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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束苏雪 陶
春蓉 孙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内科
胡伟主任医师和该院副院长、东部战
区总医院刘新峰教授牵头发起的一
项研究证实：发病 12小时内急性基
底动脉闭塞患者能从动脉取栓治疗
中获益；动脉取栓治疗相比药物治
疗，能明显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
降低死亡率。10月 13日，国际期刊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布了该研究
成果。

目前，急性缺血性卒中最有效的
治疗方法是静脉溶栓和动脉取栓。在
所有类型的脑卒中当中，后循环卒中
约占1/5。其中，急性基底动脉闭塞
形成的后循环梗死与前循环大血管闭
塞相比，预后往往更差，患者的死亡
率、致残率更高。但由于缺乏高质量
的循证医学证据，对急性基底动脉闭

塞导致的脑卒中患者采用动脉取栓治
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国际医学界仍
不明确。

研究人员用高质量的循证医学证
据证明，对急性基底动脉闭塞，动脉取
栓治疗组的患者预后明显优于最佳药
物治疗组。

该研究结果证明，参照衡量脑卒
中后患者神经功能恢复状况的改良
Rankin量表，急性基底动脉闭塞取栓

治疗组的患者90天内到达较好神经
功能预后的比例显著优于最佳药物治
疗组。在所有次要结局中，取栓治疗
组也有显著优势。其中，取栓治疗组
患者90天内独立生活能力的比例显
著优于对照组，获益比均可与前循环
血管内治疗相较最佳药物治疗的获益
相媲美。此外，取栓治疗组还显示出
更低的90天内死亡风险。

10 月 13 日，《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同时发表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
院吉训明教授牵头发起的一项多中
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结果。该研究
在国际上首次将急性基底动脉闭塞的
取栓时间窗拓展到发病24小时内，证
明了对于发病时间在6～24小时的急
性基底动脉闭塞患者而言，进行取栓
治疗能显著改善其临床结局。10月
14日，本报一版对该研究进行了相关
报道。

急性基底动脉闭塞救治添新证据
12小时内取栓治疗优势显著

（上接第1版）
党的二十大代表、浙江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所所长张严峻
认为，公共卫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的重要保证。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仍在全球流行，我国仍面临“多重疾
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
叠加”的复杂局面，快速增长的老龄人
口养老和健康支持需求持续增加，公
共卫生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
未有。“我们要从公共卫生亟待解决的
问题起步，围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聚
焦‘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强重大疫情
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有效
遏制重大传染性疾病传播’的目标，稳
步、持续、高效推进公共卫生现代化。”

鲜明底色 强大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已取得的巨大成
效，人民群众的感受最为明显。当前，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2岁，显著
高于我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人民
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
列。与之伴随，卫生健康领域现代化
的场景随处可见：健康中国各专项行
动全面推开，深化医改持续向纵深推
进，一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高水平重
点专科得到扶持发展，超过八成的县
级医院达到二级及以上医院水平，远
程医疗协作网覆盖所有地级市和所有
贫困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
平不断提高，贫困人口实现“基本医疗
有保障”，中医药守正创新迈出新步

伐，生育政策不断优化，医药卫生体系
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重大考验，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
国家认同。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鲜明底色。2020年，武汉出现
新冠肺炎疫情后，党的二十大代表、福
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呼吸科副
主任叶玲请缨到一线抗疫。“记得刚到
武汉的时候，天气非常寒冷。有一天
凌晨，我们疲惫地从武汉光谷方舱医
院出来，路遇海南援鄂医疗队。十几
个人碰在一起，在当时寂静空旷的武
汉街头，两个队伍不约而同喊出‘福建
队加油！海南队加油’。那一瞬间，我
觉得疲惫的身躯充满了力量，觉得我
们一定会战胜这次疫情。”叶玲说，“抗
击疫情更深刻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内涵，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祖国
才能把人民真正放到心里面。中国共
产党的根基血脉在人民，始终把人民
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到第一位。”

