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经外科手术中的“奇迹时刻”：术中唤醒技术揭秘
▲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巫宇丛

在神经外科领域，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

发展，一种被誉为“奇迹时刻”的术中唤醒

技术正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这项技术不仅

挑战了传统手术的边界，更为神经外科患者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治疗希望。今天，本文将

带领大家一起揭开术中唤醒技术的神秘面纱。

术中唤醒的优势

精准切除病灶，保护神经功能  术中唤

醒技术通过唤醒患者，能够在手术过程中实

时完成与神经功能相关的任务，如语言交流、

肢体运动等，为医生提供了直接的反馈。结

合电生理监测的结果，医生可以精确识别和

区分大脑重要功能区的位置，从而在切除病

灶时避开这些区域，确保神经功能的完整性。

这种精准切除不仅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还

显著降低了患者术后出现永久性功能障碍的

风险，如偏瘫、失语、失明等，为患者的生

活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减少手术并发症，提高安全性  由于术

中唤醒技术允许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实时评估

神经功能状态，因此可以及时发现并纠正任

何可能对神经功能造成损害的操作。术中唤

醒还促进了手术团队的协作和沟通，使医生

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手术进程和患者的反

应，从而采取更加合理的手术方案。这些措

施共同作用下，大大降低了手术并发症的发

生率，如颅内出血、感染、脑水肿等，保障

了患者的生命安全。

加速术后恢复，提高生活质量  术中唤

醒技术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的神经功

能，这意味着患者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恢复

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能力，减少了因长期康复

而带来的经济和心理负担。术中唤醒技术还

促进了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会融入，通过参

与手术过程并实时评估神经功能状态，患者

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病情和手术效果，从而

减轻焦虑和恐惧情绪。术后恢复期的顺利进

行也有助于患者重新建立自信心和社交能

力，提高其整体生活质量。

术中唤醒的手术方式

麻醉方式的选择与调整  根据患者的具

体情况，如年龄、病情及手术需求，麻醉医

生会精心挑选适宜的麻醉药物与给药方式，

确保手术各阶段麻醉深度的精准控制。手术

过程中，麻醉医生需实时监测患者生命体征，

灵活调整药物剂量，使患者在非功能区手术

时保持深度麻醉，而在功能区监测时则逐渐

唤醒，以达到最佳手术效果与患者舒适度。

术中唤醒与功能监测  麻醉医生在确保

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后，逐步减少麻醉深度，

使患者清醒并配合完成语言、运动等神经功

能测试。并结合电生理监测技术，实时追踪

大脑功能区反应，精准定位病灶与功能区边

界。这一过程要求麻醉医生高度专注，确保

在不损伤关键功能区的前提下，精准切除病

灶，保障手术安全与患者术后生活质量。

病灶切除与保护功能区  病灶切除与保

护功能区的操作需精细而谨慎，神经外科医

生凭借丰富的经验与先进的导航技术，精准

定位病灶位置，同时密切关注周围功能区状

况。在切除过程中，采用微创技术，轻柔操

作，力求在彻底清除病灶的同时，最大限度

保留并保护周边重要神经功能区域，确保患

者术后恢复顺利，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结论

术中唤醒技术作为神经外科领域的一项

创新技术，正逐步改变着人们对颅脑手术的

传统认知。通过这项技术的应用，有望为患

者提供更加精准、安全、有效的手术治疗方

案，帮助患者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随着医

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完善，相信术中唤醒技

术将在未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更多的

神经外科患者带来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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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病案的首页数据是目前公立医院

