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持续性房颤作为难治性疾病，高复

发率一直是困扰大家的难题。那么持续性房

颤治疗的难点究竟在哪儿？持续性房颤的心

脏具有持续的异常电活动，导致患者持续发

作房颤。常规的肺静脉电隔离无法根治，经

常会出现复发，严重的病人经过多次消融仍

然无法根治。反复的发作让病人承受着身体

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如何寻找持续性房颤的

触发和维持机制，以及如何找到关键的病灶

部位就成为治疗的重中之重。要想治愈持续

性房颤，必须要找到其异常的电活动。“持续

性房颤转子（Rotor）标测及消融”这一精准术

就是在常规肺静脉电隔离的基础上，通过对

心脏的异常电活动进行标测，结合国际领先

的运算方法，准确识别出每个病人的关键病

灶部位，再从机制出发进行转子消融，一击即

中，达到治愈持续性房颤的效果。经过20余

年的临床积累，该方法向持续性房颤治疗的

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答案。

其次，房颤患者必须在术前进行食道超

声检查，防止血栓等并发症的发生，但该检查

除了让患者深感不适外，还会造成不同程度

的食道以及胃部损伤，尤其对老年患者以及

本身有食道和胃部疾病的患者并不适用，严

重者甚至会有食道及胃穿孔的风险。寻求新

方法替代食道超声也是医学界一直讨论的焦

点。围绕该问题经过反复的实践探索，心腔

内超声替代食道超声检查的理念破壳而生。

心腔内超声技术，是国际心内介入领域兴起

的一项新技术：其原理是把心腔内超声探头

送到心脏的特定部位，结合心腔内三维标测

技术，在手术中清晰观察心脏内的特殊结构，

实时监测心脏情况，不但在功能上可以完全

替代食道超声，其次还有更多其他益处。例

如零射线下指导房间隔穿刺，实现心脏解剖

异常或变异患者的实时解剖定位，消融术中

监测和第一时间发现不良并发症。心腔内超

声技术的应用可以显著降低患者的接受射线

量，实现绿色电生理：一般电生理手术患者都

会接触到X射线，如果X射线剂量超过一定

程度会对人体产生损害。心腔内超声技术就

很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可以指导医生在无X

射线下的手术操作。同时心腔内超声技术相

当于给医生装上了“透视眼”，实现了房间隔

穿刺可视化；在其指导下的三维射频消融术

可精确操控消融导管到达靶点部位，实现精

准消融；并且可以观察心脏内部细微结构，

尤其对于心脏结构异常的病人的消融手术

具有重要意义。该技术还能实时监测术中

心腔内变化，第一时间发现心房内微血栓形

成和心包积液等并发症，尽可能降低并发症

的发生。与传统的食道超声相比，心腔内超

声技术不需要麻醉，在消除患者不适感的同

时也不会对患者的食管和胃造成损伤。目

前，在美国和欧洲，心腔内超声技术被广泛

应用于各类复杂性心率失常疾病的介入诊

疗当中。

最后，如何缓解射频消融术中由于导管

放热给病人带来的灼烧感也是急需攻克的难

关之一。由于术中病人处于局麻状态，本身

精神紧张，其次对于痛觉敏感的患者来说，手

术带来的不适容易引发身体姿势的改变，这

样不但增加了手术难度，更加大了术中并发

症发生的风险。什么方法可以消除病人的不

适感也成为了大家深度探索的方向之一。运

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将针刺麻醉与导管房

颤消融相结合成就了两全其美。针刺麻醉是

在针灸疗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麻

醉方法，用手捻针或电针刺激某一穴位或某

些穴位，以达到镇痛目的，使手术在不用麻醉

药物的情况下进行，目前该技术已在多项外

科手术中有所应用，与导管消融术的结合，可

以减少患者的身体创伤。

作为房颤治疗领域的先行者刘旭教授经

过近三十年的不断努力与临床实践应用，力

求以患者为中心，通过国内外的多项领先技

术真正提升患者治疗的幸福感。为了将更多

的临床经验和先进术式普惠大众，刘旭教授

还创立了“中国Rotor俱乐部”，希望借助这个

房颤消融病例资料库，为房颤患者的风险评

估、方案制定、预后控制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

持，为每一位病患制定多位一体的房颤个性

化诊疗方案，建立完善的房颤服务链。刘旭

教授组织的国际上第一个大规模多中心腔内

超声替代食道超声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

初步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腔内超声的替代

性。未来，刘旭教授还将不断坚守在第一线，

为房颤治疗的安全化、高效化、普适化贡献绵

薄之力！
本版块活动为公益活动,不向参加者推荐医疗服务或者其他商品,相关信息

仅供参考。

全球多项领先技术
给房颤患者带来“幸福感”

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优秀学科带

头人;上海学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医务

工作者(2012-2014年度);国务院特殊津

贴获得者;上海交大优秀博导;上海银蛇

奖提名;中国Rotor俱乐部创始人。现

任上海交通大学心房颤动诊治中心主

任。自1998年在国内率先开展房颤经

导管射频消融基础和临床研究,至今累

计完成各种心律失常介入手术50000

余例,房颤导管消融手术近30000例。

刘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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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作为人体的动力之
源，肩负着极为重要的任务。
心房颤动因为其高患病率和高
危害性，成为了心脏疾病中的
“头号杀手”。经过医学界近30

年的探索，导管消融已逐渐取
代外科手术和心律失常药物成
为治疗房颤推荐的主要术式。
但在这个领域依然存在诸多问
题有待解决，如何安全高效地
让房颤患者接受同质化治疗已
经成为了心脏电生理医生的最
新挑战，帮助更多房颤患者重
获新生是所有电生理医生不断
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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