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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精彩时光

□本报记者 赵星月

近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
合印发《关于加强高等职业教育医养
照护与管理专业建设工作的通知》，强
调医教协同“全链条”培养医养结合专
业人才。作为人口老龄化社会背景下
医养结合服务对口专业，医养照护与
管理专业的能力要求和就业前景备受
关注。

医养结合人才培养
扩面提速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促进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推动
实现健康老龄化势在必行，填补专业
人才缺口成为重中之重。2021年，

“医养照护与管理”高职本科专业被列
入《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归
于医药卫生大类下健康管理与促进
类，学制4年。此后，职业本科学校等
院校开始探索设置医养照护与管理专
业。此次，两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
多位专家看来，将推动医养结合人才
培养扩面提速。

“当前，养老服务人才结构存在年
龄偏大、学历较低、专业素质不高等问
题。该专业的设置有助于优化人才结
构，从而满足全方位、多层次的老年健
康照护需求。”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

人教育研究所赵志群教授说。
“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专注于培

养具备扎实医养结合基础理论知识，
掌握医养照护与管理技能的高层次技
术技能人才。”四川护理职业学院院长
张先庚介绍，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学
生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广而全。比
如，能够进行老年人健康、需求等评
估；能够运用综合评估结果制定照护
计划、指导实施照护方案；能够运用老
年医学、护理、康复等相关基础知识对
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进行监测、管理
以及应急救护；能够对临终老年人进
行症状控制，提供舒适照护、心理支持
和人文关怀等服务；了解医养结合机
构运营与管理。

“毕业后，学生可选择在医养结合
机构、康复护理机构、养老机构等场所
就业。”张先庚补充，近年来，健康产业
蓬勃发展，健康管理公司和健康保险
公司所提供的健康顾问、健康管理师
等职位，同样适合医养照护与管理专
业毕业生。

鼓励校内外实训和
专业结对建设

目前，国内已有广西城市职业大
学、贵阳康养职业大学两所职业本科
学校设置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于2022年开
设该专业。“学生毕业后有更多的就业

选择，在医疗机构、医养结合机构都能
一显身手，在校期间学习的照护知识
与技能，也能用于照护家中老人。”广
西城市职业大学健康学院医养照护与
管理专业2023级学生万如意说。

除主动报考的学生外，部分学生
被调剂至该专业，经历了从迷茫到接
纳的过程。“随着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理解加深，他们逐渐发现
健康养老产业是一片蓝海。”贵阳康养
职业大学副校长陈嬝嬝告诉记者。

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课程丰富，
在人才培养方案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紧
密结合。记者采访得知，上述两所院
校均已建成校内外实训中心，确保实
践教学学时不低于50%。广西城市
职业大学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人
民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以及养老机构
建立了稳定的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关
系，使课程内容符合行业需求。贵阳
康养职业大学与泰康之家共建“泰康
养老产业学院”，通过产教深度融合，
精准对接就业岗位。

作为贵阳康养职业大学实训基
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皇钻老年护
理院开放机构内医养照护服务场景，
如长者生活区、康复训练室、医疗护理
站、安宁疗护区等，为该专业学生提供
实训机会，增强学生的岗位适应力和
职业认同感。该机构医养发展负责人
兼办公室主任吴正稀介绍，作为全国
医养结合示范机构之一，机构内医疗
护理员、康复治疗师、社会工作者、营
养师及管理人员组成校外导师团队，

与院校合作开发照护技能课程，结合
临床案例与行业规范开展教学，同时
通过技能实操、理论答辩等多种方式
评价学生实训效果，帮助他们缩短入
职后的磨合期。

《通知》同时提出，引导医药卫生
类相关优势专业和医养照护与管理专
业结对建设，促进共建共享。潍坊护
理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崔照忠表示，结
对建设有助于资源共享、师资交流和
课程共建。普通本科高校可开放图书
馆、实验室等教学资源，高等职业学校
则可提供实习实训基地等实践资源。
同时，普通本科高校可选派优秀教师
到高等职业学校授课、指导教学改革，
高等职业学校教师也可到普通本科高
校参加培训、进修。此外，普通本科高
校发挥理论教学优势，高等职业学校
突出实践教学特色，这将构建科学合
理的课程体系。

帮助学生达成“一专
多能”目标

2023年 10月，全国高等职业教
育本科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规划教材
新书在京发布。教材由国家卫生健康
委老龄健康司指导编写，已陆续出版
《老年人能力评估》《老年人活动组织与
策划》《老年人基础照护知识与技能》
《老年人营养与膳食指导》《老年人安全
护理与风险管理》《老年人慢性病管理》

