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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灵宝市第二届中医药文化夜市上，几
位“小记者”边品尝中药冰淇淋边仔细端详琳琅满目
的中医药主题文创产品。这些精心设计的文创产
品，巧妙地将传统中医药元素与现代生活美学相结
合。从散发着草本清香的中药手串到设计新颖的中
药发卡，再到实用的中药养生锤和养生枕等，每一件
文创产品都承载着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韵味。

朱晓娟 夏喜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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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王梅云早早赶到
河南省人民医院 7 号楼 6 楼。当
天，那里挂上了“磁波刀与神经
调控治疗病区”的牌匾。

想起帕金森病患者因震颤拿
不住碗筷，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对
着至亲茫然摇头，抑郁症患者的
生命色彩层层剥离……她用手轻
轻抚摸着闪闪发亮的牌匾，眼睛
里满是炽热的期盼。从这一天
起，那些曾被视为“无解”的神经
精神疾病患者将为此而获益。

作 为 国 内 磁 波 刀 治 疗 帕 金
森病的开拓者、中国放射诊断领
域首位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
院士、河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国内首家磁波刀与神经调控病
区负责人，王梅云凭借多年来在
医学影像领域的深耕与奉献，早
已和无数神经精神疾病患者的
重生故事紧紧相连。

精准诊断
守护患者生命

从大学时代起，王梅云便在
临床一线摸爬滚打，积累了扎实
的 理 论 基 础 和 丰 富 的 实 践 经
验。2008 年，她作为海外高端医
学人才回到家乡，进入河南省人
民医院工作。她长期坚守临床
一线，致力于医学影像技术的研
发与转化，尤其擅长神经系统疑
难疾病的影像诊断，以及神经精
神疾病影像引导下神经调控治
疗，并成为国内首位国际磁共振

学会认证的临床培训师。
王梅云的影像阅片灯总是亮

得很早。她坐在显示屏前，轻点
鼠标，屏幕上的磁共振图像逐帧
闪过。她的眉头时而微蹙，时而
舒展，仿佛在和那些黑白灰的影
像资料对话。

“影像里藏着患者没说出口
的痛苦，也藏着治愈的密码。”在
诊断过程中，她常常提醒团队，
诊断正确是治疗疾病的关键，诊
断结果直接决定了后续治疗方
案，甚至决定了一个人乃至一个
家庭的悲欢。

2018 年 4 月，60 多岁的李女
士突然感到脚麻。当地医务人员
检查后，初步诊断为脊髓肿瘤，
建议她手术治疗。患者慕名来到
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准备手
术。

为了明确诊断，河南省人民
医院脑血管病医院副院长、神经
外科主任王斌邀请经验丰富的王
梅云进行会诊。她仔细阅读了患
者的影像资料，对初步诊断结果
提出了质疑。经进一步检查，患
者最终确诊为罕见的脊髓神经结
节病，不需要手术治疗，用药物
治疗后很快痊愈。

出院时，李女士一家人感激
万分，给王梅云送了一面“医德
高尚 心系患者”的锦旗。

这样的场景，在王梅云的从
医经历里并不鲜见。她总能从千
篇一律的影像中捕捉到关键细

节 ，用 精 准 诊 断 为 患 者 拨 开 迷
雾。

纠正谬误
正确定义“第五脑室”

记者走进王梅云的办公室，
看到她的办公桌上摞着高高的一
叠国内外文献，而她正翻阅着最
新一期的《中华放射学杂志》。

“医学是不断发展的科学，教
科书也会犯错，医生更要带着疑
问去学习。正确认识疾病是准确
诊断的基础。”正是这种较真劲
儿，让王梅云成为国内首个纠正

“第五脑室”概念谬误的人。
王 梅 云 发 现 国 内 的 教 材 和

医学资料对“第五脑室”的定义
是透明隔间腔，然而在国外的文
献报道中，“第五脑室”通常被定
义为位于脊髓圆锥并由室管膜
组织包绕的囊腔，并非透明隔间
腔。

概念偏差通常会导致错误诊
断，从而可能导致无谓的手术。

王梅云解释说，在磁共振图
像里，如果看到脊髓圆锥里有一
个囊性病灶，许多人的反应可能
是囊性占位，建议手术切除，但
其实它很可能是“第五脑室”，不
需要治疗。

为了纠正错误，她查阅大量
医学资料，并与多名国内外同行
深入探讨，最终在中国放射领域
最权威的《中华放射学杂志》上
专门撰写文章，澄清这一概念，

还把正确概念第一次写进了研究
生国家级规划教材里，帮助广大
医务工作者及医学生重新认识

“第五脑室”，避免误诊。

创新技术
开拓治疗新路径

“磁波刀的工作原理，就像用
放大镜聚焦阳光，能量只作用于
病灶，不会损伤周围组织。”王梅
云指着电脑屏幕上一道瞄准患者
脑部某个靶点的“光束”说，其实
它就像一把无形的手术刀，通过
精准的能量调控和神经干预，为
患者提供了无创、安全且高效的
治疗选择。