十年间，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叶
玲在工作岗位上感受着福建卫生健康
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福建省加强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强化“三医联动”，推进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动医院检查检
验结果互认共享，着力破解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加强基层医疗能力建设，推

动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医院、千名医
师万人次下基层，推进移动医院巡诊
项目，让“行走的医生、移动的医院”
破解基层百姓看病就医的烦心事，基
层医疗服务稳步提升；坚持中西医并
重，大力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先后出
台《福建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若干措施》《福建省中医药条例》等，保
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全省中医
药服务体系建设和服务能力稳步提
升。“经历着新冠肺炎疫情，人民群众
健康意识显著提升，全社会关注健康、
追求健康、维护健康的氛围前所未有，
凝聚成健康中国建设的强大思想基础
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叶
玲说。

上海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扇窗
口，以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目标。身
处现代化的前沿，党的二十大代表、上
海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章雄感受
到：“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
也是现代化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人民健康至上、健康优先发展，
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是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
容。”章雄表示，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上海市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认真
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时期卫生健
康发展方针，打造整合型、智慧化、高
品质健康服务体系，建设覆盖全民、城
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
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服务人民群
众高品质生活，提高人民群众对卫生
健康服务的感受度，在打造健康上海
品牌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在推进长三角卫生健康一体化发展中
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力争为加快建设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前瞻性思考 全局性谋划

十年来，我国共推出2000多个改
革方案，涉及经济社会各领域，涵盖
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各方
面。在卫生健康领域，我国维护人民
健康的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完善。深化
医改向纵深推进，分级诊疗、现代医
院管理、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
合监管等制度不断完善，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统一，中国特色
服务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
基本建立，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
三级网不断健全。从方针到纲要、从

立法到行动，健康中国建设的顶层设
计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
有独特、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
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有能力实
现卫生健康事业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
发展。

从指导思想领悟现实奋斗，黄明
会坦言，作为卫生健康系统的一名党
员代表，在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上，感悟很深。过去十年，重庆市聚
焦“两不愁三保障”，深入推进健康扶
贫，使贫困群众“看得起病、看得上病、
看得好病”，这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生动实践。“我们聚焦人口战略
发展研究，从全面两孩到三孩政策，从
一老到一小，不断优化完善生育环境，
不断推进医养结合，建成‘城市15分
钟、农村30分钟’医疗服务圈，既为推
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提供了充足
人力资源，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
韧性和回旋空间。”

过去十年实践，有收获、有经验；
展望未来，有信心、有能力。“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我们始终强调坚持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
谋划、战略性布局，确保卫生健康事业
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将始终坚持人

民至上，把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放在
首要位置，努力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
服务，努力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歼灭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
将坚持共建共享，推进医疗资源布局
合理化、医疗服务同质化，让群众享受
更好的医疗服务。”黄明会表示。

张严峻认为，科技创新和人才战
略为公共卫生现代化发展指明了路
径。“希望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对疾病预
防控制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培
养方面的支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
动力，以人才建设为最终落脚点，全面
提升疾控能力。作为疾控工作者，我
们将坚持践行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
针，坚持科技创新，努力提供更多更高
质量的公共卫生服务，保障和促进人
民健康，护航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感受到党和
政府对中医药的大力支持，中医药服
务能力在不断提升，大健康产业长足
发展，中医药特色优势也在进一步彰
显，在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维护
群众健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伯礼
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鼓舞着中医药人继续
奋进。“中医学和西医学有各自的优
势，优势互补是中国医学的特点，中国
人能得到两种医学的照顾，这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具体表现。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中，我们发挥了中西医结合的
作用，取得重要成果。今后，我们在重
大慢病防治中更可以发挥两者之长，
为解决世界医改难题，为健康中国建
设贡献中国的方案。”