等，填补了医养结合领域专业教材的空
白，将进一步推动高等职业教育本科
院校增设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

谈及该专业学生的岗位胜任力，
陈嬝嬝对学生们很有信心。“相较于非
该专业竞聘者，他们优势明显。首先，
知识技能扎实，基于在校期间的广泛
实践，入职后能够迅速创造价值；其
次，复合素养突出，横跨医学、护理、管
理多学科，能够独立解决复杂照护与
运营难题，提供全面服务；此外，成长
潜力巨大，深耕行业多年后可参与医
养结合服务相关标准制定、质量控制，
引领行业走向。”

对于即将报考医养照护与管理专
业的学生，赵志群认为，学生们应当建
立合理预期，毕业后肯从基础岗位做
起。“尤其是期待走上医养结合机构运
营与管理等相关岗位的学生，更需在
基础岗位上收获经验、积累资源。”

张先庚建议学生们充分了解医养
照护与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内
容、就业方向等，确保自身对该专业有
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清晰的职业规划。

“不妨根据就业需求，尽可能增加知识
与技能储备，在完成学业课程的同时，
取得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鼓励学生在获
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取得相关职业资格
证书以及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学
校通过开设相关课程和提供企业实践
机会等方式，帮助学生达成‘一专多能’
的目标。未来，他们在就业市场将更具
竞争力。”该校健康学院院长吴彬说。

医养结合人才培养要如何发力

□通讯员 干玎竹 吴子宁
特约记者 段文利

当掌控人体生命的两大重要器官
同时遭遇危机，会带来怎样的风险和
挑战？

来自北疆的哈萨克族小伙小金已
出现胸闷气短半年，反复发热半个月，
最后查出竟是心脏里长了细菌。细菌
又沿着颈动脉到达大脑，形成感染性
颅内动脉瘤。北京协和医院心外科
和神经外科联手，心脑同治，完成了
高难度的右侧大脑中动脉远端分支
动脉瘤介入栓塞+主动脉瓣人工生物
瓣置换术，为小金开辟了一条“生命新
通路”。

2024年10月，小金出现劳累后
心悸、胸闷等症状。他以为挺一挺扛
过去就好，然而，事与愿违。12月，他
的症状逐渐加重，短短两个月就瘦了
将近10公斤。当地医院诊断其为贫
血、肾低密度灶及肾功能不全。小金
接受对症治疗后，症状得到缓解。

春节刚过，小金开始反复发烧，胸
闷气短也更加明显。超声心动图提示
其主动脉瓣二叶畸形、中重度关闭不
全伴赘生物形成。原来，小金的主动
脉瓣天生少了一个瓣叶，这使主动脉

根部的血流容易“打转”。在血液的长
期冲击下，瓣膜出现慢性损伤。在小
金免疫力下降的时候，细菌趁机进入
血液，附着在损伤的瓣膜上逐渐增大，
形成赘生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金的病症逐
渐加重：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导致胸
闷、气短，脱落栓塞的细菌赘生物造
成肾功能不全，长期的慢性感染造成
贫血。小金体温时不时就飙升至39
摄氏度，心率达到139次/分，咳嗽，
水肿……病痛轮番上阵折磨着小金，
手术置换人工瓣膜是清除感染病灶、
修复心内结构、纠正心力衰竭的唯一
办法。

北京协和医院心外科副主任医师
马国涛接诊了小金。考虑到小金的主
动脉瓣赘生物较大、较多，心功能较
差，术前需要先进行抗感染及调整心
功能的治疗，马国涛迅速将其收入北
京协和医院医联体医院。

术前准备期间，小金主动脉瓣反
流突然加重，出现端坐呼吸、剧烈咳
嗽、口唇青紫等急性心衰症状。2025
年2月16日傍晚，小金来到北京协和
医院急诊。陆续回报的检查结果让医
生们皱紧了眉头：严重的心力衰竭、大
量心包积液合并双侧大量胸腔积液、
脑内血肿及感染性脑动脉瘤。

对于感染性心内膜炎合并颅内感
染性动脉瘤的治疗，在国内外尚无充
分的专家共识可供借鉴，两者的治疗
互为禁忌。感染性心内膜炎合并心衰
需要尽快手术，但手术中的肝素化和
体外循环会加重颅内出血的风险。如
果先处理颅内血肿，衰竭的心脏可能
随时罢工，而且随时脱落的心内赘生
物也可能造成新的栓塞。

“等不了了，必须马上手术！”心外
科、神经外科、麻醉科手术室、重症医
学科、急诊科等多学科团队会诊后达
成一致意见。心外科主任郑军教授和
神经外科主任赵元立教授团队达成共
识：心脑同治是唯一出路。

