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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医生，我昏迷前听到的最后
一句话是你说‘抓紧时间抢救’。谢
谢你救了我一命，没留下任何后遗
症。”采访当天，33岁的朱女士来到
周圣军的诊室复查。

3个月前，朱女士突然剧烈头
痛，送到该院急诊科后马上陷入昏
迷。周圣军回忆，急诊CTA明确，
朱女士的病因是位于前交通动脉的
脑动脉瘤破裂。当时，整个脑室里
全是血，马上就会形成脑积水。时
间就是生命！周圣军当机立断，马
上进行急诊手术。第一步，微创介
入治疗，放置弹簧圈止血；第二步，
引流脑室内的积血。这两步得以在
一个小时内完成。

出院一个月后，朱女士又接受
了微创手术，通过植入支架来加固
破损的脑血管，防止复发。周圣军
告诉记者：“抢救最大的难点在于
快。既要快速做出精准诊断，决定
治疗方案，又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争分夺秒完成手术。再晚几分
钟，患者就会脑干受损，预后极差甚
至无法生还。”

周圣军进一步介绍，当时急诊
手术是选开颅夹闭术还是介入治疗
就很考量医生的经验。以朱女士的
情况，可以做微创，而且微创做起来
更快，抢救效率更高。而采访前一
晚送到急诊的丁先生被诊断为大脑
中动脉的脑动脉瘤破裂合并颞叶血

肿。他的情况更适合开颅手术，直
接暴露出血点止血并夹取血块。

恢复期，朱女士做了很多脑动
脉瘤的“功课”。劫后余生的她感
慨：“还好我遇到周医生。当时任何
一个环节慢半拍，我就没命了。”

“不定时炸弹”的一个特点是随
时可能“爆破”，因此周圣军和团队
成员习惯了长年“泡”在手术室，随
时待命，上阵“拆弹”。他回忆，上次
休长假还是2017年出国访学期间
休息了几天。他有个专门的“拆弹”
微信群。24小时都会有同事上传
患者信息，他也会在第一时间读片，
给出“夹”“右”“栓”“支+圈”等简短
而精准的策略。

周圣军：双剑合璧拆除颅内“不定时炸弹”

近日，46岁的董先生因为突发
的剧烈头痛和呕吐来到该院就诊，
他被诊断为脑动脉瘤破裂。

棘手的事有两个：一是位置特
殊，PICA起始部脑动脉瘤位置深、
周围血管复杂、与脑干及后组颅神
经关系密切，堪称最复杂和最危险
的脑动脉瘤；二是类型特殊，属于夹
层动脉瘤。手术难度在哪里？周圣
军介绍，PICA是小脑下后动脉，直
径仅一毫米左右，分支的直径只有
零点几毫米。操作难度特别大，属
于亚毫米级操作。

他举例，如果是其他部位的脑
动脉瘤，一毫米的血管在出血，可以
马上阻断并止血。但对PICA起始
部的脑动脉瘤来说，这一操作却不
被允许。因为脑干一旦缺血会直接
梗死，患者可能没法醒来。

从手术方案来看，如果通过介入
放支架，箍紧夹层，有再次破裂风险；
如果开颅夹闭的话，术后风险高。两
条常规的路都走不通，怎么办？最后
在MDT会诊后，周圣军给出了非常
规解法，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先将
枕动脉和PICA远端搭桥，再夹闭，实

现血管逆流。这样，既可以彻底加
固，又不影响脑干供血。这台急诊手
术从当天傍晚做到了第二天凌晨3点
多，患者术后恢复良好。

“脑血管手术犹如在‘悬崖边跳
舞’，在血管‘迷宫’中的任何一项操
作都可能关乎生死。”周圣军说，医
生只有不断修炼内功，精通各种术
式和处理方案，才能为不同疾病的
患者提供精准、高效的诊断和治疗。

2024年，周圣军和团队共完成了
700多例脑动脉瘤手术，并发症率在
1%以内。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庞赟

