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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吴倩 记者
王倩）10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胃
食管反流病宣传周”启动仪式上，火
箭军特色医学中心胃食管外科主任
吴继敏指出，许多被误诊为哮喘的患
者其实是患有胃食管反流病，部分患
者通过抗反流治疗，哮喘样症状可以
消除。

吴继敏介绍，胃食管反流病是指
胃、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入食管以及
食管外部位引起的疾病，是一种常见
的慢性胃肠道疾病。该病可导致食管
黏膜炎症、溃疡甚至癌变，其典型症状
为反酸、嗳气、腹胀等消化道症状，由

于呼吸道和食管有共同的开口，反流
至食管的胃内容物可进一步向上反流
至喉咽和气管等部位。依据反流物到
达部位的不同，胃食管反流病可分为
4期：胃食管期、咽期、口鼻腔期、喉气
管期。其中，喉气管期症状最为严
重。目前，我国胃食管反流病普及教
育尚未完善，学科间交流不足，存在就
诊率低、误诊率高的现象。

据悉，本届“全国胃食管反流病宣
传周”主题是“治反流，防大病”。今年
启动仪式活动由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
流促进会主办、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
协办。

胃食管反流病误诊率高

本报讯 （记者衣晓峰 特约记
者徐旭）“这个腹膜后肿瘤太大了，不
仅大面积侵犯了患者的脊柱，造成严
重的脊柱侧弯，而且紧紧包裹肾脏，
并将肾脏推挤至肝脏下方。”近日，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
分院普外二科主任白雪巍教授带领
团队，成功地为这名患者“卸”下巨
大的“包袱”。

患者是一位22岁的女性，8年前
被确诊为腹腔内巨大肿瘤，接受了手
术。不幸的是，肿瘤很快复发并持续

生长。在随后的几年中，母亲带着她
辗转多家医院，均被告知肿瘤体积太
大，包住了腹腔内几乎所有重要的血
管，无法施行手术。

今年9月中旬，母女来到哈医大
一院群力分院普外科。白雪巍在检查
后发现，患者巨大的腹膜后肿瘤紧紧
围裹住了腹主动脉、腹腔干、肠系膜上
静脉、下腔静脉、右肾动静脉、右侧输
尿管，肿瘤来源于神经根，并且和脊柱
相关联，解剖关系极为复杂。此时，如
果进行手术，很有可能损伤肾脏血管、

输尿管，导致肾功能衰竭；或者误伤脊
柱神经和血管，造成术后截瘫；甚至在
剥离腹主动脉、腹腔干之时，突发不可
逆转的大出血而致患者死亡……

患者的母亲做了艰难的抉择，签
下了手术同意书。母女俩的坚定目
光，让白雪巍决心放手一搏。白雪巍
团队联合泌尿外科、骨科、血管外科、
麻醉科、影像科等多学科专家，进行了
缜密周全的术前多学科会诊。

手术台上，专家开腹后发现，肿
瘤包绕几乎所有腹腔重要血管，向上

侵犯肝脏，并将肾脏向上推挤至肝下
缘，向深部侵犯脊柱。巨大的肿瘤犹
如一块大石头“焊”在了肚子里，活动
度极差。白雪巍决定先将下腔静脉
及腹主动脉从肿瘤上分离保护，避免
致命性大出血。而对血管的游离可
谓“刀尖上的艺术”。肿瘤还侵犯到
右侧肾脏动静脉及输尿管、右侧腰
椎周围血管和神经根，稍有闪失就会
带来右肾缺血坏死及脊柱神经的不
可逆损伤。

最终，在骨科王岩松教授、泌尿外
科麻立教授的协助下，白雪巍团队经
过长达14个小时的努力，将巨大肿瘤
彻底切除，不仅没有波及所有重要血
管，而且完整保留了腹腔重要脏器，术
中输血仅有4个单位。

