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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基础研究$ 在国内率先建立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微创神经外科技术平台!将神

经外科手术从脑解剖结构保护提升到脑功能保护!推动我国神经外科学达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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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和高病死率的特点"是引起全球人口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并已成为我国居

民的首位致死致残疾病# 该文就推进我国脑卒中防控体系建设"促进减少百万残疾新发工程实施从三个方面

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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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和高病死率的特点"是引

起全球人口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并已成为我国居民

的首位致死致残疾病# '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 0"$G(

数据显示"我国 C" S!C 岁居民首次脑卒中标化发病

率平均每年增长 GDAT$

!

C"岁居民脑卒中标化患病

率由0"$0年的$DGHT上升至0"$2年的0D$HT"推算
!

C"岁居民脑卒中现患人数为 $ 0C0万"每年有 $H2万人

因脑卒中死亡%$&

# 我国脑卒中防治任务艰巨"但令

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全国各地各大医院均有序地开展

了脑卒中防控中心的建设"很多市级以上医院均能

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药物溶栓及机械取栓"积

极开展出血性脑卒中的介入治疗和开放手术治疗"

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而且脑卒中治疗技术正向

县级医院铺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土地幅

员辽阔"人口地区间分布不均"东部地区经济发达"

人口较密集"医疗资源相对丰富$西部地区"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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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分布相对分散"医疗条件相对落

后"因此全面开展脑卒中防控体系建设"特别是在少

数民族地区显得尤为困难及重要# 如何推进脑卒中

防控体系建设"促进减少百万残疾新发工程实施"需

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加大脑卒中防治知识教育力度

=>=:加强针对公众的健康教育"做好脑卒中的一级

预防#接受健康教育的对象主要包括健康的公众和

高危人群# 针对健康的公众人群"教育主要目的是使

得他们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系统科学地进行健康

教育"使其处在脑卒中的低风险水平# 对于脑卒中

的高危人群"主要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肥胖*高脂血

症*房颤*吸烟以及有脑卒中家族史的患者进行健康

教育"指导其接受相应的专科治疗# 同时"教育公众

认识脑卒中的预警征兆"比如发生+UEJV,口诀%口

角歪斜-N)4:.*肢体无力-)>(.*言语不清-;O::4-.*

抓紧时间救治-K*(:.&# 健康教育可以通过电视*互

联网*报纸以及各级医院的义诊完成#

=>?:提高基层医疗单位医务工作者对脑卒中救治

认识"强化脑心同治的理念#心脑血管病的发病原

因及治疗原则具有同质性"多数患者前期都是因吸

烟*糖尿病和高血脂等引发"最后导致动脉粥样硬

化"冠状动脉和脑血管狭窄# 而脑动脉狭窄与冠状

动脉狭窄的介入与血管重建治疗方法相同# 对于相

同的病因与治疗方法"如何以创新的脑心同治理念"

建立同质性血管病新型-交叉.学科"是摆在神经病

学科与心血管学科医务工作者面前的新课题# 未

来"有必要坚持脑心同治理念"建立脑心血管病同治

新-交叉.学科"培养复合型人才"推动卒中治疗发

展"措施包括!-$.举办多层级*多种类的学术会议"

在本地区内开展脑卒中防治适宜技术专家巡讲"普

及卒中知识"集中学习脑卒中救治指南# -0.增强

对脑卒中危险因素的防控意识"提高脑卒中危险因

素的控制率"A" 岁以上人员尤其要控制高血压*高

血糖*高血脂#

?:加强基层医疗单位脑卒中诊疗能力培训

?>=:完善基层医疗单位治疗脑卒中硬件环境建设

县级医院要设立卒中单元"为急性脑卒中的患者建

立绿色通道"尽量减少卒中患者的院内停留时间"尽

快治疗"目前国内指南推荐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病 A -

内-

!

级推荐"E级证据.和 A SC3% --

!

