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朱丹华 通讯员 宁宇

福州晚报讯 两年来，福州翁先生
的双腿因未知病因逐渐乏力，甚至发
展到无法独自行走的地步。经福建省
立医院神经医学中心柔性引进的国家
级专家诊断，很快解开“怪病”谜团，并
得以治愈。

年过六旬的翁先生是退休医生，
两年前开始偶尔感到双下肢麻木乏
力。翁先生以为是骨质疏松或过去久
站手术带来的小毛病，就没有重视。

不料随着时间推移，翁先生的症
状越来越重，发作也愈加频繁，渐渐发
展到无法长时间行走。翁先生怀疑自
己患了腰椎间盘突出，去医院就诊，经
腰核磁共振检查，却未发现明显的腰
椎问题，医生只能建议他多休息，同时
做理疗康复。然而，翁先生的病情却
继续恶化，至今年已发展到无法行走，
需要靠拐杖与轮椅才能勉强出行。

近日，翁先生获悉福建省立医院
神经医学中心今年柔性引进（指突破
地域、户籍、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刚
性制约，不改变人才与原单位关系，以
提供智力服务为核心的人才引进方
式）了3位全国专业主委级别的国家级
专家，于是怀着一线希望前往就诊。
省立医院神经外科学科带头人魏德主
任，以及省立医院金山院区神经外科
卢峰副主任医师仔细分析讨论，怀疑
翁先生患的是硬脊膜动静脉瘘。福建
省立医院神经医学中心柔性引进的专
家——受邀担任该院脑血管病中心主
任的来自北京宣武医院的张鹏教授，
为翁先生完成了高难度的脊髓血管造
影（DSA）检查，结果证实翁先生患了
硬脊膜动静脉瘘。魏德主任医师介
绍，人体脊柱椎管内的脊髓外包裹着
硬脊膜，硬脊膜上的动脉和静脉是各
自独立并有序工作的，而硬脊膜动静
脉瘘患者在此处的动脉与静脉之间却
出现了异常直接连通。

“在DSA图像上可以清晰看到，翁
先生硬脊膜上的一根异常动脉血管通
过瘘口直接连接到了静脉系统中，导
致大量动脉血涌入静脉，使得脊髓静
脉压升高，进而引发了脊髓缺血缺氧
和功能障碍。”魏德主任说。

在张鹏教授指导下，卢峰副主任
医师为翁先生实施了显微镜下硬脊膜
动静脉瘘口离断术，将错乱的血管团
进行切除。术后，翁先生的症状得到
迅速缓解，双下肢的麻木无力感明显
减轻。

主流医学观点认为，硬脊膜动静
脉瘘不具有遗传性。但无独有偶，翁
先生的表哥刘先生存在与之类似的病
情，刘先生于3年前开始出现双下肢乏
力，就诊前已高位截瘫、大小便功能障
碍，其家人四处求医也都未找到原
因。目睹翁先生病情痊愈后，刘先生
也立即到福建省立医院神经医学中心
就诊，检查证实他与翁先生患了同一
类型疾病。福建省立医院金山院区神
经外科团队再次实施显微镜下硬脊膜
动静脉瘘口离断术。目前，刘先生病
情正在逐步恢复，有望摆脱截瘫的禁
锢，重获健康。

魏德医生提醒，硬脊膜动静脉瘘
是一种隐蔽而危险的顽疾，虽发病率
极低，但致残率极高。中老年男性若
出现不明原因的双下肢麻木无力等症
状，应警惕硬脊膜动静脉瘘的发病可
能，及时就诊，接受专业检查和治疗。
早确诊、早治疗，是预防脊髓神经功能
不可逆性损害的关键。市民若有需
要，可扫描文末二维码，联系福建省立
医院神经医学中心秘书咨询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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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患怪病无法走路 元凶找到了
专家提醒：出现不明原因的双下肢麻木无力，应警惕硬脊膜动静脉瘘

福建省立
医院神经医学
中心咨询微信。

■记 者 林春长
通讯员 张婷婷

福州晚报讯 业主在装
修期间会将钥匙藏在家门口
的门框上、地垫下、消防栓内
等处，这方便自己的行为，也

“方便”了小偷。近日，闽清法
院审结一起入室盗窃案件，
被告人许某犯盗窃罪被判刑
并处罚金。

据悉，许某曾是一名装
修工人，他在工作中发现一
些业主图方便，装修期间会

将钥匙藏在家门口附近。
因经济拮据，许某便打起了
新入住小区业主的主意。
2024年 3月至 4月期间，许
某多次来到闽清县刚交房
的多个小区内，逐层在业主
家门框上、楼道的消防栓等
处寻找房门钥匙，找到钥匙
并敲门确定家中无人后，他
便入室行窃。经查，许某共
盗取未拆封电线 29 捆、新
空调外机 3台、新抽油烟机
1 台 等 物 品 ，价 值 共 计
28000 余元。得手后，许某

将上述财物以 4000余元的
价格卖给废品收购站。民
警经过调查，很快锁定了许
某，并将其抓捕。案发后，
许某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并
赔偿了被害人全部经济损
失。

闽清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许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
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
罪。法院依法判处许某有期
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
罚金4000元。

