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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三叉神经痛被称为“天下第一
痛”。在就诊时，很多三叉神经痛患
者对医生说：“脸疼起来像被电击，
说话、吃饭都能触发，疼得让人直打
滚……”三叉神经痛的治疗方法比较
多，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呢？

三叉神经痛为什么会让人难以
忍受

三叉神经痛是一种比较常见的
面部神经疾病。受神经压迫、炎症或
退行性病变等影响，面部突然产生强
烈的疼痛感，就像被电击或者刀割一
样。虽然每次发作只持续数秒至数
分钟，但是频繁发作会让患者承受更
大的疼痛，并且会导致生活质量下
降。

如何选择治疗方法
对于三叉神经痛的治疗，通常要

循序渐进，医生会根据病情的轻重，
先从简单的治疗开始，逐渐过渡到复
杂的治疗。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适用于发病初期或者

疼痛较轻的患者。卡马西平是治疗
三叉神经痛比较常见的药物，大多数
患者吃了以后会见效，疼痛感减轻。
但是，有的患者吃了这种药物后，可
能会有不良反应，出现头晕、步态不
稳等情况。

药物治疗的优点是方便、花钱
少，但是不能根治，只能缓解疼痛，若
长期使用这种治疗方法，可能导致药
物成瘾。这种治疗方法主要适用于
那些病程比较短、发作次数不是很
多，且因为身体原因不能手术的患
者。

微创治疗
微创治疗适用于药物治疗效果

不佳的患者。在增加药量以后，镇痛
效果逐渐变差，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
微创治疗。

微创治疗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经皮穿刺射频热凝术。通过影

像引导，将细小的穿刺针精准穿刺到
三叉神经靶点部位（如三叉神经半月
节），利用射频能量进行局部加热，让
神经功能消失。

2.球囊压迫术。这种手术通过面
部的肌肉，将小球囊置入三叉神经半
月节，然后给球囊充气，对神经施加
压迫，从而达到镇痛的效果。球囊压
迫术禁用于凝血功能障碍患者。

3.注射疗法。这种疗法是把甘油
或者酒精注射到三叉神经周围的组
织中，暂时抑制神经功能。

手术治疗
若疼痛剧烈，反复发作，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则可在

患者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根治性手术治疗，如微
血管减压术。

微血管减压术是在患者的耳后开一个小骨窗通道，
找到并处理压迫三叉神经的血管结构，用特定的材料把
神经和血管隔离开来，避免神经持续受到刺激。这种手
术的治愈率可以达到80%～90%，且术后复发可能性小，
神经保护效果明显，特别适合年轻、身体状态好的患
者。不过，这种手术属于开颅手术，有出血、感染风险，
术后恢复时间也比较长。

总的来说，三叉神经痛虽然比较可怕，但是经过科
学、规范的治疗，大部分患者可以摆脱疼痛，回归正常生
活。因此，若有三叉神经痛，大家不要因怕花钱、怕麻烦
而耽误治疗，只有尽早就诊，尽早治疗，才能减轻病痛的
折磨。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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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溃疡（俗称“烂嘴”）是一
种常见的口腔黏膜疾病，表现为
口腔内出现疼痛性溃疡。口腔溃
疡虽然不致命，但是会影响进食、
说话和日常生活。在临床上，由
各种原因导致的口腔疾病，特别
是真菌感染引起的口腔黏膜炎较
为常见。口腔黏膜炎（尤其是真
菌感染型）在临床上极为常见，在
癌症放化疗患者中的发生率高达
80%。

那么，口腔黏膜疾病到底是
什么？它会自愈吗？口腔溃疡和
口咽念珠菌病又有什么不同？

口腔黏膜疾病是指发生在
唇、颊、舌、牙龈、上腭、口底等黏
膜部位的病变，其中复发性口腔
溃疡较有代表性。复发性口腔溃
疡包括口腔溃疡、口腔扁平苔藓、
口腔白斑病等。除此之外，部分
口腔黏膜疾病如口咽念珠菌病和

全身疾病密切相关，包括艾滋病、
恶性肿瘤、白血病、淋巴瘤，以及
各类免疫系统、消化系统等疾病。

口腔黏膜疾病会自愈吗？
口腔黏膜疾病不一定会自愈，其
愈合情况取决于疾病的类型、严
重程度以及个体健康状况。如
果超过两周病情没有缓解，建议
患者到口腔颌面外科就诊，以防
癌变。

口咽念珠菌病和口腔溃疡是
比较常见的口腔黏膜疾病。在日
常生活中，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同
一种疾病，其实不然。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口腔溃疡和口咽念珠菌病的区
别。

