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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朱琳 刘欣
通讯员 王嘉雯

今年，是阮贤丰在结核病防控一
线工作的第九个年头。从2016年服务
管理二三十名患者到如今的四五名，他
管理的结核病患者越来越少。阮贤丰
是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油社区健康
服务中心的结核病患者督导医生。

因人口基数庞大，人口流动频繁，
广东省成为我国结核病防治的重要战
场。该省每年新报告肺结核病例近5
万例，各地结核病控制工作存在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广东
省在无结核社区试点的基础上，于
2024年开展无结核区县试点，探索结
核病综合防治新路径。南山区是广东
省无结核区县试点之一。

构建“政府主导、社
会共治”格局

“南山区是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工业人口逐步向写字楼职业
人群转换。这一人群知识水平高，更
重视疾病风险，但病耻感也更强，存在
隐匿病情、拖延就医的情况。”南山区
慢性病防治院党委书记邹泉介绍，防
控人群的变化为结核病筛查带来一定
挑战。此外，南山区高校多，学校人员
相对聚集，一旦结核病发病，容易产生
传播和小范围疫情，这也增加了防控
难度。

作为广东省的试点区县之一，
2023年，南山区在中心城区全域推进

“无结核城区”试点，目标是区内肺结
核报告发病率在5年内逐步实现总体
小于10/10万，基本实现终结结核病
流行。

“结核病防治需要全社会共同参
与，单靠一个部门远远不够。”南山区
卫生健康局局长吴晨介绍，南山区委、
区政府高度重视结核病防治工作，构
建起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的工作机
制；每年投入1000余万元的结核病防
治经费，确保各项防控措施得以落地
实施。

同时，南山区建立肺结核患者全
疗程“零负担”综合保障机制，实行分
级分类免费检查、全程免费治疗管理
及营养支持，年均为3万余人次提供
免费检查、营养补助。

政府主导、社会共治的思路，也正
在重塑广东省英德市的结核病防治工
作。英德市是“无结核社区”试点之
一。2022年，该市选取望埠镇和石灰
铺镇为省终结结核病流行综合干预首
批试点乡镇；2023年，望埠镇同步开
展国家无结核社区试点工作。

英德市制定“三同三策多联动”的
结核病社会治理综合策略，即县、镇、
村同推进，运用宣传教育、主动干预、
全链服务3种策略，市、镇两级政府下
设的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同时，该市
将结核病防治工作融入“百千万工程”
和“健康农村建设”，纳入乡镇政府年
度考核，有效促进各部门协同。

社会力量的参与，为结核病防控
增添了活力。在南山区，志愿者们活
跃在社区，积极参与筛查和宣传活
动。英德市多部门合作，深入开展宣
传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医院、进校
园、进家庭、进公共场所、进村民小组

的“七进”工作，强化结核病防治宣传。
3月17日，英德市望埠镇卫生院

院长邝朝明与镇里商量今年世界防治
结核病日宣传活动的相关事宜。去
年，该镇很多村的“乡村新闻官”推出
结核病科普短视频，用方言小品演绎
健康故事，很受村民欢迎。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让越来越多的村民了解结核病、增强
防治意识。”邝朝明说。

关口前移，注重早筛
早防早治

“2024年底，南山区结核病报告
发病率由2023年的27.74/10万下降
到22.94/10万。”南山区慢性病防治
院副院长刘盛元表示，这主要得益于
关口前移做得早，早筛早防早治效果
明显。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结核病防控
的前沿哨点。然而，在2018年之前，
南山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技术滞
后，非定点医疗机构仅依赖胸片和痰
涂片检查，灵敏度不足40%。“为解决
这一‘卡脖子’问题，2018年，南山区
在省内首创社区可疑症状者痰PCR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项目，将新技术
下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大大提高
了阳性检出率。”刘盛元说。

科技发展为结核病防治带来更多
机遇。2016年，南山区自主研发结核
病综合管理系统；2020年，引入人工
智能技术。刘盛元介绍：“系统实现视
频督导服药、服药识别‘秒级响应’、肝
损风险‘智能预警’等功能，并首创数

字面具保护患者隐私。”
68岁的文叔（化名）就是这一系

统的受益者。文叔去年被确诊为肺结
核，由于年纪大，容易忘事，按时服药
有些吃力。自从使用结核病综合管理
系统“健享互联”App以来，文叔的服
药管理变得轻松了许多。