在与疾病交手的战场上，他们以“绝活”
为刃，以仁心为盾，将高超技术淬炼成百姓触
手可及的健康守护，让疑难重症化险为夷，助
康复之路提速减痛。本系列将带您走近宁波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这些“匠心”医者，看他
们如何在患者的生命褶皱里镌刻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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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毫米级操作让血流逆转，努力让不可能变成可能

生死抢救，没留下后遗症，再晚几分钟就会脑干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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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内胎磨损后会“鼓包”，颅内动脉在
高血压等因素下也会在薄弱处形成异常“凸
起”。这被称为脑动脉瘤，一旦破裂，致死率和
致残率极高，也被称为颅内的“不定时炸弹”。

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周圣军
主任医师 20 年来一直致力于精准“拆弹”。
他擅长亚毫米级的开颅夹闭术和微创的血管
内介入治疗这两大脑动脉瘤的主要治疗方
法。双剑合璧，为生命打通双重保障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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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早熟、黑皮……

新品种花生怎么种？
为推广花生良种，全市鲜食花生新品种及高效生态栽培技术现

场观摩培训会昨日在奉化举行。

当天上午9点，许多农户、农技人
员等早早来到奉化萧王庙街道奉兴农
业鲜食花生生产基地。

花生种植区绿意盎然，花生长势
良好。该基地是浙江省粮油产业技术
项目示范基地，种植的每一个品种区
都竖立着品种标牌。工作人员还在每
个品种区拔取放置了花生样品，供与

会人员参观。活动现场还设摊展示了
新品种花生样品。

该示范基地共种植了10个新品种
花生，包括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浙江勿
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的主推品
种：“浙花2号”“浙花6号”和“浙黑甜1
号”，还有宁波本土育成的“甬彩黑1号”

“甬花2号”“甬花3号”等品种。

浙江省农科院花生育种专
家李付振博士被农户们热情地
包围着，农户们不停地向博士咨
询花生品种和技术问题。

“你们看，这里的新品种花
生各具特色，大家可以根据需求
引种。”李付振向农户介绍，“浙
花2号”是一个高产品种，2023
年创下了浙江全省鲜食花生最
高产量。它还是早熟品种，早春
播种端午节便可上市；如果大棚
种植可越冬，也能赶上春节档上
市，效益翻倍。它可鲜食，口感
偏糯鲜嫩、皮色粉红，卖相也很

好。
“浙花6号”也是一个高产早

熟品种，而且它具有高油酸特
性，对心血管健康有益。它也可
以鲜食，口感较糯。此外，它直
立生长，容易采收，对连作障碍
的抗性也比较强。

与前两种不同，“浙黑甜 1
号”则是黑皮花生。它果型小
巧，鲜果紫皮，干透后变成黑
皮。它属于高油酸花生，出油量
大；作为特色花生，它特别适合
加工成炒货，黑皮花生市场价格
更高。

“今天在现场看到了不少新
品种花生，刚才也品尝了一下，
口感确实好。特别是‘浙花2号’
产量特别高，我还和专家交流了
一下种植技术，下一步打算引种
新品种。”来自慈溪桥头镇明美
农场的余师傅说，“这类观摩培
训活动让我们了解更多新品种、
新技术，对我们农户帮助很大，
农民非常需要。”

“我们今年也引进了鲜食花
生新品种和ARC微生物菌剂，
目前从生产表现来看，新品种比

较受农户欢迎，另外ARC菌剂
也较好地提高了花生的抗病
性。”来自宁海农技站的农技人
员说。

“让广大农户实地考察示范
基地，与专家面对面交流，这样的
学习培训形式能起到更好的效
果。”宁波市农技推广总站相关负
责人表示，他们推行“产、研、育、
推”融合机制，形成“示范应用+现
场观摩+技术培训”的活动形式效
果显著。 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郭焕茹 张成义

实地考察花生种植基地

花生育种专家现场讲解

这类活动对农户帮助很大

李付振博士展示新品种花生李付振博士展示新品种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