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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狭窄难进食 口吞“磁铁”除病痛
因本报记者 严涛 通讯员 王馨

日常生活中，误吞磁铁是极其危

险的行为。但在科学家手中，磁铁有时

却是治病救人的工具。

近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以下简称西安交大一附院）东院区

肝胆外科的医生们通过经口吞磁的方

法，帮一位克罗恩术后肠吻合口狭窄

患者实现回肠结肠旁路磁吻合，从而

成功治疗肠道狭窄，使患者正常进食。

据了解，该术式国内外未见公开报道，

属国际首创。

肠道狭窄，常规治疗束手无策

48 岁的天津患者金先生十几年前

因消化道出血被确诊为克罗恩病，在

当地医院做部分肠切除手术，术后出

现严重的肠吻合口瘘和出血，短短几

年内又接受多次肠管切除再吻合手

术，腹壁满是陈旧性手术瘢痕。尽管肠

瘘治愈了，但患者出现了严重的肠吻

合口狭窄，只能经口进无渣流食，且间

断出现不全性肠梗阻。

为了解除肠吻合口狭窄，恢复正

常进食，患者奔走国内多家医院，均被

告知没有好的治疗手段。就在几近绝

望之时，金先生偶然从网络上看到西

安交大一附院利用磁外科技术治疗复

杂消化道狭窄的新闻报道，于是立即

联系了该院磁外科团队医生严小鹏。

严小鹏详细查阅了患者此前的肠

镜、CT 等检查结果，梳理患者病情后

认为患者回肠 - 横结肠吻合口狭窄，

磁吻合能够帮助他消除病痛，但还有

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有待解决。

“磁吻合技术简单来说是将两块

磁体分别放置在消化道狭窄处的远、

近端，通过两块磁体互相吸引，逐渐压

迫狭窄部位组织，使其‘缺血—坏死—

脱落’，而压榨旁组织则‘粘连—修

复—愈合’，从而完成消化道的重建任

务。操作的关键在于将两个磁环分别

放置在狭窄处两侧，一般我们会通过

肛门和造瘘口这两个入路放置磁环，

但该患者体外没有造瘘口，虽然此前

我们有经肛门控制可变形磁环穿过狭

窄口放置磁体的经验，但该患者肠道

狭窄处距离肛门较远，操作难度过大，

因此，如何放置磁体成为解题的关

键。”严小鹏介绍。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开创解题新思路

思虑再三后，严小鹏大胆提出经

口吞磁的方式让子磁体到达狭窄肠管

的近端，而远端磁体可通过结肠镜送

入，从而完成肠管吻合。

但是经口吞磁治病从未有过，且

患者存在克罗恩病、多次肠道手术以

及腹腔严重粘连的情况，吞磁可能带

来意想不到的危害。认真了解考虑后，

患者坚定选择磁外科技术。

磁外科团队讨论后制定大体方

案，但还有诸多细

节需要确定。为了

避免遗漏小肠可

能存在的狭窄病

变部位，严小鹏等

人经过反复观察

验证，最终将直径 20 毫米、高 6 毫米

的磁体确定为患者的吞服磁体。在反

复推敲后，严小鹏又将磁体改良为结

肠侧质量更大的磁体，以确保吻合口

建立后磁体按照理想的位置移动，更

好地自行经肛门排出体外。

在充分考虑到围手术期的各种细

节问题后，吞磁治疗方案正式实施。

2024 年 1 月 2 日，在 X 线监视下，患

者轻松将直径 20 毫米的磁体吞咽下

去，第一阶段的吞磁过程完成。

在经历两周的等待后，吞服的磁

体已接近肠狭窄近端部位后，磁外科

团队经结肠镜顺利将母磁体送到肠狭

窄远端，X 线下可见肠管两端磁体自

动对位相吸。

一周后，吻合口建立，磁体脱落并

经肛门排出。结肠镜检查发现磁吻合

口通畅性良好。至此，整个治疗过程结

束，患者可以经口逐渐进食。

聚焦消化道狭窄
“小磁铁”大有可为

消化道狭窄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多继

发于各种消化道疾病及消化道肿瘤切除

术后。消化道狭窄患者深受其苦，上消化

道狭窄者难以进食，严重者需依赖静脉营

养生存，而下消化道狭窄者排便困难，严

重者发生肠梗阻，甚至危及生命。

西安交大一附院磁外科团队在该

院教授吕毅带领下，历经近 20 年的探

索和研究获得的创新技术已成为医工

结合前沿尖端科技创新领域重点关注

的热点。针对复杂多样的消化道狭窄，

磁外科团队利用稀土金属钕铁硼强磁

生物效应，以“磁压榨吻合”这一新型

消化道吻合重建方法，帮助多名消化

道狭窄患者解除病痛。

“磁吻合技术不仅可以应对内镜

无法解决的严重狭窄问题，还避免了

开腹手术的风险和术后的不确定性，

具有安全、微创等优点。”严小鹏介绍。

“我们通常会结合患者的具体病

情，定制个性化治疗方案。通过对磁体

的大小、形状、变形装置、置入方式的

不同设计，解决更多复杂问题。目前，

磁外科团队已成功治愈 10 多例复杂

结直肠狭窄、食管狭窄、胆管狭窄的患

者，为无法接受常规治疗的消化道狭

窄患者带来了新的生机。”严小鹏说。

患者经口吞服的磁体。 西安交大一附院供图

2024年全国妇幼健康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近日，2024年全国妇幼健康

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指出，2023年全国妇幼健康战

线工作者砥砺前行，加强服务体系建设、

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守牢母婴安全底线、

破解重点难点问题，推动妇幼健康工作

取得显著成绩。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以妇女儿童健康为中心，以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先立后破，巩固完善服务体系，围绕“妇女

生命全周期、儿童生长全过程”拓展服务

链条、深化服务内涵，提升服务能力和水

平，加快推动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次会议上，与会代表梳理进展和

成效，探讨形势和要求，妇幼健康人信心

提振、士气高涨，妇幼健康事业目标既

定、路径既明。

“十四五”期间，儿童健康领域的一

大主线是从“保生存”向“促发展”转变，

这就要求保障和维护儿童健康权益不能

止步于出生缺陷防治，更需丰富服务内

涵，聚焦儿童近视、肥胖、心理行为异常、

脊柱侧弯、龋齿等问题，不断提高生育全

程服务质量。

此外，2023年 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

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等 10个部门联合

印发《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

2030年）》，针对三级预防措施提出具体目

标———到 2025 年，试点推广适龄女孩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接种服务，适龄

妇女宫颈癌筛查率达到 50%，宫颈癌及癌

前病变患者治疗率达到 90%。

另外，各地将积极运用互联网、人工

智能等技术提高基层筛查能力，并做好

筛查和后续诊断衔接，开展全流程质量

控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 HPV疫苗

接种试点，探索多种渠道支持资源不足

地区适龄女孩接种。 （丁思月）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

2023 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

知》（国新出发电〔2024〕2 号）、《新闻

记者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中国

科学报社已对《医学科学报》新闻记

者证持证人员进行逐一核查，现将拟

通过新闻记者证年度核验人员名单

予以公示。

国家新闻出版署举报电话：

010-83138953

中国科学报社举报电话：

010-6258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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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学报》新闻记者证
2023年度核验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