截至记者发稿，患者已由重症监
护病房转回普通病房。

“焊”在肚子里的肿瘤切除了

医学人文大会
召开

本报讯 （记者高艳坤）10月17
日，由中国医师协会、白求恩精神研究
会、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
会、《中国医学人文》杂志社共同主办
的第五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在京召
开。大会旨在推进健康中国和医学人
文建设，引领行业人文生态改善。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杨民表示，
开展医学人文建设，首先要倡导生命
第一、健康第一、以患者为中心的工作
导向，同时要强化对医务人员的关
爱。中国工程院院士、皮肤性病学专
家陈洪铎表示，关爱医生，帮助医生守
住内心的崇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医院要强化公益性，给医生更好的人
文关怀。社会要尊重人才，营造尊医
重卫的社会氛围。公众要理解医生，
理性就医。

会议发布了中国医学人文好书
榜。由《中国医学人文》杂志社发起的

“党建·人文”全国巡讲活动同期启动。

本报讯 （记者高艳坤）每年10
月第三个周一为世界镇痛日。10月
17日，国家疼痛专业质控大会·疼痛
专科医联体大会·中日友好医院疼痛
医学周开幕式在京举行。大会首度公
布了国家疼痛专业质控中心在全国
31个省份设立的147家哨点医院名
单。该质控中心将依托国家、省、市三
级质控网络，建立从数据监测、标准制
定、教学培训到评估反馈的一整套质
控流程，推进疼痛诊疗的同质化和规
范化。

会议介绍，2021年，疼痛学科首

次参与了国家医疗质量数据调查。调
查显示，我国设有疼痛专业的医院占
比仅为37.60%，学科的服务能力严重
不足，二级、民营及中医类医疗机构中
尤为明显。专业为“疼痛医学”的中高
级职称医生占比约为38%，疼痛科医
生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

会议公布，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韩
济生、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团队等为
代表的临床专家与泰德制药共同组建
的中国疼痛医学研究转化中心建立。
今年世界镇痛日的主题为“将疼痛知
识转化为临床实践”。

疼痛学科“家底”摸清

西苑医院膏方节
开幕

本报讯 （记者崔芳 通讯员吴
丽丽）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第十
二届膏方养生文化节日前开幕。膏方
节期间，该院现场开展非药物疗法体
验、膏方专家义诊等活动外，同步推出
线上直播。据介绍，西苑医院是北京
市首家开展膏方业务的中医院、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首批膏方培训机构，拥
有实力雄厚的膏方专家团队。从2010
年起，该院每年举办膏方养生文化节，
向广大患者介绍膏方的分类、功用、用
法等知识，为患者提供膏方服务。

内蒙古将建
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

本报讯 （记者柴羽佳）内蒙古自
治区政府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
院日前签订了共建国家区域中医医疗
中心合作框架协议。该自治区将落实
土地、资金、编制、人才、价格等配套政
策，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支
持，依托鄂尔多斯市中医院建设国家
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实现国家高水平
医院人才、技术、品牌、管理的平移，提
升区域内医疗服务整体水平。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10月15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0年度国
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公报》显示，
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402万人，
占总人口的18.7%；全国老年人口抚养
比（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
比）为19.7%，比2010年提高7.8个百
分点。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老龄化进
程明显加快、低龄老年人口（60～69周

岁）占老年人口比重过半等特点。
《公报》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

全国共有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6个，设有老年医学科的二级及以
上综合性医院2642个，设有安宁疗护
科的医院510个，接受健康管理的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达12718.9万人，91
个市（区）开展国家安宁疗护试点。

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类
养老机构和设施32.9万个，养老床位

合计821万张，比上年增加5.9%，每
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 31.1 张。
全国共有两证齐全（指具备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或备案，并进行养老机构备
案）的医养结合机构5857家，比上年
末增加 22.1%；床位总数达 158.5 万
张，比上年末增加21.7%；医疗卫生机
构与养老服务机构建立签约合作关系
7.2万对，比上年末增加27.7%；超过
90%的养老机构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

