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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栓治疗虽然给患者带来了新希望，

然而如影随行的脑出血风险也让医生在临

床应用中束手束脚。中国患者的最佳剂量

是多少？没有经验与数据可以参考。“刚

开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李小刚表示。

那天，李小刚到急诊科为一位突然偏

瘫、失语的患者会诊。患者家属眼中噙着

泪水，哆嗦着唇说：“大夫，求您救救我爸爸。”

说完就要跪下来。李小刚清楚地感受到了他

的紧张与无助。李小刚初步判断为缺血性

卒中，因为送医及时，仍在救治的时间窗内，

可以试试静脉溶栓治疗。然而，因为当时

经验不足，李小刚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跟患者家属解释：“医院现在有一

种新的静脉溶栓疗法，但有一定的风险，

大概有 5% 发生脑出血的风险，如果你爸

爸属于这 5 个人中之一，就会加重脑出血

病情。但是，使用后好的概率有 1/3，您

考虑一下要不要用。”患者听后没有犹豫，

一叠声地说：“好，只要能救我爸，我都

愿意试，我相信医生的判断。”李小刚至

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心情，“好像立下

了军令状，我们是带着家属的信任与期待

开始治疗的。”李小刚表示，治疗过程中，

他们时刻关注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变化，

不敢有丝毫懈怠。幸运女神眷顾了这一对

医患，他们在时间窗内成功溶栓。患者很

快康复出院，避开了出血风险与后遗症困

扰。在此后多年中，他在临床中积累总结

溶栓经验，并且在治疗策略上大胆创新。

为了让更多患者有机会接受溶栓治疗，

李小刚首次应用静脉rt-PT溶栓联合神经保

护药依达拉奉进行临床研究。结果发现，溶

栓时间窗延长至4.5小时，患者仍有明显获

益，该结论早于国际上的循证医学研究结果，

时间窗的延长为更多患者争取到了机会。好

的治疗方法需要真正推广落地，才能惠及更

多的患者。此后5年，李小刚在工作之余，

积极参与到“静脉rt-PT溶栓联合神经保护

药”的推广工作中，除中国台湾省和西藏外，

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各个省会城市的各个三

甲医院。“看着中国的溶栓率从不足 1% 上

升到 6%~7%，想到有更多的患者及家庭因

此获益，就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李小刚的笑容中透露出自豪与医生“患者

至上”的情怀。

“在郭主任这里看病，要比别处明

白。”坐在郭征诊室的是一位 60 多岁的

骨肿瘤患者，郭征正拿着 3D 打印模型在

为患者及家属耐心讲解手术计划及潜在

风险。郭征告诉《医师报》记者，医生

过去只能在电脑上看到二维影像，即便

把他重建成三维图像，也是看得见却摸

不着，大大影响了医生的判断力。3D 打

印模型可根据实际病变范围打印成 1:1

的实体模型，同时还可打印比邻结构，

包括血管、神经脏器、肿瘤的位置等。

医生可以拿着3D打印的模型和患者沟通，

为患者清晰地讲解手术的过程，让患者

及家属更了解这个疾病，对疾病的治疗

过程有更为清晰的认知。在临床教学中，

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肿瘤或者

病变位置和损害情况。

在临床中，3D 打印可以成为医生的

“第三只眼”。“3D 打印可以帮助医生

在手术过程中清晰地判定病变的大小、

范围、边界，利于医生更加精准地切除

病变部位，减少手术损伤。”郭征表示，

3D 打印技术的临床应用，将数字化设计

理念带到骨科诊疗中，带来了诊疗理念

上的革新。有了模型，可以看见肿瘤在

哪里，精确设计切除范围，但落实到手

术中，应如何实现呢？针对临床实际情

况，郭征又有了新的想法，结合数字化

设计经验，郭征教授开始使用 3D 打印手

术导板，在术中引导精确手术。

骨科是医学领域重要的专科，其发展

始终与科技的发展同步。随着数字化、智

能化、微创化和个性化技术手段不断进步，

共同带动骨科领域飞跃向前。唐都医院骨

科将紧跟时代步伐，着力于3D打印技术，

放眼数字化技术辅助骨科疾病的精准救

治。学科未来将会始终瞄准前沿创新技术，

为患者解除病痛折磨，造福人类健康。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溶栓与取栓等治疗

手段出现前，缺血性卒中一旦发病，可用

的有效干预手段极其有限，大部分患者都

不可避免地背上“后遗症”的沉重包袱。

患者会出现单侧或双侧肢体无力、肢体麻

木、言语不清、感觉障碍，严重者出现肢

体瘫痪，不仅影响生活质量，还损失工作

能力，给家庭与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1987 年，李小刚从第一军医大学医

疗系本科毕业，来到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神经内科工作，在这所全国最顶尖

的医疗殿堂中，对缺血性卒中的治疗同样

束手无策。李小刚在临床中看到过太多患

者最终困顿于“后遗症”，他看在眼里，

急在心中，探索一种改善缺血性卒中预后

的治疗方式，成为他迫切想达成的愿望。

80 年代中叶，有研究显示，链激酶和

尿激酶对于缺血性卒中患者有益，同一时

期多位学者也通过动物实验验证了静脉溶

栓对于动脉血流恢复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为了给患者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李小刚

