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HEALTH NEWS

2023年5月22日 星期一

电话：（010）64621093

■编辑/严少卫新闻

主办单位：健康报社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健康报社有限公司 社长：邓海华 总编辑：孙伟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外小街甲6号 邮编：100027 电话：010-52389118 新闻热线：xwrx@jkb.com.cn 广告业务：010-64621512 发行业务：010-64622910 周一至周五对开八版 年价：456元 零售价：1.9元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地址：北京市白纸坊东街2号）

照片由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供

□山西省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高健康

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山西省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近年来积极探索

“互联网+”健康管理新模式，为慢病患
者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居家医疗服
务，对市民进行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该模式下，患者利用“互联网+”
技术，将真实生活背景的各项检测指
标数据传给专科医生。专科医生根据
患者情况，制定符合其特征的治疗方
案，在尽量不降低患者生活品质和社
会功能的前提下达到治疗目标。

实践证明，该模式可明显提高患
者的依从性。我们称之为“互联网+”
慢病居家舒适化医疗模式。

试点 构建糖尿病管理平台

2015年，以住院糖尿病患者血糖
管理信息化建设为抓手，内分泌科开发
了“医联通”糖尿病一体化管理平台，对
糖尿病患者进行全流程一体化管理。

“医联通”平台有医生端、护士端、
患者端3个端口。患者端具备问诊、自

采数据上传和健康教育等功能；护士
端具备患者数据采集和上传功能；医
生端具备数据分析和治疗功能。“医联
通”平台具备4项功能，即涵盖科室内
部、各科室之间、各医院之间及居家4
种场景的全流程一体化管理功能。

“医联通”平台的建立使居家慢病
患者在线即可完成就医。具体而言：

居家慢病患者将健康数据实时上传给
专科医生—专科医生对健康数据动态
变化信息等进行分析研判，并为患者
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医生开具线上
处方—处方接受院内审核—合格处方
被传至药品配送平台—药品配送平台
安排人员将药品配送到家—慢病患者
在线医保支付。

推广 拓展线上管理范畴

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内分泌科
的诊疗模式逐渐改变。传统诊疗模式
以医护人员为主导，糖尿病住院患者
的血糖多为被动达标。但出院后，患
者回归正常的工作与生活，院内治疗
方案不再适用，导致治疗效果降低。

在该模式下，患者的全周期健康
管理由专科医生负责。此举提升了管
理的专业化水平和患者的依从性，使
患者的血糖平稳可控。该模式不仅解
决了居家慢病患者健康管理难题，还
提升了医生与患者的黏合度。

在多维度评估和经验教训总结的
前提下，医院将该模式推广至其他科
室，并将“医联通”平台升级为居家慢

病舒适化医疗管理云平台。平台覆盖
范畴进一步拓展，包括糖尿病、高血
压、高血脂、部分心脏病等慢病。

不仅如此，慢病居家舒适化医疗
模式促进临床数据的汇聚。为此，医
院又构建了以医疗质量和效率为核心
的门诊慢病动态可视化监管平台。通
过这个平台，医生可为门诊慢病患者
提供诊疗、医保支付等服务。

成效 扇动医疗生态翅膀

“互联网+”慢病居家舒适化医疗
模式通过对稀缺的专科资源和数量巨
大的居家慢病患者进行高效匹配，重
塑医疗服务生态和医疗服务价值，拓
展服务内容，延长服务半径，均衡学科
发展，使门诊开药患者明显减少，就诊

环境进一步改善。
截至目前，“医联通”平台服务患者

超过14万人次，注册慢病患者4974
名；提供在线交互咨询服务316792条，
对14645名患者进行了随访；完成电子
处方审核和药品配送37853人次，其中
慢病处方药品配送34271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在医院的持续输
出下，3家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医联体
成员单位与“医联通”平台连接，为院
间联诊联治创造了条件。目前，阳泉
市第一人民医院与兄弟医院完成联诊
联治近200人次。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
求，规范和推动“互联网+健康医疗”
服务，创新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模式，
持续推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预防、治
疗、康复和自主健康管理一体化的国
民健康信息服务。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探索实现
了从住院到居家，从专业化的医疗服
务到预防保健的慢病患者全方位全流
程一体化闭环管理。可以想见，以“互
联网+”慢病居家舒适化医疗为基础
的互联网医院建设将成为现代医院建
设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医院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路径。

“互联网+”慢病居家舒适化医疗模式探索

医院外景

□本报记者 高艳坤

一如往常，5月 19日，夜幕
降临后，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中心
的两幢超高层标志性建筑——世
贸中心、置信中心的灯光亮了起
来。特别的是，这一天的灯光是
为全市的家庭医生而亮。醒目的
红底白字“世界家庭医生日 签而
有约 共享健康”，既表达着对家
庭医生倾情奉献、守护健康的真
诚感谢，也向市民传递着积极签