1.发病原因不同
口咽念珠菌病的发生与白色

念珠菌（一种真菌）有关。当宿主
的免疫力下降后，非致病性念珠

菌会转化成为致病性念珠菌，引
发口咽念珠菌病，使口腔黏膜受
损。

口腔溃疡与多种因素有关，
如感染因素、营养因素、遗传因
素、精神因素等。这些因素都可
能诱发口腔溃疡，从而给口腔健
康带来影响。

2.症状不同
口咽念珠菌病的症状较明

显，是由白色念珠菌过度生长引
起的真菌感染，一旦发病，口腔黏
膜会出现充血及糜烂的症状，尤
其是舌背乳头会出现团块萎缩情
况，周围的舌苔明显增厚，病情严
重者会丧失味觉。

口腔溃疡可见于口腔黏膜
任何部位，严重时会波及咽部
黏膜。在发病期间，口腔溃疡
的面积不断增大，数目明显增
多，而且会产生剧烈疼痛，令人

难以忍受。
3.治疗措施不同
口腔溃疡是口腔内出现白色

溃烂，一般可以自愈。在治疗方
面，可以使用含漱液（康复新液、
复方氯己定含漱液）、西瓜霜凝
露（凝胶）或补充维生素，或服用
消炎药、清热去火药。

口咽念珠菌病以药物治疗为
主。使用制霉菌素（口腔悬液、含
片）、咪康唑（口腔贴片、口腔凝
胶）等药物治疗，能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保持口腔健康不仅有助于预
防口腔黏膜疾病，还能提高患者
的整体健康水平。下面是维护口
腔健康的一些注意事项：

1.每天至少刷牙2次，每次2
分钟，使用软毛牙刷和含氟牙
膏。

2.每天使用牙线清洁牙缝，

去除牙刷无法清除的食物残渣和
牙菌斑。

3.使用含氟或抗菌漱口水，
帮助减少细菌，预防龋齿。饭后
漱口，清除食物残渣。

4.多吃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
的食物，如蔬菜、水果、坚果和全
谷物。减少含糖食物和饮料的摄
入。

5.多喝水。喝水有助于清洁
口腔，促进唾液分泌，预防口干和
龋齿。

6.戒烟限酒。吸烟、喝酒会
增加口腔癌、牙周病和牙齿变色
的风险。

7.保证充足的睡眠，提高
身体抵抗力。

8.定期进行口腔检查，至少
一年一次。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肿瘤医
院）

口腔溃疡的预防和治疗
□李秋荐

患者要避开疼痛诱因：
1.避免冷热刺激。洗脸刷牙用温

水，避免冷风直吹面部，冬季外出佩戴口
罩/围巾保暖。

2.减少机械刺激。刷牙时用软毛牙
刷，动作轻柔；剃须时用电动剃须刀，避
开扳机点（如鼻翼、嘴角）。避免用力咀
嚼、大笑或大声说话。

河南省整形外科学学科的
发展研究

□向 琴

2021 年 5 月 25 日，组织工
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上海）
主任曹谊林受聘为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医学美容中心
兼职教授。曹谊林的到来，为
河南省整形外科学的发展注
入了新动能，标志着河南省整
形外科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组织、器官缺损或功能障
碍是引起人类疾病和死亡的

主要原因，亦是目前难以解决
的临床治疗难题。组织工程
技术的出现，是生命科学发展
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它具有
创伤小、可再生自体活体组
织、三维形态精确可控等诸多
优势，可以对病损组织进行形
态、结构和功能的完美重建并
达到永久性生理性修复与再
生，有望从根本上解决组织、

器官缺损治疗难题，有着广阔
的临床应用前景。然而，受多
种因素的影响，真正走到临床
实际应用阶段的医疗机构在
国际上屈指可数，只有少数优
势单位实现了个别组织基础
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曹谊
林领导团队针对制约组织再
生技术临床转化的关键问题
进行研究，实现了相关技术创

新和临床突破。
2021 年 11 月 8 日，由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美容
中心申报的郑州市组织工程
与 整 形 重 建 重 点 实 验 室 获
批。

郑州市组织工程与整形
重建重点实验室以国内一流
为目标，以服务患者为宗旨，
致力于形成集临床应用、科学

研究、培训教学于一体的综合
发展模式，推动体表器官再造
实现精准化、仿生化和个体化
的跨越式发展。该实验室在
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
广组织工程技术的临床转化
和产业化。该实验室学术团
队有着 20 余年的组织工程技
术研究基础，在相关领域的研
究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

整形外科学是专注于人体组织修复、功能重建和形态改善的外科医学分支学科，它以手术方法为主，辅以非手
术治疗，采用各种组织移植技术和方法修复体表缺损、重建器官功能，从而达到改善或恢复组织器官生理功能和外
形的目的。与其他学科不同，整形外科学不针对某种疾病，也不局限于某一个解剖部位，涵盖了从头到脚的每一个
器官。整形外科学与很多学科有广泛的交叉和融合。

近年来，河南省整形外科学在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基础研究

近 3 年，河南省相关专家
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发
表论文 20 余篇。在国际期刊
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涵盖创面

