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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风景线

医院动态

□本报记者 崔芳
通讯员 蔡莹莹 朱文赫

依托高水平医院设置，打造医
学高地，提升整体和区域医疗服务
能力……近年来，多个专科类别国家
医学中心相继设立，并开始发挥作
用。其中，以中日友好医院为主体设
置的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相对特
殊。它并不聚焦于某个专科，而是旨
在“结合”两种医学体系。

这样的国家医学中心怎么建设？
如何以国家医学中心之名探索中西医
结合的现代化路径？如何发挥“国家
队”的牵头、引领、辐射作用？近日，在
由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中华中
医药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共同
在京主办的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
学科发展大会上，该中心用一连串新
举措，展现了“开门”办中心的勇气和
魄力。

组编教材，助力“西
学中”规范化发展

大会上，人才培养成为与会专家
和学者讨论的重点。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香美
在大会致辞中表示，不能把中西医结
合理解为中医和西医坐在一起，“中西
医结合事业的发展需要中西医结合的
青年人才，要让青年医生真正把中医、
西医掌握于一身”。

会上，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
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颁发该中
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聘书。仝小
林也在随后的讲话中表示，中西医结
合事业在守正创新中开拓前行，但仍
要解答不少核心命题，其中人才问题
尤为关键。“全行业要强化顶层设计，
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中西医结合复合
型人才。”仝小林说。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崔勇介绍，
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的相关基线
调查显示，2023年全国综合医院门诊
总处方量的24%为中医处方，其中以
中成药处方为主。“这些中医处方，很
多不是中医医师开的，是西医医师开
的。”崔勇指出，这意味着西医掌握中
医、开展中医药诊疗服务，具有现实需
求和巨大潜力。

“‘西学中’从20世纪50年代就
开始了，而且从中诞生了一批院士、专
家。”崔勇分析，当前，“西学中”面临的
一个紧迫问题是没有规范化的统编教
材。由各省份组织、主导的“西学中”
培训，虽然培训时长确定，但有的自编
教材，有的直接用中医专业本科生教
材，大多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学习中医
基础理论、经典古籍、流派思想等。但

“西学中”的西医医师多是有一定临床
经验的专科医生，他们对于中医知识
的需求更多着眼于本专业的临床诊
疗。因此，在规定的培训时间内强化
所学知识和技能的应用实效，更好满
足临床需求，是“西学中”工作的重点
任务。

为此，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
与人民卫生出版社在此次大会上共同

启动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十五五”规划
教材暨首轮全国西医医师学习中医系
列规划教材的编写。“我们希望有这样
一部规范化教材能把全国的‘西学中’
工作规范、统一起来，实现同质化。”崔
勇呼吁与会的中医药、中西医结合专
家，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单位贡献
智慧和力量，共同撰写上述教材并开
展培训工作，培养更多能西会中、融会
贯通的中西医结合高水平人才和基层
骨干力量。

组建联盟，优化中西
医协作诊疗模式

会上，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李
宗友表示，要提高中西药和中西医结
合的临床防病治病能力，要坚持以临
床价值为导向，整合综合医院、中医
院、专科医院等优势资源，开展以患者
为中心的评价体系探索。在他看来，
无论是学术组织还是医疗服务机构，
都应致力于形成并优化优势明显、疗
效确切、能够广泛推广的中西医结合
诊疗方案，为临床医生防治疾病提供
参考等工作。

在大会召开前一天，国家中西医
结合医学中心发起成立了国家中西医
协同“旗舰”医院工作联盟，全国62家
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试点和建设单
位加入。

崔勇表示，这些医院的试点和探
索，旨在加强中西医结合相关学科建
设，创新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成为区

域乃至全国中西医协同发展的标杆医
院。“中日友好医院建院40年来，一直
都是践行中西医结合的综合诊疗模
式，每个科室都有中西医两套人马，有
着长时间的磨合、融合、取长补短，特
别有利于形成并优化中西医协作诊疗
模式。但同时，对于很多医院来说，这
样的设置方式难以复制。”崔勇认为，
该院牵头发起上述联盟，就是为了进
一步搭建起中西医协同发展平台。在
这个平台之上，来自中西医结合工作
的优秀案例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展示和
交流，中西医结合协同模式探索将获
得更多的智力支持和宝贵经验，更好
地推动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和中
西医结合医院高质量发展。