“每天拍个视频上传，就能记录
我吃药了。”文叔笑着说。通过系统
的AI（人工智能）审核，医生可以实
时管理文叔的服药情况，确保他不会
漏服或误服药物。经过规范服药，如
今，文叔痰检已转阴，咳嗽症状也大大
缓解。

邝朝明也收获了新技术带来的效
率红利。2023年，在英德市慢性病防
治医院参与结核病管理24年的邝朝
明，调到望埠镇卫生院担任院长。他
介绍：“应用人工智能影像阅片系统、
EC检测（新型结核抗原皮肤试验）等
新技术后，卫生院医生发现可疑肺结
核患者的准确性和转诊效率明显提
升。2024年，望埠镇新发现肺结核患
者14人，其中11人是卫生院发现并
转诊的。”

最重要的是敢于创
新突破

“作为多种慢性病高发地区，广东
省持续推进医防融合，形成了独特的
慢性病管理体系。”广东省结核病控制
中心副主任温文沛说。

南山区以“高危整合、资源联动”
为核心，构建结核病与糖尿病、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肺癌等多病共防的立

体化防控机制。邹泉表示：“我们锁
定老年人、糖尿病等高危人群，开展
联合筛查，将结核病筛查融入多学科
诊疗流程。”

为提升各级医疗机构的规范化水
平，2024年，南山区布局20个质量控
制中心，选取20家有专业优势的医疗
卫生机构分别牵头。广东省首个区级
结核病医学质控中心落户南山区慢性
病防治院，该中心联合10家单位形成
结核病“防治管一体化”机制。

在英德市，医共体建设促进了医
防融合。医共体各成员单位分工协
作，实现结核病患者发现、诊断、转诊、
管理等环节紧密衔接，为患者提供全
链条服务。

邝朝明介绍，望埠镇卫生院主要
通过两个渠道开展结核病筛查。一方
面，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在入村上门时对重
点人群进行筛查；另一方面，对来院就
诊的呼吸道症状患者应查尽查。“然后
利用医共体资源，及时将潜在患者经

‘绿色通道’转诊到县级结防机构，实
现早诊断、早治疗。”邝朝明说。

更让邝朝明欣喜的是医务人员的
转变。邝朝明说：“试点前，很多医务
人员单纯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现在，
他们会主动进行数据分析，用创新思
维去考虑怎么做得更好。”

“我们希望通过南山、英德等地区
试点，探索出精准、高效、节约的结核
病防控模式，为后期的全面推进提供
示范和借鉴。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
程中体现出创新突破的精神。”温文沛
表示，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共
治的深入推进，终结结核病流行的目
标不再遥远。

结核病防治，广东如何做细做实

□通讯员 王琼
特约记者 朱广平

藏族女孩卓玛坐上电动轮椅，和
医护人员来到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
医学中心（大坪医院）花园。花园里樱
花飘落，卓玛这朵来自青藏高原上的

“格桑花”开心地笑了：“我能坐着回家
了，还能坐着轮椅去看看我的家乡。”

卓玛的家乡在边境线上——西
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贡当乡。
贡当乡位于吉隆县西南部，与尼泊尔
仅一山之隔。14岁那年，卓玛的双
髋突发剧痛，短短一年间，全身关节
扭曲僵直。

随着病情日益加重，卓玛痛苦
不堪，连翻身都无法完成，只能终日
躺卧。

去年夏天，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
工作人员在吉隆县开展驻村帮带走访
时了解到了卓玛的情况，并通过当地
医院联系到曾参与援藏的陆军军医大
学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骨科

副教授苟文隆。当影像资料传至大坪
医院时，苟文隆的心都揪紧了：“关节
完全骨性融合，这是我从医20年见到
的最复杂的病例。”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的专家们迅
速集结，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救援
迅速启动。远程会诊、营养指导、皮
肤护理……军医们细致筹备，只为早
日为卓玛进行手术。

3个月后，家人用门板当作担架，
先用皮卡车将卓玛运送到日喀则火车
站，然后经拉萨转车到达重庆。2024
年12月的山城寒雾弥漫。火车站台
上，陆军特色医学中心派出的救护车
早已等候多时。

卓玛的入院评估情况让人心惊：
重度营养不良，重度骨质疏松，全身关
节强直畸形。卓玛被诊断患有青少年
特发性类风湿。“卓玛四肢12个关节
被‘锁死’，要想站起来，唯一的方式就
是关节置换，虽然手术风险极高，但放
弃就意味着她永远被困在门板上。”骨
科副主任王子明说。