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公报》显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

范围不断扩大。截至2020年年底，全
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99865万
人，比上年末增加3111万人。其中，
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为4562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33万
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为542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978万
人。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稳步提

高。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月人均待遇水平约为170元，比上年
增长6%。

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31个省
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实现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
支。2020年，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
参保人数为1.08亿人，长期护理保险
定点护理服务机构为4845个，累计享
受待遇人数为136万人。

《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

超九成养老机构可提供医疗服务

本报讯 （首席记者叶龙杰 实
习记者吴倩）10月15日，中国药品监
督管理研究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共同发布《医疗器械蓝皮书：中国医
疗器械行业发展报告（2021）》。该
书是继2017年首部《医疗器械蓝皮
书》发布以来的第五部，总结了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国医疗器
械行业的发展状况，反映了我国医疗

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变化、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产品应急审批、创新医疗器械
审批等方面的情况，展望了行业未来
发展方向。

《蓝皮书》显示，2020年，我国医
疗器械生产企业主营业务总收入估计
8725亿元，比2019年增加了1525亿
元，增幅达21%；我国医疗器械进出
口贸易总额达到1037亿美元，其中进

口305亿美元，出口732亿美元；在出
口医疗器械产品中，防护口罩、防护
服、护目镜、诊断试剂等新冠肺炎防护
用品占较大比例。

《蓝皮书》判断，未来几年我国医
疗器械市场将进一步扩大，医疗器械
行业将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发展，创
新医疗器械将加速涌现，我国医疗器
械行业仍然处于“黄金发展期”。

2021版医疗器械蓝皮书发布

本报讯 （记者黄征宇 通讯员简
杰）湖北省武汉市一名6旬气道肿瘤患
者支气管附近血管及气管均被肿瘤压
迫，随时有生命危险。近期，武汉市中心
医院医生通过植入气管支架与血管支
架，及时为患者打通了“生命通道”。

患者有30年的吸烟史。1年前，
他开始出现反复干咳的情况，活动后
会气促胸闷。8个月前，他被查出右

肺鳞癌，选择了保守治疗。近来，患者
自觉症状无明显改善，仍存在干咳、痰
液不易咳出并伴有气促胸闷的情况，
于是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就诊。

接诊的肖阳副主任医师结合患者
病史，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细致检查，
发现其右肺部附近多个肿瘤已经严重
压迫右主支气管和附近的上腔静脉血

管，造成气管狭窄和上腔静脉狭窄，随
时有生命危险。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胡轶立即组织科室专家团队商讨
治疗方案。为了既让患者的气管和血
管恢复畅通，又清理患者的肿瘤，胡轶
决定对患者进行分次手术：第一次手
术先联合麻醉科与放射介入部，打通
患者的气管与血管两条“生命通道”；
再根据情况，实施第二次手术，放入装

有粒子的气管支架，进行腔内短距离
放疗。

手术当日，由多科室组成的专家
团队首先对患者进行了全麻下支气管
动脉造影术和栓塞术，阻塞了肿瘤的
供体血管，降低了术中出现大出血的
风险；随后，在上腔静脉放入支架，撑
开狭窄区域，保证血流通畅；之后，再
进行气道肿瘤消融，在气道内植入一
枚临时支架。手术环环相扣，顺利打
通“生命通道”。3天后，为患者定制
的气道粒子支架成型，胡轶再次为患
者实施手术，清理残余肿瘤组织，将粒
子支架精准放入气管狭窄段。术后，
患者呼吸困难的症状得到缓解。10
天后，患者顺利出院。

双支架将“生命通道”打通了

□本报记者 王潇雨
实习记者 郭蕾

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超声引导完
全可吸收封堵器，向20余个国家和地
区传授新技术；国产世界上最小的第
三代磁悬浮离心式人工心脏进入临床
试验；智能穿戴设备“华为心脏”，提高
房颤早期筛查率……日前，在中国心
脏大会2021暨第六届中国血管大会
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心血
管病中心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院长胡盛寿在主旨报告中总结说：