绩效考核以及质量监测系统进行数据上报和

DRG\DIP 医保支付的整体数据基础，而核心

的诊断编码也是病案首页的一个关键信息，

对应的诊断选择是否完全正确会直接影响医

院对评价指标的整体准确性。

病案的错误编码原因

医 师 对 临 床 专 业 知 识、 疾 病 诊 断 及

ICD 编码的整体掌握欠佳  由于医师的日常

工作量较大，部分临床知识相对薄弱或对

病历书写不够重视，也忽略了疾病与手术

操作编码的分类规则，就容易发生描述错

误现象。

编码人员能力欠佳  有些编码员并非医

学类人员或新入职人员仅掌握了基础编码

知识，缺乏临床相关知识和编码经验就容

易出现编码错误和遗漏。

编码人员欠缺责任意识  个别编码员由

于责任心不足，对不够熟悉的诊断或手术

编码过分依赖字典库，或没有仔细核对，

造成编码内涵与临床概念不甚相同，结果

相差甚远，不能表达实际的诊疗过程。

编码人员未按要求进行自查  编码员在

完成病案编码后，由于粗心大意或上述情

况等原因，没有按要求开展自查或进行二

级质控从而产生各种错误情况。

信息化建设程度较低  不能准确应用信

息化技术，不能设置逻辑校验等，从而耽

误基本的病案编码准确性。

除此之外，导致编码错误的具体原因，

还有编码人员并没有相对固定的科别、没

有合理分配编码员合适的工作量与时间、

欠缺完善的奖惩制度等。

针对上面医院在病案数据里面编码出

现错误的问题，要根据医院的实际情况去

制定针对性地改进措施。

提升编码质量的改进措施

提高病案书写培训  病历记录的一致性

和完整性至关重要。病案室联合相关部门

定期对临床医生开展病历书写及规范诊断

的精准培训，根据各科室的专科特点，借

助图文和视频、诊断内容和手术等具体的

填写规范和技巧，通过临床的典型案例开

展针对性讲解，从而让其能够准确掌握诊

断书写和编码分类的核心，从而夯实病历

内涵质量。

提高编码人员的团队建设  由科主任主

持定期开展编码小讲课、错误案例分析；定

期参加正规专业培训班，有计划地输送人员

外出进修，针对性地请临床医师培训编码员，

使其掌握足够的临床知识与解剖知识。

保持和增加专项质控  按时对病案数据

开展专项质控，编码完成之后，编码员首

先自查，然后开展科内交叉监控，有条件

的医院设置二级编码质控以加强整体质量。

促进信息化建设  借助信息化手段设置

准确的提示功能，嵌入编码逻辑校验规则，

只要输入诊断上的病案编码错误问题就得

到提醒，予以即时修正。

制定及完善编码任务  合理分配工作量

并规定编码员有计划地开展编码工作，安

排专人予以监督管理，注意定期予以抽查。

固定医院科室编码  根据编码人员掌握

水平适当予以轮换对应的科室，并相对固

定，从而加强对专科编码的整体熟练程度，

最大限度地降低编码错误的出现。

设置奖惩制度  制定科学的奖惩制度来

加强编码员的整体责任心与积极性，把握

病历书写内涵，从而形成一个积极良好的

工作氛围。

总结

病案编码的整体任务艰巨，要求编码

员既要遵守 ICD 编码规则，掌握病案首页数

据填写质量规范与医保清单的填报规则，

还要熟悉临床病理、生理、解剖等相关知识，

并总结一定的工作经验，例如汇总既往病

历诊断和手术操作编码，结合最新的临床

版和医保版编码库，做好映射形成院内编

码对照表以供临床参考。病案编码员要与

临床进行有效沟通，尽量避免干预临床诊

疗又能减少因医生诊断或编码不当造成的

病种入组偏差，导致医保付费亏损。

深入临床走进病案  共同提升编码质量水平
▲ 广东省惠州市中医医院  钟瑞媚

在浩瀚的生物世界中，病毒作为一类微

小而狡猾的寄生生物，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健

康。然而，人体拥有一套复杂而精密的免疫

系统，其中免疫细胞作为“病毒克星”，在

抗击疾病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本文将深入探究免疫细胞如何协同作战，以

神奇的方式战胜病毒，守护人体健康。

免疫系统的构成与功能

人体免疫系统是一个由免疫器官、免疫

细胞和免疫活性物质共同组成的复杂网络，

它遍布全身，时刻监控着体内的异常情况。

免疫器官如骨髓、脾脏、淋巴结等是免疫细

胞生成、成熟和储存的场所；免疫细胞则包

括淋巴细胞（如T细胞和B细胞）、巨噬细胞、

树突状细胞等，它们负责识别、攻击和清除

外来病原体；而免疫活性物质如抗体、细胞

因子等则起到辅助和调节免疫应答的作用。

免疫系统的核心功能可以概括为三个方

面：防御、自稳和监视。防御功能主要体现

