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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北京协和医院心外科

收治了一位心脏四个瓣膜全部感染、已

出现心源性恶液质的感染性心内膜炎患

者小武（化名）。该院心外科团队在其感

染没有得到控制、手术条件极度不利的

情况下，成功为患者置换四个瓣膜。据

悉，小武已于近期顺利康复出院。

今年 3月，33岁的小武开始反复发

烧，由于工作繁忙，他每次都是吃退烧药

解决。扛了一个多月，小武开始出现全身

多处水肿、尿量减少，此时他才意识到病

情的严重性，赶忙到当地医院就诊。自幼

就查出法洛四联症的小武在 16年前通过

手术康复，他以为做完手术，心脏病就彻

底和自己“绝缘”了。没想到一次感冒，让

病魔再次缠上了他本就不强健的心脏。

这一次，小武被诊断为感染性心内膜

炎，这是一种公认的“致命的感染性疾病

综合征”之一。在外院行抗感染治疗一个

多月，小武的体重掉了 20多斤，去趟卫生

间都累得气喘吁吁，心脏瓣膜上的赘生物

不断脱落，已经形成了多处肺栓塞、肺脓

肿。小武的情况越来越差，辗转多地后，最

终来到了北京协和医院。

对于单纯靠抗生素治疗无效或伴有

并发症的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手术是

最后的希望。但是，手术指征、手术风险

和手术时机之间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

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指南。

该院心外科主任苗齐接诊了小武，

并快速安排其住院。此时的小武已经出

现严重的营养不良、电解质紊乱、中度贫

血、肝功能异常；心脏彩超提示，继三尖

瓣和肺动脉瓣后，主动脉瓣也出现赘生

物，病情明显进展。

能不能手术？苗齐带领的心外科团队

陷入了两难。小武存在肺脓肿、败血症、免

疫力低下的情况，如果马上手术，术后瓣膜

再次感染的风险很高。而且，小武先天性

畸形的心脏已经接受了一次大手术，能不

能经受第二次大手术的考验，还是个未知

数。如果继续抗感染治疗，主动脉瓣上的

赘生物随时都会脱落，可能栓塞住重要器

官，危及生命。当时小武已经出现了明显

心衰，如果病情继续恶化，后果不堪设想。

在患者和家属的强烈要求下，经过

全面检查、充分讨论和完备预案，苗齐团

队决定放手一搏。该院感染内科、临床营

养科、麻醉科手术室、输血科、IC U 等多

学科团队也分别给予支持，积极帮助小

武查找病原体、对症使用抗生素、纠正心

衰及营养不良、改善贫血。

虽然已有准备，但术中所见仍让苗

齐团队震惊：小武的三尖瓣和肺动脉瓣

已完全被细菌侵蚀、毁损，彻底失去了瓣

膜的功能，细菌还感染了主动脉瓣、二尖

瓣和室间隔的一个小缺损。心脏四个瓣

膜全部被细菌感染的情况非常罕见，未

见文献报道。

身体极度虚弱的小武对手术的耐受

时间非常有限。如何减少手术创伤、缩短

手术时间、协调四个人工瓣膜的功能，没

有既往医者的经验可以参考，只能依靠

术者当下的判断。

凭借高超的手术技艺和过硬的心理

素质，苗齐团队终于顺利完成手术。在该

院 IC U 团队的术后支持和管理下，术后

第二天，小武脱离了生命危险。“感谢协

和，把我从鬼门关拽回来了！”目前，小武

已经顺利出院，恢复良好，体重一个月就

增长了十几斤。

依托国际领先的重症感染性心内膜

炎患者样本量，该院心外科总结了丰富

的临床经验和循证医学证据，率先在国

内推广践行感染性心内膜炎急性期手术

的国际共识。此前学界普遍认为，感染性

心内膜炎择期手术风险更小，但越来越

多的证据表明，术前抗生素的应用时间

长短并不影响围术期的死亡率和感染性

心内膜炎的复发率。苗齐表示，只要把握

好心内膜炎的手术时机和方式，就能有

效降低围术期的死亡率。 （干玎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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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四个瓣膜，成功救治一例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

新型人工血管破解再狭窄难题

本报讯 日前，南开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教授赵强课题组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教授徐清波课题组合作，研

发了一种具有仿生天然血管功能的新

型生物复合人工血管，可在体内缓慢释

放一氧化氮，促进血管组织再生并抑制

血管钙化，显著提高血管长期畅通率，

有效破解了小口径人工血管再狭窄难

题，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该成果

的论文已经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报告》（ ）上。

心血管疾病因其高发病率和高死

亡率已成为全球范围内重大公共卫生

问题。血管旁路移植术是目前治疗冠

心病和外周血管疾病的重要手段。临

床手术使用的桥血管多取自患者自

身，包括桡动脉、内乳动脉和大隐静脉

等。但血管来源有限且会带来二次创

伤，急需发展用于替代的人工血管，尤

其是小口径人工血管一直是心血管植

介入器械领域最具挑战的研究方向之

一，也是制约我国创新医疗器械发展

的关键难题之一。

近年来，动物（猪）来源的天然血管

由于来源广泛，并具有与人血管类似的

尺寸，受到了广泛关注。其可经过去细

胞化处理消除免疫原性，并保留良好的

细胞外基质成分和结构。基于此，研究

团队将天然细胞外基质与静电纺丝人工

血管结合，设计了一种具有缓释一氧化

氮功能的生物复合型人工血管。

这种新型人工血管具有双层结构，内

层为去细胞化处理的猪大隐静脉，具有良

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再生活性；外层则采用

课题组前期研发的硝酸酯功能材料，起到

力学支撑作用。复合血管的力学强度可达

到或接近天然动脉的水平。更为重要的

是，硝酸酯材料可以在体内环境中通过多

步反应转化生成一氧化氮。

“一氧化氮作为心血管系统的一个

重要信号分子，起到抗凝血和抑制内膜

增生的重要作用，是破解人工血管再狭

窄难题的一个关键因素。”赵强介绍，实

验发现，在小鼠和兔子模型中，新型复合

人工血管局部释放的一氧化氮有效改善

了血管组织再生，促进内皮形成，并抑制

内膜增生和血管钙化等病理性血管重

构，显著提高了血管长期通畅性。

研究团队进一步利用遗传谱系示踪

等技术系统考察并阐明了一氧化氮在调

控血管干 / 祖细胞命运、改善血管组织

再生方面的关键作用和调控机制。这不仅

为新一代小口径人工血管设计制备提出

了一个全新的思路，而且丰富并发展了组

织诱导心血管生物材料的相关理论。

据介绍，目前我国冠心病患者超过

1100万，下肢动脉疾病患者超过 4500

万，相当一部分病人需要接受血管置

换（搭桥）治疗，对于小口径人工血管

的需求巨大。此外，我国血液透析患者

已超过 69万，人工血管还可以用于终

末期肾病患者血液透析通路的建立，对

于延长患者生存期具有重要作用。

（吴军辉 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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