为了让这朵“格桑花”重新绽放，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启动多学科诊疗机
制。骨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营养
科、康复科、风湿免疫科、皮肤科、输血
科等10余个科室的专家们经反复论
证，最终敲定方案：先对卓玛进行为
期1个月的营养支持、皮肤护理及康
复指导；接着，计划在3～5年内为卓
玛分期实施多关节置换手术——先
置换髋关节解决坐卧难题，再重建膝
关节助其站立，最后修复上肢，使其生
活自理。

为了让卓玛达到术前最佳状态，
营养科开展早期营养介入治疗，根据
藏区的饮食结构制定了保肝计划，给
予口服高蛋白肠内营养液治疗，逐步
纠正低蛋白血症。

今年1月16日，卓玛的第一场手
术——左侧强直性髋关节置换手术如
期开展。无影灯下，挑战接踵而至。
卓玛的髋关节已与骨盆完全融合，稍
有不慎便会损伤血管神经。麻醉科创
新应用“控制性降压技术”以减少术中
出血。主刀医生王子明屏息凝神，用
骨刀一点点剥离粘连的关节。2小时

后，人工关节严丝合缝地嵌入体内。
2月20日，右侧强直性髋关节置

换手术顺利进行。
“卓玛，我们来画一个喜羊羊吧。

多多锻炼手部小关节的力量哦。”护士
长刘果笑着说。为让卓玛尽快康复，
骨科护理团队每天都在想办法：语言
不通，就用手势比划，将注意事项翻译
成藏语；卓玛翻身困难，团队就用气垫
床、泡沫敷料筑起“防压疮堡垒”；指导
卓玛用弹力带模拟“挤牦牛奶”，吹气
球训练肺活量；举着平板电脑播放藏
语版《格萨尔王》，伴着史诗的节奏帮
她活动关节……

术后第10天，卓玛第一次坐上电
动轮椅，和医护人员来到中心花园，感
受春天的气息。

接下来，卓玛将等待第二、三期手
术。“我们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她不
仅能坐能站，还能牵着阿妈的手走回
珠峰脚下。”王子明说。

据悉，卓玛的治疗费用在医保报
销后，剩余费用由援助西藏发展基金
会承担。

为了“格桑花”重新绽放

世卫组织呼吁采取行动
终结结核病流行

据新华社日内瓦3月24日电 3
月24日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世界卫
生组织当天在其官网发布今年的宣传
主题：“是的！我们可以终结结核病流
行：承诺、投入、行动”，呼吁采取实际
行动终结这种可防可治疾病的流行。

结核病仍是世界上最致命的传染
病之一。数据显示，全球平均每天有
3425人死于结核病、近3万人感染结核
病。自2000年以来，全球抗击结核病
的努力已拯救约7900万人的生命。

世卫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结
核病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有超
过820万结核病患者获得诊断和治疗
服务。然而，全球结核病患者估计数与
新增诊断病例数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

在2023年联合国高级别会议上，
各国领导人承诺加快努力终结结核病
流行。世卫组织表示，现在需要采取
实际行动，即加快落实世卫组织指导
和政策，强化国家战略，并提供充足资
金。没有充足资金，结核病就无法被
战胜。因此，需要大胆、多元化的筹资
方式，以便于支持创新、缩小获得结核
病防治和护理服务的差距并推动研究
与技术进步。

世卫组织表示，受持续冲突等因
素影响，现有进展尚不足以实现2018
年设定的全球结核病防控目标。世卫
组织在2018年设定的全球结核病防
控目标包括：与2015年的水平相比，
到 2030 年将结核病死亡率降低
90%，发病率降低80%。

北京结核病报告发病率
10年下降37.2%

本报讯 （记者段梦兰）3月 24
日，北京市2025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主题宣传活动在京举办。记者从活动
现场获悉，2014年至2024年，北京市
结核病报告发病率下降37.2%，结核
病患者成功治疗率保持在90%以上。

北京市疾控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北京市不断强化“党的领导、部门协
作、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传染病综
合防控工作机制，深入贯彻落实《全国
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
持续构建疾控机构、医疗机构和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的
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统筹落实各项
防治措施，提升防治服务质量，防控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持续保持全国结核
病低疫情地区水平。下一步，北京市
将以推进智慧防控、提升服务能力、促
进全民参与为重点，持续巩固结核病
低流行态势。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市疾控局指导，市疾控中心、北京防痨
协会、海淀区卫生健康委、海淀区疾控
局主办。活动现场，活动主办方发布
北京市结核病防治IP形象“智慧核小
卫”，发起企业志愿者招募计划，并为
2024年北京市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
防治知识传播行动优秀组织机构、志
愿团队、志愿者颁奖。

