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国丰（左）、张志樑（中）、孙乐波（右）讨论病例。 记者 贺艳 摄 高翔（右）在看片。 受访者供图

心胸外科、神经外科两大学科

从零跨入全国先进行列
成功完成宁波第一例心脏移植术

1993年7月，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从上海仁
济医院引进心胸外科主任张志樑教授。如果说当年已55
岁的他放弃上海的职位和荣誉来宁波第二次创业，勇气可
嘉，那么这也说明了宁波发展心胸外科的决心。

在此之前，宁波的心胸外科仅能做一些简单的小手
术，如房缺、室缺的修补，稍微复杂一点的手术就要邀请上
海的专家来甬手术或者转到市外就诊。

张志樑到了宁波，立即组建心胸外科团队，邵国丰成
为核心技术骨干，并建立宁波市首个心脏监护病房。

在心胸外科发展史上，1999年12月13日是一个值得
铭记的日子。当天，张志樑教授带领团队完成浙江省第二
例、宁波市第一例同种异体原位心脏移植术，堪称宁波医
疗史上的里程碑。

“手术很顺利，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手术后5小时，
患者就清醒过来了，13个小时后，他被拔掉了气管插管，开
始自主呼吸，第二天就能正常吃东西，第四天就可下床，一
个多月后能端起一脸盆水，一口气能从一楼爬到八楼。”时
隔近20年，张志樑教授对手术过程依然记忆犹新。据了
解，这名患者于2017年去世，术后存活了16年零8个月。

之后，邵国丰带领团队又成功施行2例同种异体原位
心脏移植术。2005年，他带领团队成功施行浙江省首例
同种异体肺移植术，换肺人术后又存活了6年多。

26年来填补43项省市技术空白

在心胸外科，冠状动脉搭桥是一个基础又重要的手术。
2001年，邵国丰被选派到澳大利亚学习冠状动脉搭桥技
术。2002年，他学成归来，结束了整个宁波不能自主开展该
项手术的历史，并且实现了非体外循环的手术方式。去年浙
江省28家三甲医院DRGS排名中，李惠利医院冠状动脉搭
桥手术位居全省第二。

近20年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急剧上升，主动脉夹层、动脉
瘤等急危重症的发病率也随之增加，这也成了心胸外科的主
攻方向。自2005年李惠利医院开展全弓置换加支架象鼻手
术治疗A型主动脉夹层以来，至目前已可常规实施Bentall
手术+全弓替换+腔内支架象鼻手术这个大血管手术中难度
最高的手术。

随着社会逐步进入老龄化，心脏瓣膜疾病发病率也逐渐
增加。按照以往，做这类手术通常需要开胸，在低温下让心
脏停跳才能开展，对一些老年人来说风险极大。为降低手术
风险，科室探索心脏瓣膜的微创技术，今年4月，心胸外科主
任邵国丰带领病区主任孙乐波两代人经过缜密评估和准备，
为一名患者成功实施了经心尖行主动脉瓣膜置换术，攻克了
这一难题。在术中DSA和食道超声的引导下，医生通过一
根导丝将一枚人工生物瓣膜放在了患者主动脉瓣上，2小时
后手术结束，比传统的开胸手术时间缩短一半。

26年来，李惠利医院心胸外科填补了43项省市技术空
白，带领宁波心胸外科不断刷新纪录。心脏手术范围包括心
脏外科极大部分病种，其中疑难重症患者占1/3，完成心脏
手术11000余例（总量位居省内综合医院第2名)，年心脏手
术量近600例，心脏手术数量已连续15年居省内前三。科
室入选浙江省心胸外科区域专病中心、省市共建重点学科，
是浙东地区心脏外科中心和浙江省心脏外科三强之一，华东
地区著名学科之一。

做了多例宁波史无前例的手术

2010年，宁波市第一医院成立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分中心，高翔作为医学高层次人才从上海华山医院引进。

当时，宁波神经外科整体水平都很落后，跟全国先进水
平比起来，至少落后10年，全部医院加起来脑肿瘤手术实施
仅40多台。宁波市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一年总共做150多台
手术，其中98%都是脑外伤，一些需要开颅手术的患者都外
流到了杭州、上海等城市。

在来宁波之前，高翔已经在上海华山医院摸爬滚打
了19年，是神经外科骨干。来到宁波之后，他胆大心细，
向高难度、大风险的手术发起挑战，使得市一院神经外科
的技术能力有了质的飞跃。他带领团队做了多例宁波史
无前例的手术：第一例清醒状态下脑功能区肿瘤切除术；
第一例颞下入路切除海绵窦斜坡肿瘤；第一例颅内外血
管搭桥治疗脑缺血疾病；第一例经矢状窦入路Onxy+弹
簧圈治疗颅内深部硬脑膜动静脉瘘；成功完成脊髓圆锥
大型实质性血管母细胞的手术，类似病例全世界报道40
余例；大型听神经瘤手术切除后面神经功能保留达到
90%，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017年，市一院神经外科团队开始尝试从鼻腔进入切
除颅内肿瘤手术。第一例手术患者是一名40多岁的男子，
检查显示颅内长了一个垂体瘤。经过8个多小时的手术，高
翔成功为他摘取了一个直径约4厘米的垂体瘤。“鼻腔是现
成的通道，不需要另外切伤口，既减少患者的痛苦又不影响
美观。”高翔介绍说，这种手术方法开创了脑肿瘤摘除无疤痕
时代，目前在全世界也是方兴未艾。而在国内，能够开展该
手术的医院屈指可数。其实，为了做好这项手术，他带领团
队早在2013年就开始准备，苦练内镜技术。

4000余例颅脑肿瘤手术零死亡
9年来，宁波市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累计完成各种神经外

科手术9000余例，其中颅脑肿瘤手术4000余例，并实现了
颅脑肿瘤手术零死亡。手术成功患者年龄最大的84岁，年
龄最小的3岁，还有怀胎7月的孕妇，以前必须送往上海、杭
州等地的危重病人都可以在家门口接受同等水平的手术。
科室整体水平几乎从零起点一跃位居浙江省第二，跨入全国
先进行列。

高翔的到来，还快速提高了宁波神经外科整体疾病诊治
水平。来宁波的这些年，他走遍了宁波所有县级医院，为当
地的神经外科医生开讲座做示范。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提升神经外科诊治水平，让宁波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看
好病。

做好手术的同时，高翔还紧抓人才梯队建设。“当我们老
了的时候，还是要靠年轻医生看病的。”一个小时的采访，这
句话，他说了两遍。这些年，他毫无保留地向科里的年轻医
生传授疾病诊治的经验和手术操作技巧。

为快速培养人才，他把神经外科分为脑血管病组、垂
体瘤组、后颅窝肿瘤组、胶质瘤组、脑膜瘤组、脑外伤组，
让每个医生选择一两个领域专心学习，成为在某个领域
最好的医生。如团队里的聂晟医生，在内镜操作上已有
一定经验；周圣军医生，擅长动脉瘤介入法和开颅手术；
费冰在治疗面部肌肉痉挛上已小有名气，每年要开展手
术100多例。

记者 贺艳 通讯员 徐晨燕 赵冠菁

外科手术，一
定程度上代表了
一个地区的医疗
技术水平。而提
升手术水平，人才
是第一要素。

他们都是宁
波从上海引进的
医 学 高 层 次 人
才。他们选择用
一把柳叶刀在宁
波二次创业，各自
带领团队从零开
始，一步步把宁波
的心胸外科和神
经外科两大学科
发展壮大，整体实
力名列全省前列
甚至跨入全国先
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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