组织科研，让中西医
结合优势病种深入人心

俗话说，西医认门，中医认人。这
一朴素的就医经验，暗含着老百姓对
中西医诊疗的优势各有明晰的评价方
式。相较而言，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在
哪里，得了什么病适合中西医结合诊
疗，老百姓就不是那么明确了。这也
阻碍了患者寻求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积
极性。进一步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
让中西医结合优势病种深入人心，成
为与会专家的共识。

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决定从
2025年起牵头组织科研，设立优势病
种研究项目。会上，中日友好医院副
院长曹彬发布了首批国家中西医结合

医学中心优势病种开放研究项目。“国
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通过仔细研
判，并征求了多轮专家意见，认为慢性
病已经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健康问
题，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
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这四大慢性病
成为现在和未来威胁国人身体健康的
重大健康问题。为此，国家中西医结
合医学中心将支持相关研究，形成可
推广的研究成果，推动中西医结合医
疗体系的发展。”曹彬介绍，首批项目
将聚焦四大慢性病中的中西医结合优
势病种开展临床研究与成果转化，由
这62家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试点
和建设单位组建协作网络，联合申报
课题项目。研究要借鉴中西医结合的
学科特色，采用随机对照研究、病例对
照研究等研究设计，结合中医辨证施
治和西医治疗的标准化方法来开展。
评价指标主要是临床疗效，包括症状
改善、生活质量提升、生物标志物变
化、医疗费用和患者满意度等维度。

“在整个过程中，特别要保证研究数据
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据悉，该研究预期的成果包括发
表高质量研究论文，发布中西医结合
诊疗共识和指南，推动中西医结合医
学技术的创新和转化，推动院内制剂
和新药的研发等。

“时代是出卷人。它出了一张如
何做好中西医结合工作、保障人民健
康的试卷。我们有幸成为答卷人，就
要请群众来检阅我们的产出成果，看
群众的健康水平有没有提高。让我们
一起努力、加油！”大会的尾声，中日友
好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说。

“开门”办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倩倩 夏
莉涓）“阿姨，您出院回家要服用的药
物，用药指导都在上面，我刚才说的内
容，您万一记不住了，可以拍下来反复
看。”2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医院高血压诊疗研究中心病区走廊
内的“药品宣教墙”吸引了许多患者前
来驻足观看，护士们也在旁边细心地
向患者讲解“药品宣教墙”的作用。

高血压患者出院后大都需要长
期服用降压药、降脂药以及抗血小板
凝集等药物，药物种类繁多，名称拗
口。医护人员经常发现患者及其家
属难以记住所服用药物的名称、使
用方法和注意事项，患者有时候会
漏服或错服。为此，高血压诊疗研
究中心护理团队探索简便易懂的宣
教方式，制作了“药品宣教墙”，将高

血压治疗相关的药物药盒全部粘贴
在病区走廊内的墙面上，帮助患者
及其家属更清晰、更方便地了解用
药信息，提高他们用药的准确性、安
全性和依从性。

“药品宣教墙”上，20余种常见专
科口服药的药盒外观、药品外观、作
用、正确服用方法及重要注意事项一
目了然。患者张奶奶说：“我每天要吃

5种药。有了这面墙，我就可以一一
对照手里的药盒，再也不怕记错了，这
对我们这些记忆力不太好的老年人来
说真是太有帮助了！”

“患者只需在墙上找到相应的药
盒，就能清楚地知晓自己出院后的服
药信息，再结合医生护士的出院宣教，
能有效提高患者的用药认知。”该院高
血压诊疗研究中心主任骆秦表示。

药盒上墙 变“废”为“宝”

海南省人民医院
多措并举缓解“停车难”

本报讯 （特约记者冯琼 刘泽
林）“以前带老人看病，绕好几圈找不
到车位，现在10分钟内就能停好车，
心里踏实多了！”近日，市民李先生发
现往日“一位难求”的海南省人民医院
停车场变得井然有序。这得益于该院
近期开展的“交通治理专项行动”。

据了解，海南省人民医院2024年
日均入院车流量高达5376辆次，而患
者专用车位仅有244个，导致高峰时
段患者排队停车时间超过25分钟，严
重影响了就医体验。为有效缓解这一
状况，该院近期将830个停车位（占可
用车位的62.5%）划定为患者专用车
位。同时，分流职工停车，全院4500
余名职工上班期间车辆另划区域，不
再占用患者车位。通过分区管理、加
强入院车辆疏导等方式，就诊车位周
转效率提升了30%，高峰期平均停车
时间缩短至10分钟以内。