“‘十三五’期间，中国的心血管病防治
能力和研究水平进步明显，心血管病医
疗资源与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救治能力
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基层防治工作也取
得显著成效。”

冠心病介入治疗，我国手术量每
年超过100万例，居世界首位。“这几
年，瓣膜病介入治疗技术快速发展，
2012—2020年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
术（TAVR）手术量增长520倍。在二
尖瓣介入修复领域，国产的修复器械
和置换器械备受关注。原创的经导管
三尖瓣置换系统已完成上市前临床研
究。”胡盛寿介绍。

“可以明显地看到，心脏外科手术
量在增加，病死率稳步降低。”胡盛寿
举例说，我国冠脉搭桥患者住院病死
率从 2013年的 0.9%降至 2018年的
0.6%，相对降幅达34%；心脏移植手
术后1年生存率超过90%，救治能力
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与此同时，微创化也是心脏外科
手术的关键词。我国微创技术使用占
比逐年增加，各类微创入路均有应用，
包括Mini体外循环下的小切口手术
（免缝合或可缝合支架瓣膜）、胸腔镜
辅助下心外科手术、机器人辅助下的
心外科手术等。

此外，国产人工心脏开启终末期
心脏病治疗的新时代。2019年，国内
首款植入式左心室辅助系统获批上
市。世界上最小的国产第三代磁悬浮
离心式人工心脏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数据显示，在 2016—2020 年期
间，中国心血管领域发表SCI研究论
文近6万篇，论文发表总数、累计影响
因子及被引频数均居世界第二位。中
国“心脏疾病”临床注册研究从869项
（2016年 7月）增加至3036项（2021
年9月），增幅149%。

“但需要注意的是，高水平文章仍
缺乏，高水平、原创性的理论、技术、方
法、产品产出不足。中国的心血管原
创药物、部分器械国产化比例低；新药
临床试验大部分为仿制药；部分高端
医疗器械要继续潜心研究，比如，国产
瓣膜在2019年人工瓣膜市场中占比
不足15%。”鉴于此，胡盛寿建议从三
方面加大自主原创的临床及基础研
究：在现场流行病学与遗传流行病学
方面，要出临床规范、临床指南行业标
准、标准化路径、规范临床诊疗；在临
床试验与临床结果评价研究方面，要
出产品、卫生政策依据，要创新药物与
器械开发，循证决策，提升医疗质量评
价和促进资源配置优化；在人群队列
配合组学技术的精准医学研究方面，
要寻找疾病干预关键分子靶点。

胡盛寿表示，我国的心血管研究
体系逐步完善，建立了国家级心血管
研究中心和遍布全国的科研协同网
络，并首次从国家层面建立覆盖全国
的系统性病例注册登记网络。中国心
血管外科注册登记已成为国内最具代
表性的专科数据库。另外，国家心血
管病中心牵头与省、市级医院共建专
病医联体，我国还成立了项目导向、学
会组织的心血管专病联盟。这些体系
建设都为心血管病研究创造了更有利
的条件。

这五年，心血管病科研
进展亮眼

临汾临床试验中心
揭牌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翔）近日，
山西省临汾市人民医院Ⅰ期临床试验
研究中心揭牌，同期启动首个Ⅰ期临
床试验项目。据了解，这是临汾市首
家市属综合医院Ⅰ期临床试验研究中
心。该研究中心有8名专职成员，同
时拥有多名兼职医生、护士及药学人
员，研究人员均接受了药物临床试验质
量管理规范培训并通过考核。中心制
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标准操作规程及
应急预案，在全方位保障受试者安全
与权益的同时，保证临床试验的质量。

跳出美好

10月 15日，由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主
办的 2021 中国国际
福祉博览会暨中国
国际康复博览会在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开幕。本届博览会
全方位展示了“十三
五”时期我国残疾人
辅助器具事业发展
成果。

本报记者张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