保障健康 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0月17日，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青峰路幼儿园农家小院，孩子
们品尝劳动成果。当日，青峰路幼儿园开展劳动体验课堂，孩子们
通过学习剥玉米、切菜、煮饭等家务劳动，提高自理能力，体会父母
的辛劳，在体验劳动中快乐成长。 张鹰摄

体验劳动

西苑医院膏方节
开幕

本报讯 （记者崔芳 通讯
员吴丽丽）10月17日，中国中医
科学院西苑医院第十三届膏方养
生文化节开幕。当天，该院不仅
提供膏方讲座、专家义诊等服务，
还为慕名而来的患者及居民带来

了膏滋品鉴、中药灯谜、民乐演奏
等多项中医药文化互动活动。

据介绍，西苑医院拥有全国
知名膏方专家团队，在职膏方专
家130余位；医院自办的饮片厂
已通过GMP认证，拥有固定的
药材种植基地；西苑膏方采用传
统加工工艺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
的制作方法，单次剂量小、包装简
易便携。同时，该院的膏方倡导
一人一方、一方一料、一料一做，
重在打造适合患者个人体质的专
属膏方。

南京市体育医院
揭牌

本报讯 （通讯员张明 莫
禹凡 特约记者程守勤）日前，南
京市体育医院揭牌仪式在南京市
中医院举行。仪式上，南京市体
育局与南京市中医院（南京市体
育医院）、南京鼓楼医院、东南大
学附属中大医院签订体卫融合合
作协议。

南京市体育医院由南京市卫
生健康委、南京市体育局、南京市

中医院联合筹建。南京市中医院
（南京市体育医院）党委书记刘奇
志表示，南京市体育医院将以运
动促进健康中心、运动康复中心、
运动医学科“三中心”联合建设为
基础，将体检筛查、健康管理、运
动防护等有机结合，为运动员、运
动损伤患者及各年龄层的群众提
供一站式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南京市体育医院将发挥针
灸、推拿、拔罐等中医药特色的多
专业一体化平台优势，积极开展
运动疾病治疗与预防、运动健康
咨询、运动慢病管理等运动相关
医疗服务；做好体育赛事的医疗
保障工作，深入开展体卫融合相
关科研课题的研究等。

中日中西医结合
医学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崔芳）为纪念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庆祝中
日友好医院建院38周年，10月
15 日，中日中西医结合医学论
坛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呼
吸病专业委员会年会在京召
开。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周军，日
本驻华大使馆首席公使小泉勉，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司副司长、
一级巡视员何炤华，日本国际
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所长佐佐
木美穗等出席开幕式，中日友

好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主持开
幕式。

周军在开幕致辞中指出，中
日友好医院是日本政府无偿援
助、中日两国合作建成的大型综
合性现代化医院。作为国家卫生
健康委直属大型综合医院，中日
友好医院坚持中西医并重与融合
发展，积极打造对外合作平台，与
各国共同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
学相融合。

在学术交流环节，来自中国、
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巴基斯
坦等国的学者主要就传统医药在
各国的发展现状和研究热点进行
了分享。

本次论坛由中日友好医院、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日本中
医药学会主办。

大医院新闻

□特约记者 林伟吟
通讯员 刘文琴 黄睿

一次普通接诊，中山大学孙逸仙
纪念医院耳鼻喉科梁茂金副教授意外
发现了患者病情的暗藏危机，联合呼
吸内科江山平教授查出了具有潜在致
命风险的肺真菌病并成功治愈。

3个月前，这位71岁的女患者因
耳朵闷、听力下降，在儿子陪伴下来到
梁茂金门诊就诊。经过详细地询问病
史、体检、做好相关评估后，梁茂金细
心地向患者讲解：“您是因为鼻子跟耳

朵连接的管道‘咽鼓管’不通引起的慢
性分泌性中耳炎，需要同时做鼓膜置
管和咽鼓管球囊扩张才能治愈。”

