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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医生，我不痛了！”10岁
的小雨躺在病床上轻声说。瘦小
的身躯上布满了淡褐色的牛奶咖
啡斑，脊柱因侧弯微微蜷曲，患有
神经纤维瘤的她，从小饱受病痛的
折磨。祸不单行，她的哥哥小杰也同
样患有神经纤维瘤，病魔的降临曾让这个本
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幸亏在江门市中心
医院全体医务人员的帮助下，一场跨越绝望与希
望的爱心接力，为这个被罕见病阴霾笼罩的家庭带
来了一线曙光。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何雯意 通讯员 陈君

一次跌倒，对老年人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骨水泥棒支撑术为骨折患者带来希望

★指导专家

叶鹏胜，江门市
五邑中医院创伤骨科
副主任医师，毕业于
广西中医药大学，曾
在北医三院运动医学
科进修，从事骨科临
床 23 年。贯彻微创
手术核心理念，擅长
骨与关节创伤后修复
重建，如老年骨质疏
松性骨折、四肢创伤
骨折、髋膝肘肩关节
僵硬、骨盆骨折等手
术治疗及手术后快速
康复，同时擅长多种
中医正骨手法、软组
织损伤（筋伤）的中医
药治疗。

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而引发的骨折事件屡见不鲜。一次看似不起眼的跌倒，往往就能给老
年人的健康带来重大威胁。近日，72岁的陈阿婆不慎跌倒，导致右肩部剧痛，活动受限。幸运的是，陈阿
婆在江门市五邑中医院成功接受了创新的右肱骨近段骨折切开复位钢板螺钉内固定+骨水泥棒
支撑术，目前恢复良好。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何雯意 通讯员 余敏贞 陈智敏 刘森

近日，陈阿婆在家中行走时，不慎滑
倒，右肩部着地。随即，一股剧烈的疼痛涌
上心头，她的右肩瞬间无法动弹，被家属紧
急送往江门市五邑中医院就诊。经检查，
她的右侧肱骨近端发生了骨折，且伴有严
重的骨质疏松。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创伤骨科副主任医
师叶鹏胜表示，临床上，肩关节骨折、髋关
节骨折、膝关节骨折、腰椎骨折是比较常见
的骨折类型。由于人体的骨质会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出现流失，当骨骼的强度降低到
一定程度，一些看似十分轻微的冲击，比如
低高度的跌倒、车辆颠簸、负重、打喷嚏等，
都可能引起骨折。像陈阿婆一样的这种骨
折在老年人中很常见，尤其是骨质疏松患
者，用力咳嗽、弯腰端水、不慎摔倒、跳舞等
都有可能引发老年患者骨折。

叶鹏胜提醒，骨质疏松在绝经后女性
和老年男性中较为多发，且早期并无明显
症状，一般人很难察觉，有的直到出现骨折
才知道自己存在骨质疏松。一般来说，骨
质疏松通常会有以下表现：

腰背疼痛或全身骨痛。疼痛常发生在
翻身时、起坐时及长时间行走后，夜间或负
重活动时疼痛会加重。

驼背、身高变矮，是因为脊椎骨质大量
流失，支撑力越来越弱。发展到多发性胸
椎压缩性骨折可导致胸廓畸形，甚至影响
心肺功能。此外，腰椎压缩性骨折，严重可
影响腹部脏器功能，引起便秘、腹痛、腹胀、
食欲降低等不适。

脆性骨折，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受到轻
微外力影响时发生的骨折。骨质疏松性骨
折最容易发生在腰背部、髋部和手臂部位。

“步入老年化社会，越来越多骨折的老人
前来就诊。”叶鹏胜解释，对于老年人来说，治
疗骨折的方法有一定的难度。“老人家的骨头
不像年轻人，打个比方，年轻人的骨头是实心
的，但是老年人的骨头是空心的，就像腐朽的
木头一样，里面空空的，不容易手术。”

叶鹏胜表示，如果采用保守治疗，老人
的骨头不容易长好，容易畸形，以后各方面
的功能都会受限，影响日常生活。“有些人恢
复得不好，可能穿衣服、脱衣服、洗澡，甚至
吃饭都需要别人护理，致残率比较高。”

然而，如果采用手术治疗，也并非易
事。“一般的传统手术，要么是上钢板要么就
打个螺丝，但是老人家的骨头是空的，我们
即使把螺丝拧进去，也无法受力，固定不

牢。”叶鹏胜进一步指出，这种固定方法可能
因为骨质疏松而导致固定不牢固，复位位置
容易丢失。

针对这些挑战，江门市五邑中医院创新
性地采用了骨水泥棒支撑术。骨水泥是一
种特殊的医学材料，它刚开始是水和粉混合
在一起，经过 8—10分钟后，就会变得坚
硬。医生们利用骨水泥的这一特性，将其塑
造成蘑菇头形状，支撑在骨折部位。这样不
仅可以增强稳定性，还可以防止复位位置丢
失，大大降低了骨折部位缺血坏死的风险。