浙江舟山开通
无人机血液运输航线

本报讯 （通讯员谢雅婷 曹含
笑 记者郑纯胜）3月20日，浙江省
舟山市首次启用无人机进行血液运
输。这标志着舟山市首条无人机血液
运输航线开通。

当日早上6时30分，顺丰速运专
员在舟山市中心血站完成血液交接
后，将血液转运至该市普陀区无人机
起降场。7时15分，搭载着血液专用
恒温箱的无人机精准降落在六横岛无
人机公共起降场，地面配送人员进行
二次核验后将血液送达普陀区第二人
民医院，确保血液成分制品在7时30
分前送达临床科室。

六横岛是舟山南部重要离岛，受
海上交通和天气制约，紧急用血保障存
在明显短板。以往，从舟山本岛调配血
液至六横岛需经过转运车、轮渡等多个
环节，运输时间约为2小时；采用无人
机配送后，全程仅需1小时。

“无人机配送血液的更大优势在
于，能够突破潮汐、气候限制。过去，遇
到大雾锁港或夜间急救，血液制品运输
常面临延误风险，无人机运输可极大提
升突发状态下血液应急保障能力。”舟
山市中心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

舟山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作为浙江省低空经济医疗应用的
重要试点，舟山市无人机血液运输航
线的开通为海岛破解医疗资源分布不
均问题提供了创新样本。舟山市将继
续推进5G远程医疗、智能急救系统
等卫生健康应用场景建设，探索医疗应
急物资无人机配送，尽快开通飞往衢
山和嵊泗的无人机血液运输航线，构
筑起范围更广、时效更高的“空中生命
网”，持续提升海岛居民健康获得感。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院
缓解患者停车难

本报讯 （特约记者罗政锋 通
讯员王晓军）“以前带老人来看病，停
车是个大难题，每次都要提前好久出
门。现在方便多了，进院和停车效率
非常高，不到 5分钟我们就停好了
车！”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市
民李先生发现往日就诊高峰时段“一
位难求”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院
暨中医研究院停车场变得井然有序，
离门诊和住院部较近的核心区域空余
车位明显增多。这得益于该院近期开
展的“交通治理专项行动”。

“我们将车位作为重要资源进行
统筹，院领导多次带队进行调研和现
场办公。在不影响消防道路通行的情
况下，对院区内部闲置空地、边角等区
域进行科学规划与改造，通过重新布
局、优化设计，统筹新增车位207个，
使院区内总车位数达到855个。”自治
区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党委书记张
海燕介绍说，为进一步挖掘院内及周
边停车潜力，该院还与银川交警等部
门协作，在周边道路两侧等区域增设
临时车位90余个，通过协调租赁周边
社会停车场、论证开通医院门诊西侧
大门供车辆通行等举措，解决医院车
位不足等难题。

淮北市人民医院
首次开展跨国远程会诊

本报讯 （通讯员黄猛 特约记
者梁仓）近日，安徽省淮北市人民医院
为“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建设项目——
大唐发电公司淮北分公司孟加拉国帕
亚拉电站的一名职工进行跨国远程多
学科会诊，这也是该院首次开展跨国
远程会诊。

在帕亚拉电站工作的张师傅在施
工过程中不慎受伤，项目部医生给予
及时处置。但张师傅病情一周后仍未
见好转，遂求助于家乡的淮北市人民
医院。

鉴于张师傅的病情及孟加拉国缺
医少药、高温潮湿的情况，淮北市人民
医院高度重视，安排会诊转诊服务中
心组织骨科、烧伤整形科及普外科等
科室的专家进行多学科会诊。专家综
合考虑后给出治疗意见。身处异国他
乡，能够得到来自家乡医务人员的帮
助，张师傅非常感动，向在场的会诊专
家表示感谢。

据悉，此次远程会诊利用了淮北市
人民医院医疗集团的远程会诊平台。

地空接力救治
心脏骤停患者

3 月 23 日，2025 江
苏无锡马拉松鸣枪开
跑。比赛现场，一名参
赛者突发心脏骤停。无
锡市卫生健康委紧急协
调无锡市急救中心、无
锡市人民医院等单位救
护队员，立即启动直升
机救援。经多方协作，
患者被转运至无锡市人
民医院抢救，目前患者
已逐步康复。图为患者
转运现场。

通讯员俞蓁 潘红
特约记者程守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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