约赴约、同享健康的热情号召。
5月 19日，是世界家庭医生日。

为做好主题宣传，5月 18日，温州市
卫生健康委举办相关活动，为省级优
秀家庭医生、社区护士和团队，以及百
姓信赖的优秀基层医护人员及团队颁
奖。活动现场，中医针灸、拔罐、推拿
等丰富的义诊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积
极参与。

连日来，全国各地掀起“世界家庭
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热潮，纷纷通过
现场签约、咨询义诊、健康讲座、技能
竞赛等形式，展示家庭医生风采和签

约服务内容。为了扩大宣传覆盖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张贴主题海
报、播放宣传视频等方式，把宣传阵地
拓展到城乡社区、企事业单位、产业园
区、商务楼宇……

为了推动签约服务入脑入心，各
种宣传形式百花齐放。“要转诊，有通
道，一个电话就搞定。要咨询，问医
生，我们在这等着您。”四川省成都市
双流区东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的
歌曲《东升家医阵线联盟》，朗朗上口、
一听就懂。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北宅
卫生院邀请驻区企业、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对象和市民等进院参观座谈，了
解家庭医生签约流程和服务内容。上
海市先后在环球港、白玉兰广场等地
以“亮灯”形式向家庭医生致敬……

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据显
示，目前，全国有超过42万个家庭医
生团队为居民提供签约服务，家庭医
生队伍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与签约居
民的关系日益密切。近年来，各地通
过提供上门服务、长期处方、转诊绿色
通道、家庭病床服务及医保报销优惠
等举措，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着眼
于提升服务能力，丰富服务内涵，各地

纷纷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
体向专科医院、二级和三级医
院、民营医疗机构拓展，服务内
容由管慢性病走向慢性病与传
染病共管。

采访中，不少家庭医生表示，
随着服务和宣传的深入，居民对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识趋向客
观，认为家庭医生就是私人医生、
上门医生的情况已不多见。签约
服务正在从家庭医生团队主动联
系居民，走向医务人员和居民“双
向奔赴”。

这一天，荣光属于家庭医生

□本报记者 王潇雨
通讯员 高菲

初夏，北京。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综合楼北楼10层的药物临床试
验研究中心（GCP），研究人员在实验
室、质控室、伦理委员会办公室、研究
型病房里忙碌：患者谈话、入组、对数
据、测样本、患者管理……这是他们繁
复且严谨的日常工作，为的是寻找疾
病治疗更多的可能性。

找到更好的药物和治疗方案，是
临床试验的使命，也是医学科学家和
临床受试者共同的愿望。在5月 20
日第19个国际临床试验日前夕，记者
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药物临床
试验研究中心采访。

越早入组可能机会越多

早在 196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即
启动了抗肿瘤新药N-甲酰溶肉瘤素
的临床试验。截至2020年年底，这
里已先后开展各类肿瘤相关临床研

究近 3000项，助力 140种抗肿瘤新
药上市。

一名21岁的女孩患恶性神经纤
维鞘瘤，多次手术，频繁复发，导致肢
体瘫痪。她入组免疫治疗组，已用药
14周期，肿瘤至今未复发，肢体功能逐
渐恢复，最近已可独自行走。她最大
的愿望，就是回到大学完成本科学业。

37岁的平滑肌肉瘤患者张女士
存在比较少见的基因突变，此前多程
治疗效果甚微，出现了全身多发脏器
和皮下转移。她入组靶向治疗组，口
服靶向药物治疗后，皮下等多发转移
灶几乎完全消失，耐药后继续按照方
案口服靶向药物并联合PD-1免疫治
疗后继续获益。

37岁的李先生患的是罕见的脐
尿管腺癌，没有标准治疗方案，接受多
程治疗后还是出现了盆腔淋巴结转

移、双肺及胸膜多发转移。入组临床
试验靶向治疗组后，他的肺部多处转
移灶明显缩小。

几乎每天都会有患者和家属在这
里找到一线曙光。该中心专职研究医
生、副主任医师王书航介绍，临床试验
的目标是证明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或药
物是否比现有治疗方法或药物更有
效、更安全，且必须在科学设计的框架
下进行。其中，入组是特别重要的环
节，与患者的沟通要完全详尽，讲清楚
新方案的情况、安全性保障、检查照护
时间安排等，事无巨细。