“它结合了钢板内固定的稳定性和骨水
泥支撑的强度，大大提高了老年人骨折的治
疗效果。同时，这一手术方式还具有创伤
小、恢复快、并发症少等优点，深受患者和家

属的欢迎。”叶鹏胜进一步指出，这一手术方
式具有以下优点：

稳定性好。钢板和螺钉的内固定可以
确保骨折部位不会再次移位，为骨折的愈合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支撑力强。骨水泥棒为骨折部位提供
了额外的支撑，增强了骨折部位的稳定性，
有利于骨折的愈合和功能的恢复。

创伤小。手术方式相对简单，创伤小，
术后恢复快。

并发症少。由于手术方式的创新性和
精准性，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大大降低。

手术过程顺利，陈阿婆的骨折部位得到
了有效的治疗。术后，陈阿婆被送往病房进
行恢复。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阿婆的

病情逐渐稳定下来。她的右肩部疼痛明显
减轻，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出院时，她满
怀感激地对医护人员说：“谢谢你们！你们
的技术真好！”

叶鹏胜表示，陈阿婆的成功案例展示了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在老年人骨折治疗方面
的创新技术和丰富经验，也提醒我们要特别
关注老年人的骨骼健康。“预防骨质疏松、及
时接受治疗和科学康复是保障老年人健康
的重要措施。”叶鹏胜提醒，对于老年人骨折
患者来说，术后的康复和预防同样重要。术
后康复可以促进骨折部位的愈合和功能的
恢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而预防工作则
可以降低再次发生骨折的风险，保障患者的
健康和安全。

应对骨质疏松年轻化
要定期检测骨密度

根据《中国骨质疏松白皮书》，我国超2亿人骨量偏低，60岁
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率接近40%，但知晓率不足10%。叶鹏胜提
醒，目前骨质疏松有年轻化趋势，久坐、过度节食、咖啡依赖等不
良习惯，导致30—40岁人群骨量流失加速，埋下健康隐患。日
常生活要合理饮食、适量运动、定期检测骨密度。

生活中要注意营养强化，从“吃”开始，补充钙、维生素D、蛋
白质等营养物质，其次要多运动，让骨骼“活”起来，青少年期要
多跑步或进行球类运动，提升峰值骨量，中老年人可以快走、打
太极（每周5次，每次30分钟），值得注意的是，脊柱严重骨质疏
松者避免弯腰提重物、剧烈扭转。另外还要远离“偷钙黑手”，避
免高盐饮食，长期摄入烟酒咖啡，还要注意药物风险，长期使用
激素、抗抑郁药需定期监测骨密度。

叶鹏胜提醒，以下高危人群要早筛早查：一是女性绝经后或
70岁以上的男性，二是身高缩短大于3cm或出现驼背，三是有脆
性骨折史（如摔倒后髋部、手腕骨折）。

叶鹏胜建议，可以进行超声骨密度仪快速筛查或双能X线
骨密度检测，这是检测骨质疏松的金标准。 （何雯意）

“谢谢医生，我不痛了！”
——江门两位神经纤维瘤患者的爱心康复之路

兄妹先后患上神经纤维瘤

17岁的小杰至今记得6年前那个闷热的午后
——他的臀部突然鼓起一个拳头大的肿物，像一块顽
固的石头嵌入身体。父亲冼先生带着他跑遍当地医
院，最终确诊为神经纤维瘤。

“当时医生说没办法治，只说观察，可我们连‘观
察’是什么意思都不懂。”冼先生搓着布满老茧的手，
声音沙哑。更残酷的是，3年后，小杰年仅7岁的妹妹
小雨身上也开始出现一粒一粒的肿物和牛奶咖啡斑，
伴随着剧烈的疼痛，脊柱还出现了侧弯的情况。为
此，冼先生带着女儿到广州治疗。

据介绍，神经纤维瘤病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疾病，其在临床和遗传学上包括1型神经纤维瘤病
（NF1）、NF2相关神经鞘瘤病、和神经鞘瘤病3种主要
不同亚型。NF1占所有神经纤维瘤病的96%左右。
其一个典型表现是，超过90%的NF1型患者会在出生
后或婴幼儿时期出现牛奶咖啡斑。神经纤维瘤病目
前尚无法根治，但可通过手术或药物改善神经纤维
瘤，提高生活质量。而小雨和小杰确诊的正是1型神
经纤维瘤病，针对两位患者的治疗策略主要是通过靶
向药物控制病情。在2023年9月20日最新发布的国
家卫生健康委等6部门联合制定的《第二批罕见病目
录》中，神经纤维瘤名列其中。