2月16日深夜，小金被推入一体
化杂交手术室。在3D立体成像技术
的帮助下，赵元立带领神经外科主治
医师刘琦精准找到小金右侧大脑中动
脉顶支中央沟动脉的动脉瘤，并成功
将其栓塞。马国涛、心外科住院医师
吴子宁立即接手，正中开胸，在小金重
度增大的心包腔抽吸出整整500毫升
的积液。

接下来，团队为小金建立体外循
环，开始置换主动脉瓣。团队清除了
主动脉瓣膜上的赘生物，切除了病变
部分，置换上人工瓣膜，又从小金的左
右侧胸膜中吸出近2000毫升的胸腔

积液。手术结束时，小金的心脏复跳
良好，窦性心律平稳。但在撤除体外
循环时，其左心室出现了收缩乏力的
情况。团队迅速放置主动脉球囊反搏
辅助，帮助小金顺利脱离了体外循环。

麻醉科手术室通过精准管理，帮
助小金克服了心衰、感染等多重挑战，
保障他的各项生命体征在6个小时的
手术中始终平稳。在重症医学科团队
的精心管理下，小金在术后第一天就
脱离了呼吸机，术后一周顺利出院。

近日，小金来到马国涛门诊复查，
检查报告上饱满收缩的左心室腔与两
周前扩大的球形心形成了鲜明对比。

“年轻就是好，恢复得很快！”马国涛欣
喜地说。

术中留取标本的检测结果同步回
报，小金感染的是伴放线凝聚杆菌，侵
袭性不是很强。只需要再接受一段时
间的抗感染及抗心衰治疗，他就能恢
复正常生活了。

此时，小金的症状已经明显改善，
心脑功能同步好转，能够稳当地下地
行走数百米。他从轮椅上站起来，微
笑着跟自己的医生合影。

“医生说我太瘦了，要加强营养。”
复查结束时，小金开心地说，“我回家
后一定能轻松完成医生给我布置的

‘长肉任务’。”

心脑同治为小伙开辟“生命新通路”
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

先进基因编辑研发中心揭牌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国根 通
讯员盛科美）近日，复旦大学附属浦
东医院先进基因编辑研发中心揭
牌。据悉，这是上海市区属医疗机构
第一个基因编辑研发中心，中国科学
院院士李劲松担任该中心学术委员
会主任。

据悉，该中心成立后，将围绕基因
编辑工具研发、基因递送系统研发、基
因与细胞治疗研究和基因检测技术研
发四大方向展开工作。该中心致力于
开发更小、更精准、更高效的基因编辑
工具；通过改进递送方式，实现高效、
靶向性强、低毒性和高生物相容性的
基因递送；聚焦遗传性疾病、心脏病和
肿瘤等疾病的基因治疗，推动基因编
辑技术在细胞疗法中的应用；开发高
敏快速核酸检测工具包，应用于结核
杆菌耐药突变检测、幽门螺杆菌检测、
呼吸道疾病筛查和肿瘤筛查等领域。
同时，加强与国内外顶尖科研机构、医
院和企业合作，吸引和培养具有国际
视野和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以加速
科研成果的转化，助力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

新疆启动5G远程机器人
PCI手术平台项目建设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青）近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联合疆内
多家医疗机构打造的“5G技术远程操
控R-OneTM机器人用于经皮冠状
动脉介入治疗（PCI）的平台建设及应
用项目”启动。

该项目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
厅“科技援疆计划”专项支持，以R-
OneTM手术机器人为核心，融合数
字影像人工智能，通过5G技术构建

“主端操控－从端执行”的远程手术体
系。主端设于自治区人民医院，由资
深专家通过操控台远程规划手术路
径；从端设在合作医院，手术机器人机
械臂精准执行导管导丝操作。系统内
置人工智能辅助模块，可实时分析患
者影像数据，提示血管狭窄度、支架定
位等关键信息。

在启动仪式上，项目组宣布疆内
首个5G远程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手术示范点落户克拉玛依市中心医
院。通过该平台，克拉玛依市的患者
无需奔波即可由顶级专家进行手术。
后续，该平台将逐步覆盖和田地区洛
浦县、喀什地区等地的医院。

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杨毅宁表示，该院将依托该项目建
设连接合作医院的远程手术协作网，
建立远程血管介入手术的标准化流
程，实现术前评估、术中操作、术后随
访的全链条管理，为基层医院在介入
诊疗方面提供更多支持。