参与了尿激酶溶栓的临床研究，然而，与

有效性相伴的“脑出血”，也让尿激酶溶

栓蒙上了阴影，很多医生对此望而却步，

该疗法并未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应用。

转机出现在1995年发表的NINDS研究，

证实了第二代溶栓药物重组组织型纤溶酶

原激活剂 (tPA) 的有效性与安全性，该药物

于 1997 年在美国获批上市。李小刚始终

关注着国际上缺血性卒中治疗的最前沿发

展，当看到溶栓的可行性消息时，李小刚

兴奋异常，期待着药物早日进入中国，服

务于国人。2002 年，李小刚作为特殊人才

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科引进，2004年，

在科主任的支持下，他成为中国首批开启

tPA 溶栓治疗中国实践的神经内科专家。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黄

晶 ）“大脑如同最高司令员，主

宰着人体一切行为活动。全身的

神经在此汇聚，与其他脑组织共

同组成了“迷雾森林”般复杂的

大脑结构。作为神经科医生，需要拨开这“迷

雾森林”诊断治疗疾病，对技术与能力提出了

极高的要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医师、首都机场院区副院长李小刚就是敢于挑

战脑病治疗难题的医生之一。

他在国内首先开展溶栓策略创新，将时间

窗由 3 小时延长至 4.5 小时，为更多患者争取到

了机会；他不断突破自我，开始医院管理探索，

让首都机场周边 10 万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三

级医院诊疗服务。“医生要为患者解除病痛，做
让患者满意的好医生。”这是李小刚从医的初心。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小刚

奋战“黄金 4.5 小时”奋战“黄金 4.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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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静脉深榕策略  更新静脉深榕策略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刘

则伯）他，近一米九的大高个，

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空军军医
大学唐都医院骨科主任郭征将一

手 3D 打印玩得炉火纯青。

2009 年率先在国内提出 3D 打印钛合

金假体重建骨缺损的构想，组建多学科团队，

克服学科间沟通不畅、假体生产工期长等难

题。2014 年，他率团队完成世界首例 3D 打

印个性化定制肩胛骨及锁骨钛合金假体临床

应用和亚洲首例骨盆钛合金假体临床应用。

潜心耕耘十余载，梦想终成现实。

上军校、穿军装、做军医是他儿时的期盼。

“永葆赤子心，守住寂寞，静待花开”是郭征

给自己的寄语，也是他三十余年科研、临床工

作中矢志不渝的信念。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骨科团队

3D 打印   铸铮铮铁骨3D 打印   铸铮铮铁骨

6.8 斤巨瘤，胸骨及多根肋骨广泛受

累。稍有不慎，40 岁老李可能性命、肩

胛外形和功能一个都保不住。怀揣最后一

丝希望，老李从山东来到西安千里寻医。

巨大的瘤体不仅累及胸骨及多根肋骨，

更是与锁骨、腋动脉、臂丛神经关系紧密，

如何彻底切除？如何重建？如何恢复患

者肩胛骨的外观和功能呢？

“难度很大，但我们会全力以赴保

住他的性命以及肩胛功能和外形。”这

句承诺让老李印象深刻，历时 14 小时手

术，骨科、胸外科、烧伤整形科等多学

科协作，最终兑现了这句承诺。

“多学科协作手术为患者彻底切除

肿瘤，保住性命保驾护航，3D 打印在老

李外形、功能的恢复中发挥了不可或缺

的作用。”在郭征看来，正是两者的有

机结合，才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

的期待，实现了外形、功能的双重治愈。”

在以前，像老李这样，肿瘤范围较

大，且对放化疗不敏感的，切除后，没

有适配的人工关节，外形和功能就无法

恢复。如何让骨肿瘤患者既能保命，又

能保功能和外形呢？这一问题困扰了郭

征很久。“恰好，医院引进了3D打印设备，

我就在想是否能够通过这一技术让更多

骨肿瘤患者不仅可以保住性命，还可以

保住功能和形态。”那时，3D 打印在医

学领域的应用刚刚兴起，郭征从零开始，

查阅文献，组建数字化科研团队，请相

关专家讲学。他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模

型打印入手，在探索中尝试，在尝试中

实践，到最后可将患者患病部位连同周

围神经血管一起打印，形成实体化、等

比例的真人实体解剖模型，并且应用于

临床当中。

郭征指出，随着 3D 打印技术广泛应

用于骨肿瘤重建领域，医生可以根据患

者治疗的需要，为患者“量体裁衣”，

根据肿瘤切除的不同形态、不同部位和

不同复杂程度，在硬组织重建或骨关节

重建时，可以通过 3D 打印技术，精准恢

复骨骼外形结构以及功能要求，这对骨

肿瘤重建而言是个质的飞越。

功能和外形双重治愈功能和外形双重治愈

做医生的“第三只眼”做医生的“第三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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