为了治疗脊柱侧弯，冼先生一家已经花费了近10
万元，而如果要治疗神经纤维瘤，哥哥一年的治疗费
用高达40万元，妹妹也需要20万元。这对于冼先生
一家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

“妹妹一直喊痛，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啊，我们真的
没有钱了。”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和生活的重重压力，
冼先生陷入深深的无奈和绝望，并一度想着放弃小杰
的治疗。

医者仁心。鉴于患者的情况，陈华琴主动向院领导汇报了
情况，并帮助冼先生一家了解医保报销政策，还协助他们通过
网上筹款平台筹款。江门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黄炎明得知情
况后，也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亲自指挥帮助他们购买药物
并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当我得知有医生愿意帮助我们时，我真的感觉像是抓到
了一根救命稻草。”冼先生激动地说。

在全院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冼先生的一对儿女终于在1月
2日住进了医院，开启了他们的康复之旅。一场全院总动员的
救治就此展开：护士长立即行动起来，联系了医院的社工、江门
市慈善会仁济医疗发展救助基金，为患者争取更多的救助资
金；科室医生和药剂科、行政科室也不遗余力地协助购买药物，
确保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多学科医生会诊制定最佳
治疗方案……

在靶向药物的精准狙击下，小杰和小雨的肿瘤开始缩小，
在医务人员的精心照料和药物治疗下，两位患者的病情逐渐好
转，没有出现明显的副作用。

“如果没有医生的帮助，我的儿女到现在可能都没有办法
吃上药。”冼先生感激地说。

转机出现在2024年。治疗神经纤
维瘤的靶向药在2024年时进入了医

保，预计报销能达80%以上。考虑
到医保报销问题，广州的医生建
议冼先生回到江门治疗。

“你试试去江门中心医院
找陈华琴主任，她在治疗这
类罕见病方面有丰富的经
验，或许能帮到你们。”医
生的一句话让冼先生重
新燃起希望。

在收到广东省罕
见病医学会转来的病
历后，江门市中心医
院儿科主任医师陈
华琴查阅了神经纤
维瘤的多项资料，
希望等患者前来就
诊时能给予更好的
帮助。

“然而左等右
等，他们都不来治，
把我急死了！”为

此，陈华琴辗转联系多位医生，才最终
联系到冼先生。

“陈医生，我们实在没钱治啊……”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冼先生一直没有勇
气前来就医。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陈
华琴心里。“如果一定要治疗，我就先治
妹妹吧，她每天都喊痛，我们做家长的
也很心疼！”

陈华琴明白，对于这样一个家庭
来说，经济上的困难是他们求医路上
最大的障碍。然而，陈华琴并没有放
弃，她决定尽自己所能帮助这个家庭。

“确实，罕见病不仅给患者本人造
成巨大的身体和心理负担，也给整个家
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精神压力。”陈
华琴说，神经纤维瘤1型（NF1），这种发
病率仅1/4000的罕见病，意味着患者
终身与全身多发的肿瘤、骨骼畸形乃至
认知障碍抗争。“就像在身体里埋下无
数颗‘定时炸弹’，但靶向药能显著延缓
病情。”治疗NF1需要多学科协作，有助
于提高诊疗水平，减少并发症，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

江门市慈善会仁济医疗发展救助基金的宗旨是
将筹得善款用于救助江门市中心医院收治的贫困重
症患者。自2020年12月8日启动以来，秉承“大爱无
疆，仁济天下”的宗旨，不断创新筹款方式，深化合作
机制，优化服务流程，努力为更多因病致贫的困难群
众带去希望与温暖。

江门市慈善会仁济医疗发展救助基金承载着社
会各界的深切关怀与期望，得到了市慈善会的高度重
视和广泛宣传，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手，慷慨捐
助。江门市中心医院职工在捐款和宣传方面同样表
现出极高的积极性，他们的支持为仁济基金的稳健运
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截至 2024 年底，共筹善款 245 万元，捐款人数
1989人次，递交资料的求助人通过初审124人，成功
救助97人，使用善款142万元。2024年筹款约75万
元，支出共23.6万元，救助困难病人10人。

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儿童血液病的治疗需要
高额费用，而且治疗期间需要家长的陪伴会进一步
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基金自 2022 年补充儿童恶性
肿瘤救助专项——“希望儿童恶性肿瘤救助专项”，
能给予儿童血液病患者治疗费用上的帮扶，这也成
为仁济基金救助的一大亮点。据统计，2022—2024
年间，帮扶儿童恶性肿瘤病患 7 人次，帮扶金额 21
万元。

江门市慈善会仁济医疗发展救助基金

医者仁心为患者托起希望

举全院之力开展爱心接力

在江门市中心
医院医务人员的精
心照料下，患者病
情逐渐好转。

小 贴 士

医生为陈阿医生为陈阿
婆实施手术婆实施手术。。

七旬阿婆不慎跌倒致骨折

用骨水泥支撑骨折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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