一周后，患者入院治疗。“这几天
有些咳嗽，喘不过气，耳朵还是那么
闷！”患者告诉梁茂金。梁茂金注意到
患者的肺部情况与门诊时已有不同，
经过综合分析，他及时与患者家属沟
通：“目前更适合先治疗肺炎，再来治
疗耳朵。”患者及家属想回居住地医院
治疗肺炎，又希望能在最小创伤的情
况下先治疗耳朵闷塞及听力减退的问
题。于是，梁茂金决定先为患者做鼓
膜置管术。

“现在耳朵不闷了，听东西也好多
了，几个月的困扰总算好了。”刚一做
完手术，患者就表示情况好多了。

“耳朵好了，但是呼吸好像更不舒
服了。”术后第一天查房，患者儿子就
向梁茂金反映。

梁茂金意识到患者的病情不简
单，随即向呼吸内科江山平教授请
教。“这位患者的情况感觉很特殊。”
江山平听完介绍，立即前往耳鼻喉科
会诊。

详细看完患者资料及查体后，江
山平对患者儿子说：“初步判断是曲霉
菌导致的肺部严重感染，如不及时启

动治疗，你妈妈现有的咳嗽、呼吸困难
症状会进一步加重，需要转到呼吸内
科治疗。”转入当日，肺功能检查结果
即显示患者已经并发重度阻塞性肺通
气功能障碍。次日，江山平团队为患
者进行支气管镜检查，病理活检显示
支气管黏膜内多发小脓肿灶。

患者儿子回忆，患者就诊前因老
家旧屋翻新曾经接触屋内大量霉尘颗
粒。江山平就此判断患者慢性化脓性
气道炎症及肺部多发感染均由烟曲霉
菌侵袭所致，遂果断对症进行治疗。
很快，患者病情得到控制。目前，患者
已经出院，且恢复良好。

“暗藏的危机”被化解了

本报讯 （通讯员王昕霞 特约
记者刘翔）近日，健康中国·山西行动
知行大赛线上答题活动圆满结束。该
活动由健康中国·山西行动推进委员
会办公室举办，为期20天，居民参与
度高。

据悉，该活动围绕健康知识普及、
合理膳食、全民健身等16个专项行动
内容，汇集了上百篇科普文章，提炼出
近3000道题目。山西省内居民通过
扫描活动二维码即可参与线上答题，线
上答题小程序主要设置练习答题、正式
答题、PK答题、健康科普和积分抽奖5
个部分。活动采用有奖答题形式，参
与线上答题的个人将有机会获得微信
红包奖励以及积分和头衔称谓。活动
总积分排名前100名的选手可获得“健
享达人”称号，以及一定物质奖励。

据统计，截至活动结束，线上答题
小程序有效注册用户达35.12万人，
日均访问人数达5.49万人，用户参与
正式答题133.04万次。

山西线上答题
促健康科普

疼痛诊疗
需多学科协作

本报讯 （记者崔芳 通讯员蔡
莹莹）近日，世界镇痛日主题发布会暨
国家疼痛专业质控大会·疼痛专科医
联体大会·中日医院疼痛医学周开幕
式在京举行。今年世界镇痛日（10月
17日）的主题是“提高疼痛的综合疗
护能力”。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指
出，当今的疼痛治疗已经从生物医学
模式转化为基于生物—心理—社会医
学模式的疼痛综合管理，只有进行多
学科、多靶点的联合治疗，才能有效提
高患者的满意度。

本次大会主席、国家疼痛专业质
控中心主任、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
任樊碧发教授认为，要提高疼痛性疾
病诊治的有效率，一方面必须探索创
新，将学科建设与学科协作互融互
动；制定临床规范，优化诊疗工具，提
升疼痛诊疗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
公众教育、提高公众疼痛防治意识，阻
止和减少慢性疼痛给人类社会带来的
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