症
加强护理病房转回风湿免疫科病房。

虎年春节假期期间，为了让老
高安全度过术后恢复阶段，老高专
属的春节值守群“应运而生”。护士
长带领护理团队，从除夕就忙活起
来，历经伤口护理、拔除引流管、
康复锻炼、术后发热诊治……在医
护的陪伴下，老高的病情逐渐平稳
好转起来。

今年 2 月中旬，老高突然出现
危及生命的重症药疹。他的病情牵
动了太多医护人员的心，感染疾病
科主任医师路明参与调整诊疗方
案，药剂科临床药师马毅全程给老
高进行用药指导，使老高又闯过了
一关。

“来，你抱着我的肩，我抱着老
高，你退，他进，咱们看看平时该
怎么练……”医生们手把手地教老
高和家人下肢康复训练的要点，让他

们感受力度和技巧。为了减轻病情
变化给患者和家属带来的心理波动，
医护人员一有时间就去找老高和家
属谈心，给他们做“心理按摩”。

今年3月底，老高的下肢肌力逐
渐恢复，不但可以自行坐起，还能
在助行器辅助下行走，达到了出院
指征，顺利出院。6月中旬，老高到
医院复查，医生说老高恢复良好。

“老高这个病涉及多个学科，借
助成熟高效的多学科诊疗模式，大
家相互借力，缺了哪一环的努力，
结局都不会这么好。”回顾老高整个
治疗过程，穆荣感慨不已。

对于多次把自己从死亡线上拉
回来的医护人员，老高心里充满了
感激，他和家人一口气给医院风湿
免疫科、骨科和感染疾病科3个科室
都送上了锦旗，“多亏了大家，我打
心眼里感谢这些医生和护士！”

健康故事汇▶▶▶

本报电（申奇） 为协同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切实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以关注老年人营养健
康为重点，于2022年7月25日至7月31日组织开展2022年全国老年
健康宣传周活动。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改善老年营养，促进老年健康”。通知指
出，各地要从老年健康政策、老年健康科普知识、老年营养健康知
识进行宣传。结合老年人特点，通过老年健康教育科普视频等多种
方式，宣传疫情防控、疫苗接种、中医养生保健、运动健身、老年
常见病和慢性病防治、康复护理、心理健康、伤害预防、应急救助
等科学知识。

守护好老年人健康，事关全民健康大局。通知要求，各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中医药主管部门围绕老年营养健康主题，结合本地
实际，通过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2022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
活动。结合本地区疫情防控工作形势，突出地域特色，统筹推进线
上线下宣传。采取健康知识竞赛、专家访谈、张贴海报、展板展示
等多种方式，持续面向老年人及家庭宣传老年健康政策和科学知识。

本报电（记者王美华）为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
近日印发通知，在组织实施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的基础上，决定
2022—2025年在全国广泛开展老年心理关爱行动。

开展老年心理关爱行动的主要目标包括了解掌握老年人心理健
康状况与需求；增强老年人心理健康意识，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
况；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服务水平。

老年心理关爱行动如何实施？通知介绍，2022—2025年在全国
范围内选取1000个城市社区、1000个农村行政村开展关爱行动，到

“十四五”期末原则上全国每个县（市、区）至少一个社区或村设有
老年心理关爱点。各地按要求对老年心理关爱点常住65岁及以上老
年人开展心理健康评估，重点面向经济困难、空巢 （独居）、留守、
失能（失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

维护好老年人心理健康，有利于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通知要
求，各地要从协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开展老年心理关爱行动的重要意义，以心理
健康服务工作基础好、积极性高为原则，力争本省份到2025年底每
个县 （市、区） 至少一个社区或村设有老年心理关爱点。鼓励有条
件的地区参照关爱行动要求增加老年心理关爱点数量，惠及更多老
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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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罕见疾病的诊疗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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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日常如何做好口腔
保健？

北医三院口腔科主治医师
刘晓丹：

口腔是人体五大菌库之

一。牙周病是我国常见的口腔

疾病，导致这种疾病的罪魁祸

首就是牙菌斑。因此，每日坚

持 2—3 次的正确刷牙 （建议

使用巴氏刷牙法）、使用牙线

或牙间隙刷，定期前往口腔医

疗机构进行专业的检查及治

疗，都是较为有效地促进公众

牙周健康的手段。

刷牙时或咬硬物时出血是

牙周疾病最早期的警示信号，

虽然量少，有时还断断续续

的，但也应引起公众足够的

重视。

对于同时患有糖尿病和牙

周炎的患者，首先应积极控制

血糖。在血糖控制平稳的基础

上，积极接受牙周系统治疗，

从根本上减少牙周致病菌的

来源。

两部门发文要求

重点关注老年人营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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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印发通知

广泛开展老年心理关爱行动

当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高温酷暑时节，多
地局部将高达40℃。炎炎夏日，如何做好防暑降
温工作？国家卫健委组织专家对此进行了解答。

外出防晒
尽量避免长时间在烈日下或温度较高的环境

中活动、滞留，非必要时不要在上午10点后、下
午 4 点前在高温暴晒下长时间行走或强体力劳
动。如果必须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如穿浅
色、宽松的衣服，戴凉帽、太阳镜，打遮阳伞，
涂抹防晒品。一旦出现头晕等不适，尽快选择阴
凉、通风处休息，及时补充水分。

老年人、儿童、孕妇、体弱者以及呼吸系
统、心脑血管等疾病患者应避免在午间高温时段
外出。

室内防暑
室内保持通风，可借助在地上洒水，使用电

风扇、空调来降温，但空调温度不宜过低。老年
人不要为了节约电费或者体弱多病怕受风寒，而
穿长衣长裤待在家中，导致室内中暑。

在空调环境中工作、生活，每天应抽一定时
间到室外活动，进行耐热锻炼。

健康生活
多喝水，减少高脂饮食，增加富含优质蛋

白、维生素等的食品摄入，如蛋、奶、蔬菜和水
果等，控制高糖、酒精饮料饮用和冰镇品食用。

保持充足睡眠，睡觉时避免空调和电风扇直
吹。家里常备防暑降温药，如十滴水、风油精，
按药物使用说明正确使用。

为什么会发生中暑
在高温环境下，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出现障

碍，产热大于散热，体内热量蓄积过多，引起循
环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紊乱，会产生一系列
中暑症状。此外睡眠不足、过度疲劳、精神紧张
等，都是中暑常见的诱因。

一旦发生中暑怎么急救
出现中暑症状时，首先要迅速从高温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

并喝一些含盐分的清凉饮料，如淡盐水、绿豆汤等；可在太阳穴涂抹清
凉油、风油精，或服用十滴水、藿香正气水等；如果体温升高，可用凉
湿毛巾或冰袋冷敷头部、腋下及大腿根部，或用30%酒精擦浴直至皮肤
发红；如果出现重症中暑症状，一定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及时将患者
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本报记者王美华整理）

图为风湿免疫科主任穆荣在诊室给老高复查。图为风湿免疫科主任穆荣在诊室给老高复查。

图为骨科的主任医师姬洪权在给老高做复查。
（本文配图均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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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配图均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提供）

6月20日，在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巴邱镇泗汾村，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团队上门为老年人、行动不便的村民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陈福平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