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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牛瑛瑛）近日，家住叶
县的王先生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
称市一院）通过远程医学会诊，得到了来
自解放军总医院血液科卢学春教授的会
诊。王先生是一位T大颗粒淋巴细胞白
血病患者，在第一阶段的治疗完成后，远
程会诊让他足不出市就获得了国内顶级
血液科专家的治疗指导。

市一院通过与上级医院的互联互
通，使得临床中疑难危重患者在市里就
能享受到上级医院专家的诊疗。“让信息
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这样的“互联
网+医疗”模式助推下的分级诊疗，解决
了患者的就医难题，降低了基层患者的
经济负担。

远程诊疗，方便群众就医

位于市一院2号楼16楼的省远程医
学中心平顶山分中心忙碌而有序，数名
专家围坐在远程会诊室内，紧张有序地
进行远程诊疗。

“中心日均会诊50多例，涉及血液、
肿瘤、胃肠、呼吸、骨科、儿科、心电、病理
等多个专业。”市一院远程医学中心负责
人介绍，2017年，中心共在线会诊疑难病
人 242 例，远程心电诊断 17906 例，远程
会诊县级医疗机构患者124例。

2015 年，依托省、市十大民生工程，
市一院牵头承担起省远程医学中心平顶
山分中心建设任务。该中心总投资 800
多万元，建筑面积 1700 平方米，为全市

多个县（市）的基层医疗机构合作建立了
远程医学网络。

随着中心的投入使用，远程医学会
诊的便捷性让首批疑难重症患者切实得
到了就医福利。中心开设的远程综合会
诊室，远程门诊会诊室，远程心电、影像、
病理会诊室，远程重症监护，远程电子图
书室等会诊单元，全面承担起协调院内
各科室与上下级医院的各项医疗会诊及
远程教育工作。

2016 年，为扩大远程医学会诊的覆
盖范围，充分将服务触点惠及基层群众，
市一院又投资 8 万元，开通了与解放军
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及北京安贞医院
等医院的远程会诊功能；投资 86 万元，
免费为市区 35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安
装远程心电设备，开展远程心电诊断；免
费为 5 个县级远程医学分中心、10 家二
级医院远程会诊站开展远程会诊，促使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方便百姓就医，为促

进分级诊疗奠定了坚实基础。

优化管理，实现资源共享

远程医学中心的建设借助移动互联
网技术，集中利用优势资源惠及更多患
者，对于方便群众就医、降低诊疗费用、
提高诊疗服务水平具有重大意义。高效
运转的远程医学会诊平台，不仅能真正
实现将市级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和将
省级以上优质医疗资源“请进来”的目
标，也能充分利用“互联网+”为百姓健
康提供更多支持与保障。

为进一步优化远程医学会诊管理，
市一院出台了远程会诊管理规范，优化
会诊流程，加强会诊组专家培训，保证分
中心的管理科学、会诊高效。

在高效运转的远程医学会诊中，基
层医院通过邀请市级以上医院专家会
诊，提高了诊断准确率，使患者得到早期
诊断、早期治疗，减少了疾病诊断和治疗
上的时间延误，让“基层检查、上级诊断”
的诊疗模式成为现实。远程医学会诊使

“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远程医
疗服务体系得以建立，更加充分有效地
发挥医学专家的作用，优化了医疗卫生
资源的配置，使优质医疗资源得以惠及
更多基层患者。

市第一人民医院：

远程医疗方便就诊 优质资源惠泽百姓

烧伤整形外科是平煤神马医疗集团
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的老牌科室。
根植于“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矿山医
疗救护中心平顶山分中心”的沃土，该科
室承担着我市创伤、烧伤社会事件的应
急救护任务，在多年来的应急抢救中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粗放型的重工业生产
模式逐渐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生产模式，
烧伤、创伤患者明显减少。2012年，总医
院烧伤整形外科住院患者数量持续下
降，单纯以烧伤整形为治疗模式的科室
经营受到挑战。

困则思变，在疾病谱发生改变的背
景下，该科室调整发展思路，加强学习与
创新，依托国家三甲医院的优势平台、强
有力的传统专科实力，形成了“两大主
线、六大病种”的新型治疗模式，迅速走
出困境。如今，该科室在团结协作下高
歌猛进，成为改革发展的优秀标杆科室。

创面修复，开启转型发展新局面

“科室面临发展新挑战时，团队首先
立足于疾病谱的变化作出分析。”该科室
主任崔树英说，当时，医院的老年褥疮患
者很多，因创面不易被发觉，患者往往拖
到创口破溃、感染才开始寻求治疗。褥
疮、糖尿病足、难愈性创伤等慢性创面随
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成为突出疾病之
一，患者群十分庞大。

慢性创面久治不愈会导致感染扩
散，引发脓毒症、皮肤长期溃破癌变等并
发症，往往会危及患者生命。在科室接
诊中，一位70多岁的脑梗患者的褥疮创
面从臀部溃破到腰部，直径有 30 多厘
米，皮肤组织溃烂坏死。

为治疗这些难愈性创面，该科室引
进了VSD（创伤负压治疗系统）、PRP（富
血小板血浆技术）等一批国际先进的创
面修复技术，应用于慢性创面的修复。
随着新业务和新技术的引进，众多慢性
创面患者得到有效治疗。