房子装修钥匙勿藏门口
谨防引“贼”入室

闽清一男子入室盗窃近3万元财物获刑

■记 者 朱丹华
通讯员 陈宇娟

台风过后，气温再度攀
升，大家又开始防暑避暑。
医生提醒，有些疾病（如低血
压、低血糖等）症状与中暑十
分相似，却是“假中暑”。市民
要注意辨别，以免耽误有效
治疗，造成危险，特别是夏季
容易发生的低血压。

频发“中暑”
竟是低血压

最近，福州 28岁女子小
李，把低血压当成中暑，直到
晕倒不省人事后就诊，才知
道“真凶”。

小李是一名私企员工，
平时体质虚弱，动不动就头
晕、乏力。今年，随着夏季来
临，她的头晕症状越发严重，
并经常出现眼前发黑、全身
冒汗的情况。每次发作后，
小李都要赶快躺一躺，喝些
糖开水补充体能，或用万金
油涂抹按摩，一般10多分钟
后会慢慢好转。她一直认为
这是“天热中暑”，懒得去医院
检查。

直到一周前，小李没吃
早餐就赶去单位上班。结
果，上班期间突然头晕、冒虚
汗、精神恍惚，而后眼前一黑
晕倒在地。见到小李不省人
事的样子，同事们手忙脚乱
地掐人中、按摩手脚、喂开水，
大约10分钟后，小李渐渐恢
复。

随后，同事陪小李到福
建省级机关医院就诊。神经
内科林细康教授发现，小李
精神状态差，面色苍白，全身
湿冷，血压仅为80/50mmHg，
其他体征未见异常。他追问
病史得知，小李一个人在外
工作，平时三餐不规律，又懒
得锻炼，身体素质很差。而
且，小李在以前的体检中，多
次被查出患低血压。

考虑到患者有低血压病
史，加上高温天容易导致低
血压加重，难以满足大脑等
机体组织的供血供氧需要，
很容易出现晕厥。林细康教
授当即给予调整血压的药
物，并叮嘱小李养成良好的
工作和生活习惯，规律作息、
加强营养，杜绝进食影响血
压的食物，并适当参加体育
锻炼，增强体质。

一周后复查，小丽的血
压为102/61mmHg，处于正常
范围，精神状态好多了。

低血压人群
夏季要特别警惕
林细康教授介绍，理想

的血压应该在 120/80mmHg
左 右 。 当 血 压 低 于 90/
60mmHg时，就属于低血压。
低血压多发于年轻女性、65
岁以上老年人，以及贫血和
平时有服用降血压或心脏药
物的患者。其症状包括头
晕、乏力、四肢冰凉、胸闷、心
悸、心绞痛、气促等，严重的可
导致晕厥、休克，甚至出现生

命危险。
三伏天里高温酷暑，人

体内的血管也会随之扩张，
血管阻力减小，使血压下
降。再加上天气炎热导致
大量出汗，或体表水分隐性
蒸发增多，伴盐分丢失，血
压可进一步降低。而老年
人的血压对气温变化更为
敏感，夏天也更容易出现低
血压。

林细康教授提醒，低血
压群体在夏日要注意三餐规
律、均衡营养，并适当调整饮
食结构，以维持血压平稳。
他建议，每天少食多餐，切忌
一餐吃得太饱，导致回心血
量减少，加重低血压；过于清
淡和辛辣刺激的食物可导致
低血压，应加以避免；具有降
血压作用的赤小豆、冬瓜、苦
瓜、海带、芹菜等食物，也要尽
量少吃。此外，每天多补充
水分，日液体摄入量不要低
于 1500毫升，并要适当增加
盐分。

同时，低血压患者平时
要尽量避免突然改变体位，
比如突然站起、突然起床或
下床等；餐后多坐一会儿再
起来活动，让身体慢慢适应；
平时适当选择散步、快走、慢
跑等强度较低的运动。

林细康教授还提醒，平
时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
病的患者，随着台风天过后
的气温回升，应在医生指导
下调整药物用量，避免降压
过低。

女子频频头晕
不是中暑而是低血压

医生提醒，低血压群体夏日要注意三餐规律、均衡营养

福清蝴蝶兰避暑有“凉”方
■记者 王光慧 通讯员 陈岚

福州晚报讯 连日来，为有效应对
高温“烤”验，位于福清市阳下街道漈
头村的沁怡园艺蝴蝶兰基地通过物联
网技术助力，确保基地内的蝴蝶兰能
够安稳度夏。

“蝴蝶兰种植对环境温度要求比
较高，一般控制在 25℃至 30℃为最
佳。”该基地负责人陈霄宇介绍，基地

在建设时就引进了智能温控大棚，配
套物联网控制系统以及水帘、风机等
设备，通过传感器实现棚内温度和棚
外光照实时监测，当棚内温度接近设
定临界点时，风机和水帘系统将先后
运作，让空气快速流通，起到降温作
用。

据了解，沁怡园艺蝴蝶兰基地占
地 400多亩，以蝴蝶兰品种保育和研
发为主，目前已有上百个品种。

福建省立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
任兼首席专家张鹏（北京宣武医院
主任医师）

福建省立医院神经肿瘤中心
主任兼首席专家钟平（上海华山医
院科室副主任，上海医学会神经外

科分会主委）
福建省立医院垂体瘤多学科诊

疗中心暨神经内镜微创中心首席专
家洪涛（北京宣武医院特聘教授，南
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副院长、神
经外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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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立医院神经医学中心柔性引进专家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