该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本表示，
将持续优化服务细节，推行就诊免费
停车、扩容即停即走停车位、设置爱心
车位和无障碍车位等举措。

四川省人民医院
实现医疗全场景智能化应用

本报讯 （特约记者喻文苏 通
讯员张莉 余妍秋）近日，四川省人民
医院部署DeepSeek大模型，以“AI+
医疗”的创新模式重构患者服务、临床
诊疗与医院管理体系，成为该省首家
实现医疗全场景智能化应用落地的三
甲医院。

该院微信公众号接入DeepSeek
大模型后，成为了患者的“智能医疗顾
问”。无论是公众对常见疾病的咨询、
对复杂医疗流程的疑问，还是对医院位
置、科室分布等信息的查询，智能客服
都能迅速响应，给出专业、详细的解答。

该院将DeepSeek大模型与临床
业务系统深度集成，在医生工作站界面
增加“医生智能助手”。医生可以随时
输入患者病情，获取诊疗方案建议、查
询医学知识等，提升了决策效率与准
确性。病历质控功能则自动识别病历
中的术语错误、逻辑漏洞及格式问题，
一键优化表述规范性，助力医生高效完
成高质量病历书写。

在医院管理领域，智能问答机器
人“省e通”已成为该院职工高效的智
能工作助手。无论是对医院规章制度
的疑问，还是对业务流程的咨询，以及
信息系统问题，都能快速给出准确答
案，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

长春市第六医院
挂牌青少年心理健康指导中心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萍）近日，
吉林省长春市首家青少年心理健康指
导中心在长春市第六医院（吉林省精
神心理诊疗中心）揭牌。

据了解，该中心由长春市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旨在整合资
源、搭建平台，充分发挥医院专业人才
和诊疗技术优势，为青少年提供全方
位心理健康服务。长春市第六医院将
打造青少年心理援助专线、专家门诊、
特需门诊、心理测量平台及专属疗区，
积极构建青少年心理健康管理体系。

据介绍，该院将依托医院心理危
机干预中心，推出24小时心理援助专
线；组建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专班，针
对突发事件中的心理危机进行快速响
应和有效干预；成立青少年心理健康
科普宣传专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依托医院
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和心理卫生中
心，着力解决关键年龄段的心理问题；
设立心理测查室、心理咨询治疗室、心
理康复治疗室、物理治疗室、特色沙盘
治疗室等特色科室，为青少年提供全
方位、多层次的心理健康服务。

日前，山东省青岛
市市立医院莱西市医疗
集团中医院院区门诊，
青岛市市立医院慢性肌
骨疼痛康复门诊主治医
师袁丁（中）叮嘱患者注
意事项。据悉，莱西市
整合辖区公立医疗资源
组建县域医共体，由青
岛市市立医院整体托
管，下沉 125 名具有副
高以上职称的专家，担
任 32 个重点学科的带
头人和科室主任，持续
输出管理和技术。

本报记者潘松刚
通讯员潘筱雨

摄影报道

专家下沉帮扶

北京推进
安宁疗护床位建设

本报讯 （记者郭蕾）3月5日，北
京市卫生健康委召开2025年老龄健
康工作会。会议指出，2025年，北京
市将继续关注“老老人”重点人群，夯
实老年健康服务支撑体系、深化医养
结合服务，全市安宁疗护床位将达到
1800张。

会议指出，医疗机构转型建设安
宁疗护中心和老年护理中心连续三年
被列入该市为民办实事项目，开设安
宁疗护服务的医疗机构已从不足20
家增长到近100家，开放安宁疗护床
位从不足50张增长到1400余张；全
市老年护理院（中心、站）从不足30家
达到158家，床位近1600张；综合连
续、覆盖城乡、就近就便的老年健康服
务体系越来越完善。

会议强调，2025年，北京市将继续
推动“两个中心”建设。重点向老年人
密集地区倾斜，通过转型建设老年护
理中心、安宁疗护中心，带动部分医疗
机构盘活床位资源，提高床位使用率，
提升老年人长期照护和安宁疗护的服
务供给。同时，该市将全面开展老年
期痴呆防治行动，2025年社区记忆门
诊建设不少于20家，推动区级认知障
碍诊疗中心建设；开展老年期痴呆筛查
与早期干预，接受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
的人群认知功能初筛服务率≥80%。