2019 年 2 月 28 日，在河南省
人民医院影像中心，王梅云带领
团队，联合神经内科、神经外科
等科室专家，为一名帕金森病患
者开展了磁波刀治疗。

当能量聚焦到患者脑部靶点
的瞬间，患者原本震颤不止的右
手突然平静下来——国内首例磁
共振引导下聚焦超声治疗帕金森
病震颤成功了。这标志着河南省
在帕金森病震颤精准微创治疗领
域已迈入国际领先队列，填补了
该项技术在国内治疗方面的空
白。

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王梅
云带领团队研发的“磁共振定量
磁敏感图直接定位法”，像给磁
波刀装上了“导航系统”，使治疗
定位时间减半，并大大提升了治

疗有效率。这项技术还拿下了国
家发明专利。

52 岁的帕金森病震颤患者林
女士在接受磁波刀治疗后，当天
就能自己端着碗吃饭。她拉着王
梅云的手，开心地说：“这技术比
魔术师还神！”

除了磁波刀技术，王梅云还
联合多学科创新开展了一项无创
技术——个体化脑功能精准引导
的经颅磁刺激治疗。

“传统治疗像盲人摸象，我们
用影像技术精准定位，就像给治
疗装上了‘瞄准镜’。”王梅云说，
这项技术在抑郁症、焦虑症、帕
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自闭症
等疾病治疗方面取得了良好效
果，显著提升了治疗有效率，惠
及无数神经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
庭。国际知名期刊《自然》也对
这项工作进行了报道。

基于这些工作，王梅云牵头
发布了多项团体标准，并当选为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微无创诊疗
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研究
成果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及 2023 年度唯一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最佳女性发明奖等。

王梅云的每一项成就，都源
于对患者的责任和对医学的执
着。从临床到研发，她始终“以
患者为中心”，用精准的诊断驱
散疾病的阴霾，用创新的技术点
亮患者的希望，在影像世界里追
逐着医学的真理与生命的光亮。

王梅云：

医学影像世界的追光者
本报记者 朱晓娟

人民健康守护者人民健康守护者·榜样的力量

河南省肿瘤医院

两项研究成果
被国内外权威指南采纳

本报讯 （记者张 琦 通讯员王晓凡）日前，
河南省肿瘤医院乳腺科主任刘真真团队在 HER2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阳性乳腺癌治疗领域取
得重大突破，其牵头完成的两项临床研究成果相
继被国内外权威指南采纳，为全球患者提供了更
高效、低毒的治疗新选择，显著提升了治疗效果与
生存质量。

2022 年，该团队发布的 Panphila 研究（吡咯替
尼+曲妥珠单抗和化疗新辅助治疗 HER2 阳性早

期乳腺癌的多中心二期临床研究）引发关注。该
研究发现，在传统新辅助治疗方案（多西他赛+卡
铂+曲妥珠单抗）中，加入国产创新靶向药吡咯替
尼，能将病理完全缓解率（即术后肿瘤完全消失
率）大幅提升至55%。这一重要发现发表于国际权
威期刊《欧洲癌症杂志》（影响因子10.002），并迅速
被《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采纳，
为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2024年，刘真真团队联合国内5家医院完成的
HELEN-006研究（白蛋白紫杉醇+曲妥珠单抗+帕
妥珠单抗新辅助治疗 HER2 阳性早期乳腺癌的三
期临床研究）再获突破。该研究提出的“Nab-
PHP”方案（白蛋白紫杉醇+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
抗）相比传统方案实现三重飞跃：病理完全缓解率
达66.3%；毒性显著降低，仅用一种化疗药，患者腹
泻、骨髓抑制等副作用大幅减少；耐受性更佳，尤
其适合体质较弱或难以耐受传统化疗的患者。

该成果荣登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肿瘤学》
（影响因子41.6），获评“2024年中国乳腺领域十大
原创性研究”，2025 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
诊疗指南》将其列为最高等级推荐（1A类证据），成
为当前HER2阳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金标准”
之一。