级推荐"W级

证据.的患者"应按照适应证*禁忌证和相对禁忌证

严格筛选患者"尽快静脉给予 >K'XE溶栓治疗# 对

于超过时间窗的患者"在临床及影像学评估后"有条

件的医院需积极开展机械取栓治疗# 血管内机械取

栓是近年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治疗最重要的进展#

0"$% 年"% 项随机对照试验在'新英格兰杂志(发

表"证实了机械性取栓治疗能够明显改善大血管闭

塞患者预后"降低致残率和病死率"成为急性缺血性

卒中治疗的里程碑%0 S!&

# 目前国内能在时间窗内接

受取栓治疗的患者还很少# 因此"改善国内急救流

程"强化急性卒中绿色通道的建立"在有条件的医疗

机构"规范培训更多的临床医疗团队开展取栓工作

势在必行#

?>?:强化基层医疗单位脑卒中治疗软件环境建设

多层面*多种途径开展对基层医疗单位从事脑血管

病防治工作的医务工作者进行教育及培训"支持基

层医疗单位医师到国内大型卒中中心进修学习"鼓

励省级医院医务人员定期至基层医院支援#

@:建设脑卒中诊疗区域中心

建设区域脑卒中中心"应该注重以下几点"不但

要解决一般的临床问题"而且要积极探索疾病的病

因"优化解决临床问题的方法#

@>=:建立卒中急救地图"打造全方位卒中黄金时间

救治圈#急性脑卒中需要就地治疗"C - 内接受静

脉溶栓"能够在多模态评估下积极开展机械取栓#

@>?:积极参与多中心临床课题合作"研究制定适合

本地区脑血管病的防治方案及策略#临床神经科学

是脑疾病研究的源泉# 此前"我曾倡导建立中国大

规模*标准化研究队列脑库和脑重大疾病遗传信息

和脑成像图谱库# 我国拥有丰富的脑血管疾病临床

资料"具备得天独厚获取人体生物学标本-血*脑脊

液*脑疾病标本.的条件# 而且多个地区仍存在遗

传成分比较纯的群体"人口遗传背景多样化为脑疾

病临床样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非常适合于遗传家

系研究*大样本临床研究和疾病流行病学研究%G&

#

一些与基因*环境因素关联密切的脑血管疾病"如烟

雾病*动静脉畸形等研究"需要大量的临床样本"而

这些样本可来自国内的各个卒中及脑血管病中心#

@>@:积极开展脑血管病治疗新技术:随着科技的

进步"脑血管病治疗技术不断更新"临床医师要与时

俱进"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 脑血管病治疗由传统

的开颅手术为主到目前的血管内介入治疗为主"如

今又出现了复合手术-就是在复合手术室中实现的

将介入治疗和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相结合的手术方

式.# 复合手术强调不同技术的优势互补"而不是

简单叠加"其拓展了血管病治疗范围"并具有集成高

效的优势"可将诊断*治疗和疗效判断相融合# 复合

)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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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实现了创建新学科和新手术模式治疗复杂血管

疾病"有助于复杂性脑血管病的治疗"如复杂颅内动

脉瘤开颅夹闭辅助术中球囊阻断*复杂动脉瘤开颅

夹闭联合补充性介入栓塞*复杂脑动静脉畸形介入

栓塞辅助切除*出血性动脉瘤急诊数字减影血管造

影-5JE.后介入或手术夹闭*脑血管病治疗过程中

及时发现和纠正脑出血或脑梗死意外*颈内动脉内膜

剥脱术结合介入方法治疗复杂颈动脉狭窄或闭塞等#

@>A:积极开展脑血管病病因及治疗学基础研究:

近年"随着基因组学技术及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疾病可以根据患者临床信息"应用现代

遗传*分子影像*分子病理技术"结合患者生活环境

和生活方式"实现疾病的分子学和基因学分类和诊

断"制定个性化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案"对疾病的研

究将更加精准*高效# 例如"王拥军教授团队承担设

计的氯吡格雷用于伴有急性非致残性脑血管事件高

危人群的疗效研究-9[E<9&."成功证实了氯吡格

雷联合阿司匹林的治疗方案可使得轻型脑血管病患

者复发为致残致死的严重脑血管病几率降低为

A0T"能为我国每年至少减少 $" 万例再发卒中"该

研究改写了 0"$C 年美国卒中二级预防指南%H&

# 越

来越多的疾病诊断及治疗需要多学科联合"很多药

物的应用需要结合遗传药理的特点给药"这需要收

集大量的临床信息及样本以进行研究# 因此"作为

卒中中心的临床医师"不但要做好临床工作"还要从

临床发现问题"收集患者的临床及生物学样本"努力在

实验室找到问题的答案"进一步推动临床事业的发展#

总之"加强脑卒中防控体系建设"降低脑卒中的

致残率及致死率"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是利

国利民的大事"临床医务人员应该努力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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