辽宁启动听力残疾预防
与儿童救助行动

本报讯 （记者邹欣芮 通讯员
贾佳）3月3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
京医院与辽宁省残联、沈阳市残联、辽
宁省防聋治聋技术指导组联合举办

“加强科技赋能，助力听力健康”全国
爱耳日·残疾预防与儿童救助行动启
动仪式。

辽宁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盛京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马秀岚介
绍，辽宁省多年来将0～14岁儿童听
障救助作为民生工程，为患儿提供人
工耳蜗植入补助、手术费补助和言语
听力康复费用补助。

据了解，辽宁省对0～14岁（其中
8～14岁重度听力残疾儿童需持一级、
二级残疾人证）在听力方面有出生缺
陷和发育异常，需要实施人工耳蜗植
入术的儿童每人每年最高补助1.8万
元用于手术矫治，每人一次性最高补
助10万元用于人工耳蜗植入。此外，
0～3岁听力残疾儿童可每人一次性获
最高补助2.4万元用于康复训练，4～
14岁听力残疾儿童可每人一次性获最
高补助1.8万元用于康复训练。

据介绍，辽宁省医保局正会同省
残联加快研究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
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落地工作，届时
该省相关政策将进行调整。

□本报记者 郑纯胜

三鲜豆腐汤、清炒大白菜、清蒸小
黄鱼……2月28日中午，在浙江省温
州市中心医院双屿院区的“共享家庭”
厨房里，飘出阵阵的菜香。

“这些都是我老公爱吃的。自从
医院设立‘共享家庭’后，我几乎每天
都来这里烧菜，真是太方便了。”胡女
士刚刚烧好菜，准备趁热给在医院住
院治疗的丈夫送过去。

胡女士告诉记者，她丈夫是肝癌
患者，在医院治疗期间因为药物的反

应食欲差，每餐的进食量都不大，所
以每天的饮食都是少量多餐。为了
照顾丈夫的饮食，她以前每天要在家
里烧好几顿菜，然后由家里人送到医
院来。自从医院前段时间设立“共享
家庭”后，她可以根据丈夫的喜好，在
医院准备三餐，还能为丈夫准备点心
或者夜宵，既营养均衡，也更合丈夫的
口味。

该院党委书记沈淑蓉表示，保证
足够的营养摄入对于肿瘤患者顺利完
成治疗至关重要。但是医院食堂的饭
菜口味较为大众化，无法满足放化疗
后食欲较差的肿瘤患者需求，自带菜

品又给患者家属增添了不少负担。为
了方便患者及其家属，医院经过多次
调研，在3号楼的1层设立“共享家
庭”，给患者及其家属提供便利。

记者看到，“共享家庭”设置烹
饪区和洗衣区。烹饪区有4台电磁
炉和油烟机，配备了锅、砧板、锅铲
等烧菜所需的基本工具。洗衣区配
有1个清洗池、3台洗衣机和1台烘
干机。

正在“共享家庭”里准备洗衣物
的王女士表示，她父亲住院快一个月
了，因为要经常换洗衣物，之前都要
把衣服带回家清洗。现在医院有了

洗衣机和烘干机，一下子解决了换
洗衣服的问题，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
便利。

“考虑到卫生问题，医院配置的
是带有‘桶自洁’功能的洗衣机，保洁
人员每天下班前会开启‘桶自洁’功
能。”沈淑蓉介绍，为了营造“家”的氛
围，双屿院区行政综合党支部的26
名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每天轮岗
来“共享家庭”巡查，为患者家属提供
相应的帮助，还定期负责清洁。接下
来，医院还计划在烹饪区域添置冰
箱、空调等设备，方便家属存储食品，
同时提高使用的舒适度。

医院里的温馨“共享家庭”

北京儿童医院
亦庄新院区开建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3月5日，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儿童医院亦庄新院区建设开工
动员会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北京儿
童医院院长倪鑫介绍，该项目预计在
2028年投入使用，建成后将补齐北京
市东南部妇儿专科资源短板，推动京
津冀协同发展，同时提升医疗科研发
展和成果转化能力。未来，北京儿童
医院将开启一院三址新局面，建成后
西城院区将缩减至600张床位，而规
划中的海淀北部院区将设置500张床
位，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为更多
患儿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据介绍，北京儿童医院亦庄新院
区位于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
占地面积达15.33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为29.58万平方米，规划1200张
床位，其中儿科床位1000张、妇产科
床位200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