“越早入组临床试验效果越好，这
意味着更多的治疗机会和选择，越晚
后续限制条件越多。所以，入组一期
项目需要更多推广。”在王书航的工作
中，有不少患者因为入组早得到了更
好的建议，继续入组其他试验，获得了

不错效果。

突破来自多方参与

有一种污名化的认知：参加临床
试验的人是小白鼠。“根本不是这样
的。”王书航说，每一种药物广泛应用
于临床之前，都需要在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指导下进行临床试验，并接受国
家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不仅要求药
物的生产者提供有价值的临床资料，
还要注重对受试者在试验过程中安全
和利益的保护。

王书航介绍，所有临床试验在启
动前均需由独立伦理委员会审查批
准，并接受伦理委员会的全程监督，以
充分保护受试者的权益。所有签署知

情同意的受试者，临床试验门诊挂号
费、住院费、试验药物及相关检查全部
免费。受试者可在GCP中心的专门
研究病房内接受治疗，由专职研究医
护团队提供全程医疗保障。

这几年，王书航看到了不少变化：
“5～10年前，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居
多。现在，主动寻找临床试验的患者
和家属越来越多，而且很多都有着良
好的教育背景。”

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是临床试验
推动的，治疗金标准和原则也是在临
床试验基础上建立的。“临床试验是
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和必需的，所有医
疗健康知识的产生必须也只能通过
临床试验获得并得以应用。同时，临
床试验志愿者是伟大的，他们自愿参
加，无私付出，应当被全社会尊重。”
王书航说。

真正关注患者需求

对于肿瘤患者，特别是对于晚期
经过多种方案治疗的肿瘤患者，以及
一些没有标准治疗方案的罕见肿瘤患
者而言，参加新方法的探索，可能会有
新的获益。“但是，很多患者，特别是
二、三线城市患者存在信息壁垒，没有
渠道了解临床试验的信息。”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
心专职研究医生江宁介绍。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患
者参与药物研发全生命周期的新规，
要求在药物研发过程中很好地融入患
者需求。在第19个国际临床试验日
宣传活动期间，该中心建立起了一个
针对临床研究的“患者咨询委员会”，让
临床研究医生真正关注患者的需求。

“无论您是患者、家属、照护者，还
是患者组织、药企、研究机构，如果您
愿意为医药研发建言献策，乐于向公
众宣传和普及临床研究知识，期待您
的加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药
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医生蒋
雅乐说。

他们在寻找疾病治疗更多可能性

5月19日，重庆市2023年“签而有约，共享健康”世界家庭
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重庆大学附属沙坪坝医院举行。活动
中，12个单位的参演代表通过讲故事、脱口秀、快板等形式，讲
述身边家庭医生的典型事迹。截至目前，重庆已组建以2.69万
名基层医务人员为核心的家庭医生服务团队8770个。图为该
市沙坪坝区红岩家医团队代表在演出。

通讯员李袅 特约记者黎军摄影报道

讲述家医故事 山西省关心下一代
家庭教育指导专家组成立

本报讯 （特约记者崔志芳）近
日，由山西省关工委、太原市关工委、
省家庭教育学会联合主办的山西省关
心下一代家庭教育指导专家组成立暨
启动仪式举行。

会议指出，关心下一代家庭教育
指导专家组的成立，将使指导服务推
进全省家庭教育工作更加专业、更加
科学，有力促进全社会家庭教育思想
的转变，提升新时代育人质量。要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实施好家风家
教、家庭教育，积极推动健全学校家庭
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希望专家组可以
为家庭教育提供智力支持和专业指导，
着力构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提升
家庭教育科学水平和效能，引领和推动
山西省家庭教育健康高质量发展。

新疆救助
唇腭裂儿童项目启动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楠 刘青）
近日，来自阿克苏地区和巴州的首批
28名患儿到达新疆项目救治定点医
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接
受免费手术治疗。这拉开了2023年

“幸福微笑——救助唇腭裂儿童”公益
项目活动的序幕。

据悉，新疆“幸福微笑——救助唇
腭裂儿童”项目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计生协联合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于
2019 年在新疆启动实施的公益活
动。项目救助对象主要为患有唇腭
裂、具有手术适应证且参加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的困难患儿。项目实施以
来，新疆计生协邀请内地专家先后组
织开展3次集中救治活动，并在新疆
定点医院常规进行手术治疗。目前，
全疆已有400余名患儿得到救助，项
目为助力乡村振兴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了解，首批28名患儿中已有15
名患儿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患儿恢
复良好，其余病例将在近期逐步完善
手术治疗。期待通过救助活动，帮助
更多唇腭裂儿童重新绽放幸福微笑。

扫码看深度报道——

家庭医生，
这些年走过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