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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毕业后，徐霞就成了
李惠利医院的一名麻醉医生，至
今已在麻醉岗位上驻守了15年。
当麻醉医生可不是打一针这么简
单，首先体力上就要吃得消。有
时候从早上8点进手术室，一直到
晚上10点多最后一台手术做完才
能下班，需要随时监测病人的生
命体征，保障病人的安全，中途没
有休息，按时吃饭也成了一种奢
望，拖班更是家常便饭。“幸亏我
训练过长跑，耐力足够。”徐霞开
玩笑说。

“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
命，麻醉医生需要内外兼修，只要

麻醉一开始，病人就把生命交到
我手里了。”徐霞说，任何一种手
术，病人的安全、镇痛是麻醉的基
本要求，从术前麻醉评估和处理、
术中麻醉与生命体征支持，一直
到处理手术麻醉后的苏醒，她的
工作才算完成。醒来后，患者往
往感激地对主刀医生说：“您做手
术一点儿都不痛。”但患者不知道
的是，这样的手术体验离不开麻
醉医生的保驾护航。

麻醉医生除了常规麻醉技
能，还要具备较强的应急抢救能
力，处理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情
况。“每个患者的病情都是千变万

化的，很多风险无法预知。”徐霞
回忆，在一次在对一位咯血病人
的抢救中，氧饱和度一路下跌至
40%（正常值为 100%左右），当时
患者气道出血十分凶猛，情况危
急，徐霞迅速插入双腔支气管导
管，保证健侧肺的氧供。

“徐霞，你要扛住！”此时，主刀
医生的这句话让徐霞一下子愣住
了。“或许我的紧张情绪影响到了
主刀医生，没错，只有麻醉医生扛
住了，主刀医生才能稳住心神去手
术！”于是，她调整心神，有条不紊
地进行着一系列操作，最终化险为
夷，成功将病人抢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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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迪是复旦大学培养的医
学博士。早在读研期间，他的工
作重心之一就是神经精神疾病的
诊疗。2009年，他来到李惠利医
院工作，将临床与科研更紧密地
结合。

2020年，李亚迪牵头成立无
创神经调控团队，这支团队所有
成员都是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
医生。团队引进了以经颅磁刺激
（简称磁疗）为主的无创神经调控
技术，对焦虑、抑郁、失眠、脑中风
后遗症、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

病、神经性疼痛等疾病进行无痛、
无创、无辐射、无后遗症、无成瘾
性的纯物理治疗。

4年前，张女士的母亲被确诊
阿尔茨海默病，虽按时服药但仍
抑制不住病程发展，记忆力减退，
思维混乱、烦躁，半夜不睡，甚至
大便失禁。

于是，张女士带着妈妈从江西
来到李惠利医院磁疗室。李亚迪通
过颅脑磁共振成像发现，老人双侧
内侧颞叶尤其是海马明显萎缩。于
是，他为老人制定了磁疗方案。

第一次治疗时，老人一度扯
掉定位帽，多次从治疗床上坐起
来。李亚迪和团队成员并没有轻
易放弃，想尽办法完成治疗。令
人惊喜的是，老人回家后就再没
有出现大便失禁的情况，当晚还
睡了个整觉。

第二天治疗时，老人全程十
分配合。之后，她的各方面情况
越来越好，多个临床量表评估得
分也提示病情明显好转。结束治
疗两个月后，老人病情稳定，还为
家人烧起了饭菜。

李亚迪：
精通磁疗、深耕科研
自学编程搭建平台的
“斜杠”影像医学博士

他是我市较
早引进的影像医
学博士，在科研方
面颇有建树，发表
了 科 室 第 一 篇
SCI 期刊收录论
文；他组建了无创
神经调控团队，开
展的磁疗对多种
难治性的神经精
神疾病实施精准
“打击”…… 他，
就是宁波市医疗
中心李惠利医院
影像科副主任、党
支部书记、宁波大
学硕士生导师李
亚迪主任医师。