新型水凝胶助力
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哲 通讯
员焦德芳）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让
人痛苦不堪的慢性疾病，被称为“不死
的癌症”。它不仅病程漫长，还可能导
致关节变形甚至残疾，给患者的生活
带来极大困扰。天津大学医学部药学
院李楠教授课题组成功研发了一种新
型双交联水凝胶，能够通过调节免疫
细胞的代谢，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已发表在国际期刊
《先进功能材料》上。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生与免疫系
统异常密切相关。近年来，科学家发
现，免疫细胞的代谢紊乱及其所处的
微环境失衡是导致发病和恶化的关键
因素。其中，巨噬细胞的代谢模式改
变会直接影响其功能，进而引发炎症
反应，破坏关节组织。如果能精准调
控这些细胞的代谢途径，就有望为类
风湿性关节炎治疗提供新思路。

该课题组研发的新型水凝胶以可
降解的海藻酸盐为基底，形成了一种
双网络结构。这种水凝胶具有良好的
可注射性和可控释性，被注射到关节
内后，会根据病变部位的酸性环境，逐
步释放锌离子和小干扰核糖核酸，抑
制促炎巨噬细胞的糖酵解代谢途径，
从而减少炎症反应，增强其抗炎功
能。这种“代谢重编程”机制，能够精
准调控免疫细胞的代谢模式，从根本
上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炎症反应。

“这项研究首次将‘代谢重编程’
策略应用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未
来有望推广到更多炎症性疾病的治疗
中。”李楠表示，“它的意义在于不仅为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提供了一种高
效的新方法，还为其他炎症性疾病的
代谢干预研究开辟了新方向。”

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
个体化治疗有新视角

本报讯 （特约记者常宇 通讯
员田娟）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谢敏教授团队在国际期刊《欧洲内科
学杂志》和《呼吸疾病治疗进展》上发
表文章，揭示了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
管炎的免疫异质性特征，总结了基于
分子机制的个体化治疗策略，为这一
罕见疾病的研究和临床实践提供了新
视角。

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是一种
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哮喘、外周
血和组织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及中小血
管炎为特征。该病不仅累及呼吸系
统，还可能影响全身多个器官和系
统。其发病涉及遗传、环境、免疫细胞
及多种细胞因子的复杂相互作用。

研究团队通过分析 2013 年至
2024年间在同济医院就诊的嗜酸性
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患者的临床数据，
发现患者的免疫特征存在显著异质
性。根据免疫指标、疾病严重程度和
活动性的显著差异，将患者分为三个
聚类群，最终发现免疫异常是嗜酸性
肉芽肿性多血管炎疾病评估的关键指
标。免疫异常程度高的患者全身器官
和系统受累的比例高达95.2%，疾病活
动性和严重程度明显增加，此类患者以
男性为主；而免疫异常程度低的患者则
更多表现为哮喘、过敏性鼻炎等，疾病
的严重程度较低。因此，团队首次提出
了基于免疫特征的临床分型模式，为临
床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研究团队进一步探索了生物制剂
靶向治疗的应用。传统上嗜酸性肉芽
肿性多血管炎的治疗主要依赖糖皮质
激素和免疫抑制剂，但疗效不一，且长
期使用副作用显著。为此，他们基于
内在免疫特征，建立了嗜酸性肉芽肿
性多血管炎精准靶向治疗的模式，采
取多种新型治疗药物联合治疗，以显
著减少糖皮质激素的用量，实现更好
的疾病控制。

联合国将6种精神活性物质
和药物纳入国际管制

据新华社日内瓦 3 月 18 日电
（记者王其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建
议，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日前决定
将5种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1种精神
药物纳入国际管制。

世卫组织日前发布通报说，建议
由世卫组织药物依赖性专家委员会提
出。该委员会分析在全球市场上流通
的精神活性物质的健康风险和益处，
如果有证据表明某种精神活性物质的
使用会对各国人口健康造成危害，委
员会就建议将其纳入国际管制。

根据通报，被列入管制的5种新
型精神活性物质包括丙托吡尼秦、美托
吡尼秦、N-哌啶基依托尼秦、N-去乙
基异丙托尼秦和六氢大麻酚。前4种
为合成阿片类物质，有证据表明使用这
些物质会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死亡，并
且没有已知的治疗用途。六氢大麻酚
为半合成大麻素，有充分证据表明其
使用方式构成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
作为中枢性肌肉松弛剂的药物卡立普
多此次也被纳入国际管制。越来越多
证据表明，卡立普多的非医疗用途在
许多国家对公众健康构成重大风险。

进社区 教急救

3 月 19 日，福建省
南平市建阳第一医院急
诊科医护人员来到建阳
区潭城街道潭阳社区，
开展以“人人学急救，急
救为人人”为主题的急
救知识科普宣传活动。
图为医务人员向居民教
授急救技能。

特约记者郑艺姝
通讯员谢富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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