HER2阳性乳腺癌占所有乳腺癌的20%~30%，
侵袭性强，预后曾较差。河南省肿瘤医院乳腺科
自2018年起，专注于优化此类患者（尤其是手术前
新辅助治疗阶段）的治疗策略。刘真真团队表示
将持续深耕精准治疗，通过个性化方案实现“疗效
最大化、伤害最小化”。

本报讯（记者丁 玲 通讯
员李 昕 龚小曼）近日，河南省
中医院超声科医生冯涛凭借“火
眼金睛”与精湛的技术，历时28
天，为一位罕见脐带真结高危风
险孕妇护航，最终确保母婴平
安。

据悉，李女士在孕晚期到河
南省中医院超声科进行常规产
前检查时，首诊医生发现胎儿脐
带存在异常情况，随即紧急联系
经验丰富的冯涛进一步会诊。

超声探头缓缓扫过，冯涛清
晰地捕捉到脐带存在一处真结。

冯涛向李女士解释：“脐带
真结的发生率不足 1%，但一旦
导致胎儿急性缺氧，抢救窗口时
间极短。目前，该真结尚未完全
拉紧，但若随胎动或宫缩骤然拉
紧，胎儿可能在数分钟内因血氧
中断面临生命危险，必须立即干
预，为胎儿争取生存时机。”

随后，冯涛紧急联系妇产
科。李女士被迅速送入妇产科
病房。冯涛和妇产科医生为李
女士确定了个体化方案——每
周开展2次~3次高频超声监测。

开展脐带真结的观察，监测
胎儿脐动脉阻力指数、大脑中动
脉搏动指数……每一次超声探
头落下，冯涛的目光就死死锁定
脐带真结的位置、形态，哪怕是
细微的变化，都被他精准捕捉、
标记、记录。

此外，胎儿双顶径、股骨及
羊水的细微变化，哪怕是胎动频
率发生不易察觉的减弱……所
有可能与缺氧相关的“蛛丝马
迹”，都在他的“火眼金睛”下无
处遁形。

整整 28 天，在冯涛与该院
妇产科团队共同护航下，李女士
孕 37 周+3 天时，评估显示胎儿
体重达标，医生果断执行剖宫
产。

手术室内，妇产科医生小心
翼翼地绕过那个让大家神经紧
绷的脐带真结，轻柔地托出胎
儿。“哇……”随着一声嘹亮的啼
哭，所有人如释重负。

事后，李女士的丈夫向冯涛
赠送了锦旗。拿着锦旗，冯涛深
有感触地说：“那 39 天里，每次
超声监测时，屏幕上的每一个数
据、每一处波形变化都牵动着我
的神经。我深知，手中的探头不
仅是检查工具，更是守护生命的
武器。我们能做的就是凭借专
业和细心，捕捉每一个细微的异
常，为他们争取生机。当听到宝
宝嘹亮的哭声时，所有的压力和疲惫都烟消云
散了。医生的职业价值，就藏在每一次护航母
婴平安的瞬间，这也是我工作的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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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2025年优化生育政策宣传
系列活动走进兰考

本报讯 （记者张 琦）为了普
及生育政策，宣传健康知识，推动
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7月23日，由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的河南省
优化生育政策宣传系列活动走进
兰考县桐乡街道玉兰社区。

此次活动以“新型婚育 美好
生活”为主题，构建覆盖全人群全
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营造社会各

界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来自兰
考县太极拳协会及学校、社团的演
员现场表演歌舞，调动了社区群众
参加活动的热情。

演出结束后，活动就婚育健
康、婚姻政策、生活常识等开展有
奖问答，积极引导大家树立文明、
健康、理性、平等的婚恋观、生育
观、家庭观。社区群众纷纷举手答

题，现场十分热闹。活动工作人员
还为大家发放了印有“生育友好”
字样的手提袋及宣传手册，进一步
提升优化生育政策的知晓度。

随后，河南省肿瘤医院、河南
省传染病医院、开封市人民医院、
开封市妇幼保健院的专家团队现
场进行义诊，义诊项目涵盖儿科、
妇科、心内科、保健科等多个学

科。专家们耐心倾听群众诉说症
状及问题，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免费发放叶
酸，普及出生缺陷预防和孕期营养
补充等相关知识。

“活动提升了我对优化生育政
策的认知度，也使我树立了正确的
家庭观、生育观、育儿观，希望这样
的活动能够多多举办，让我在家门

口就能学到知识。”社区群众刘女
士说。

开封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
科负责人说，他们将在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的领导下，面向大众宣传生
育政策，普及优生优育知识，倡导
文明、健康、理性的婚育观念，营造
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
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