在对外来病原体的识别和清除上；自稳功能

则负责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防止免疫应

答过度造成损伤；监视功能则是对体内异常

细胞（如肿瘤细胞）的监测和清除。

免疫细胞与病毒的较量

当病毒侵入人体时，免疫系统迅速启动，

一系列复杂的免疫应答过程随之展开。这一

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识别病毒，

病毒侵入人体后，首先被免疫细胞中的受体

识别。这些受体能够识别病毒表面的特定标

记（如抗原），从而将其标记为入侵物。这

一步骤是启动免疫应答的关键。激活免疫细

胞，一旦被识别为入侵物，免疫细胞随即被

激活。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等释放化学物

质（如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吸引更多的

免疫细胞到感染部位，形成局部炎症反应。

吞噬和消化，巨噬细胞是免疫系统中的“清

道夫”，它们通过吞噬作用将病毒包围并消

化。这个过程不仅直接清除了病毒，还促进

了免疫细胞的进一步激活和募集。适应性免

疫，在识别病毒后，适应性免疫系统（主要

由 T 细胞和 B 细胞组成）被激活。T 细胞

能够识别并攻击被病毒感染的细胞，而 B 细

胞则分化为浆细胞，合成和分泌抗体。这些

抗体能够与病毒结合，阻止其进一步感染健

康细胞，并促进病毒颗粒的清除。杀伤感染

细胞，自然杀伤细胞（NK 细胞）是一类能

够直接杀伤感染病毒的细胞的免疫细胞。它

们通过识别感染细胞表面的异常标记来识别

并杀死这些细胞，从而阻止病毒的复制和传

播。记忆和保护，一旦免疫系统成功清除病

毒，会留下记忆细胞（如记忆 T 细胞和记忆

B 细胞）。这些细胞能够长期存在于体内，

当再次遇到相同病毒时，能够迅速启动免疫

应答，提供长期的保护。

提升免疫力的方法

虽然免疫细胞在抗击病毒的过程中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人体的免疫力并非一

成不变。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污染的加剧

以及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人体免疫力可能

会逐渐下降。因此，提升免疫力对于预防疾

病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一些提升免疫力的

方法：均衡饮食：保证摄入足够的营养物质，

特别是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有助于

免疫细胞的生成和功能发挥。适量运动：适

度的体育锻炼能够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和数

量，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充足睡眠：良好的

睡眠有助于免疫细胞的恢复和再生，保证充

足的睡眠时间对于提升免疫力至关重要。减

少压力：长期的精神压力会抑制免疫系统的

功能，因此要学会调节情绪、减轻压力。接

种疫苗：疫苗是预防传染病的有效手段之一，

通过接种疫苗可以刺激机体产生特异性免疫

力，从而预防疾病的发生。

免疫细胞作为人体内的“病毒克星”，

在抗击疾病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它们通过识别、激活、吞噬、消化、适

应性免疫、杀伤感染细胞和记忆保护等一系

列复杂的免疫应答过程，成功地将病毒清除

出体外，守护着人体的健康。需要我们在日

常生活中注意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睡

眠、减少压力以及接种疫苗等方面下功夫。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强大的免疫力，更

好地抵御病毒的侵袭。

病毒克星：探究免疫细胞如何战胜疾病的神奇过程
▲ 广东省茂名市人民医院  陈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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