的基础研究、唇腭裂的临床研
究、体表肿瘤的发病机制研究、
瘢痕与瘢痕疙瘩的治疗研究以
及肉毒毒素的临床应用研究

等。
在《中华整形外科杂志》

《中华医学美学美容杂志》《中
华烧伤杂志》等期刊发表论文

80余篇，内容涵盖耳、鼻、乳房
等体表器官再造的临床研究、
病理性瘢痕的发生机制及临床
治疗研究、体表肿瘤的发生及

治疗研究、皮肤软组织扩张器
的临床应用研究、皮瓣的临床
应用研究、脂肪干细胞的临床
应用研究等。

临床研究
由于先天畸形、外伤疾病

等原因造成的各种器官缺损和
身体缺陷，如小耳畸形、鼻畸
形、乳房缺损等，不仅影响患者
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还给患者
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这些
患者通常需要进行整形再造手
术。然而，在临床工作中，这些
整形再造手术疗效的好坏依赖
于手术医生的经验。

3D（三维）打印技术的快
速发展和在临床上的应用，为
整形外科手术提供了参考依
据。2019 年，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批准成立河南省医学
3D打印中心，并依托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医学 3D 打印中
心进行相关临床应用和科学研

究工作，可做到精准操作，精确
定位，个体化手术设计，将复杂
的问题转换成直观、简单的问
题。3D 打印技术通过术前对
手术部位设计、制作 1∶1 实体
模型和手术导板，获得精确模
型，为手术操作提供了直观依
据。其在实际应用中主要有以
下优点：

1.术前详细了解目标部位
的血管、神经及骨骼等解剖结
构，设计合理的手术方案，避免
血管神经损伤。

2.打印出等比例个体化手
术模型及手术导板，做到术前
有规划。

3.将手术模型和手术导
板用于手术，精确进行操作，

减少术中意外损伤，缩短手术
操作时间，提高手术的精确
性。

在3D打印技术的辅助下，
河南省首例 3D 打印辅助的半
耳廓再造、全耳再造、部分鼻再
造、乳房再造、半侧颜面萎缩修
复手术相继完成。这标志着
3D 打印技术在河南省整形外
科学实现了开花结果。

唇腭裂是最常见的先天性
颌面部发育畸形，其发病率为
1‰~1.5‰。我国目前约有240
万名唇腭裂患者，每年约新增
2.5 万名唇腭裂患儿。在人口
众多的河南省，唇腭裂患者是
一个庞大的群体。牙槽突裂是
唇腭裂患者常伴发的颌面部畸

形。约75%的唇腭裂患者伴有
不同程度的牙槽突裂。牙槽突
裂表现为侧切牙和尖牙或中切
牙之间的牙槽骨缺损，这会影
响患者上颌骨的发育，继而出
现面部软组织发育异常、咬合
关系异常、牙弓不连续、牙萌出
异常以及语音障碍等形态和功
能不足。患者常常有自卑、悲
观、怨恨等负面情绪，严重影响
其心理健康、社交活动、就业择
偶。牙槽骨缺损的修复对于患
者的身心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医学美容中心主任王喜梅申
报的河南省医学科技攻关计
划省部共建重大项目“组织

工程软骨在牙槽突裂骨缺损
修复中的基础与临床转化研
究”于 2022 年获批，并获得经
费 200 万元。牙槽突裂的传
统治疗以自体骨移植为主，
不可避免地会对患者造成极
大创伤，且骨移植术后成骨
效果并不稳定。该项目的顺
利完成，有望在不损伤正常
组织的前提下，应用患者的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体外
构建个体化牙槽骨缺损形态
的软骨，植入体内后逐步骨
化为稳定、生物活性接近正
常牙槽骨的移植物，从根本
上解决传统手术治疗所产生
的难题，造福广大唇腭裂患
者。

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
王喜梅积极推进成立郑

州 大 学 体 表 器 官 再 造 MDT
（多学科协作诊疗），进行体表
器官再造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为器官再造医学的发展提供
更好的平台和经费支持。

2021 年 5 月 16 日，《中华
整形外科杂志》第七届编委
会第一次会议暨期刊发展论
坛在北京召开，王喜梅当选
为《中华整形外科杂志》第七
届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这
有助于杂志传播更多的河南

声音，进一步提高河南省整
形外科学的学术影响力。

2021 年 6 月 13 日 ，郑 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为“上
海第九人民医院集团整复外
科专科联盟单位”。

2022 年 ，郑 州 大 学 第 一
附属医院作为第一批联盟单
位，加入由中国医学科学院
整 形 外 科 医 院 牵 头 成 立 的

“中国整形外科发展联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九人民医院和中国医学

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不仅代
表着国内整形外科学的最高
水平，更是推动学科创新发展
的核心引擎。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能够加入这两家联
盟单位，大大促进了河南省整
形外科学的发展，提高了河南
省整形外科学在国内的地位。

河南省注重人才的培养
与引进，每年有 20 余名硕士
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加入整
形外科专业；对从事整形外
科工作、需要规培的医生进

行 3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让他们系统学习相关知识，
为河南省整形外科学注入新

的活力。在注重人才培养的
同时，积极引进国内知名整
形外科专家。

学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