在其他疾病中，类似的磁疗
疗效显著病例在李亚迪团队的临
床实践中还有很多。能有这样的
成绩，主要归因于团队多年的钻
研，不断的学习和实践累积。

李亚迪为了突出团队的特
色，专门配备了可以治疗下肢运
动障碍等与深部脑区有关疾病的
深部刺激线圈。对于重要的刺激
靶点，他们还有专门的数学算法
帮助定位以提高靶点定位精准
度，提高疗效。他们还通过不断
总结临床经验、研究文献以及向
业界专家请教，来不断优化治疗
方案。

李亚迪要求自己和团队成员
针对每个靶点测量头皮上重要的

径线，以保证精准定位。针对某
些靶点，为了保持精准度，在将近
十分钟的治疗时间内，他们全程
手捧重达2.3公斤的线圈。为了
进一步提高疗效，团队即将引进
精准影像导航系统。

李亚迪深知科研平台的重要
性，他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团队搭建
科研平台，探索各种磁共振扫描序
列的最优参数，还自学各种软件编
程技巧、钻研数据分析方法，从跨
学科的“门外汉”，变成了能够满足
平台建设需求的“程序员”。

此外，李亚迪还与包括阿尔
茨海默病团队、帕金森团队、耳鸣
团队、物质成瘾团队在内的多个
团队进行了深入的科研合作，应

用多模态磁共振成像探索多种疾
病发病的神经机制，以便更好地
找到影像学标志物，为治疗提供
更为精准的靶点。

李 亚 迪 还 曾 在 纽 约 大 学
Langone医疗中心访学一年，在
医学之路上硕果累累。他以第一
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一级期刊
以及SCI收录期刊发表多篇科研
论文；他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家
重大、省部级以及厅市级科研项
目；2015年入选宁波市领军和拔
尖人才工程；2018年入选浙江省
卫生厅医坛新秀人才培养计划；
2019年入选浙江省医学会放射学
分会与吴阶平基金会联合举办的

“青藤计划”。

失智4年的老太太终于回归正常生活

临床、科研并重，高要求换来累累硕果

提到麻醉，普
通人大多认为就是
“打一针、睡一觉”，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简单。麻醉医生作
为临床中神奇的
“安全卫士”，其工
作覆盖整个围术
期，但这一角色却
很少被公众详知。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
惠利医院麻醉科徐
霞副主任医师就是
其中一员，许多患
者不知道她的名
字，只记住了她小
小的个子和清脆的
声音。“面对患者，
我们麻醉医生始终
是‘润物细无声’。”
徐霞说。

“麻醉医生都有强迫症，一遍
又一遍核对，一次又一次确认，一
回又一回询问病史。”尽管徐霞已
经有10多年的从业经历，但反而
越来越谨慎，麻醉无小事，麻醉医
生都习惯了对麻醉方案、方式和
剂量的“锱铢必较”，追求病人年
龄、生命体征等参数与麻醉方式
的“完美契合”。

“我喜欢和病人’唠嗑’，因为
总会有意想不到的病史被‘挖
掘’，尤其是老年人，边‘哄’边聊
真的是件双赢的事情。”一次，徐
霞在和一位老人沟通谈话中捕捉

到一个重要信息：患者有青光
眼。而常规的术后复苏药物会让
青光眼患者有致盲的风险。更为
关键的是，这位患者本身就有一
只义眼，稍有不慎患者就会彻底
失明。好在及时发现，徐霞调整
了药物，患者顺利完成了手术。

从医多年，从克服疼痛到舒
适化治疗，始终是徐霞努力的方
向。“解除患者病痛，是我永远的
追求。”对于老年骨折患者，她主
张院前镇痛，当病人送到急诊
时，通过神经阻滞麻醉让患者在
骨科手术前就减少痛感，从而降

低老年患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
率。

据了解，徐霞还有一个特殊
的身份。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
医院是国家级住培基地，而她是
麻醉专业基地的教学主任，每年
要带教30多位规培生，主要开展
日常教学、培训和考核。去年，她
的学生全部通过考核，顺利结
业。她希望，她和学生们将来在
各自的岗位上共同为患者筑起一
道“安全、无痛、舒适”的生命防
线，让麻醉魅力始终绽放。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徐晨燕

手术室里默默无闻的生命守护者

是好医生，也是好老师

徐霞：
默默守护生命
推进舒适化治疗的
麻醉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