多年来，该科室治愈的慢性创面患
者不断增多。曾患足底溃烂 20 多年的
患者在综合创面修复中获得了根本性
痊愈，足底重新长出健康的肌肉；重度
面部外伤导致面部缺损，通过治疗面部
肌肉组织得以修复，多年自卑不敢见人
的患者重拾自信，回归正常生活；70 多
岁的老人反复创面不愈引发的前额鳞
癌得到有效治疗和修复……

在新技术的有力支撑下，总医院不
断深化规范化诊疗体系，建立了一整套
系统科学、新技术全面护航的 创 面 修
复诊疗模式，为患者提供专业的诊疗
服务。

美学修复，打出转型发展“组合拳”

今年 4 月 27 日，总医院医疗美容室
正式营业。这是我市乃至全省首家由公

立医院开设的医疗美容室。
医疗美容室一经面世，就受到爱美

人士的热烈追捧。韩式重睑术、面部轮
廓整形、隆鼻、隆胸、自体脂肪填充、脂肪
抽吸瘦身塑形、面部除皱等时下流行的
美容整形技术在总医院都已开展，满足
了爱美人士的多元化需求。

美容整形新技术顺应了市场的新变
化，由此带来的美学修复理念对科室的
业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烧伤、
创面、组织挫伤等病人，该科室在治疗的
基础上，更加重视患者的功能恢复和外
形美观，让传统的外科诊疗更贴近百姓
需求，焕发出新的生机。

外伤、皮肤软组织挫伤等患者在解
剖复位的主线治疗下，更加注重修复后
的组织功能和外表的美观，科室应用的
精细化手术操作达到了省内顶尖水
平。目前，总医院烧伤整形科形成了以
烧伤、整形为“两大主线”，涵盖烧创
伤、慢性创面、糖尿病足、体表肿瘤、先
后天畸形、整形美容“六大病种”的治疗
模式，在保证传统优势的基础上，顺应
了疾病谱的变化，为转型发展打出了一
记“组合拳”。

“家文化”管理，让转型发展持续发力

“家文化”是多年来烧伤整形科的科
室文化。“家文化”中“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念，让科室
医护人员对待患者如同对待家人一样，
他们在面对急救险情、救治伤员时众志
成城，在日常工作中注重技术的传承、创
新。在“家文化”氛围中，医护人员互助
创新、团结协作，形成了一支学习型团
队，不断为科室的转型发展注入活力。

如今，该科室在转型发展的道路上
已经探索前进了 6 个年头，在新学科理
念的引领下，业务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为了让转型发展持续发力，该科室不断
强化烧伤整形诊疗优势技术基石，创新
了植皮、皮瓣修复、美学修复技术。目
前，科室开展的穿支皮瓣、游离皮瓣修复
技术、拉网植皮技术等均走在省内先进
行列；VSD、PRP 等新技术与皮瓣、植皮
技术相结合，共同应用于复杂烧伤整形
患者的诊疗和康复中。其综合化技术优
势为科室转型发展找到了新方向，注入
新的生命力，为发展的持续性、突破性提
供了动力。 （本报记者 牛瑛瑛）

——记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烧伤整形外科

困则思变，转型发展获新生

本报讯 （记者牛瑛瑛）“我们结
婚两年多了，但一直怀不上孩子，不
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近日，在市计
生科研所不孕不育门诊，28岁的市民
张女士急切地询问医生刘伟娜。后
经诊断，张女士是因黄体功能不足引
起的不孕症。

“结婚后，我就发现月经量越来
越少，有时候两天就过去了，有时候
还会推迟或者干脆不来。我从没在
意过，根本没想过这会导致不孕。”说
到这个病，张女士很后悔没有早点重
视。

据刘伟娜介绍，黄体功能不足约
占不孕病因的3%-8%，病因可能是垂
体促性腺激素分泌功能欠佳，也可能
是子宫内膜的雌激素增殖作用准备
不足或内膜对黄体激素反应欠缺，还
可能是由高催乳素血症引起的。其
临床表现一般为月经周期过短，经前
淋漓出血，生育期妇女不孕或习惯性
流产等。黄体功能是否不足，一般通
过测基础体温判断，如黄体期体温短

于 12天，或体温上升较慢，幅度小于
0.5℃，或黄体期体温波动较大，均为
黄体功能不足的表现。但需注意应
连续测量3个月经周期方可确定。此
外，在月经来潮12小时内取子宫内膜
进行化验，若表现为分泌不良，也可
作为参考。

“对黄体功能不全所致不孕的患
者，可在医生指导下采用黄体酮补充
治疗或克罗米芬、绒毛膜促性腺激
素治疗，通过增加下丘脑和垂体促
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和促性腺激素的
分泌，使排卵前卵泡恢复正常功能，
促进排卵，并形成反应良好的黄体
及子宫内膜以利于受孕。”刘伟娜同
时提醒女性朋友，黄体功能不足对女
性不孕的影响不可忽视，建议育龄女
性定期做好妇科检查，以便能够及时
发现病情。

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医生提醒：

别让黄体功能不足挡了“孕气”

本报讯（记者牛瑛瑛 通讯员路
易峰）为规范执法行为，市卫生计生
监督局于近日抽调业务骨干组成两
个专项稽查小组，分别由局长刘凌云、
书记柴英豪带队，对我市11家卫生计
生监督机构开展了专项稽查。

专项稽查工作采取听取汇报、现
场座谈、查阅资料等方式，重点对各
卫生计生监督机构的投诉举报处理
情况、行政处罚案卷质量、执纪着装
管理情况、双随机抽查工作进展情况
等四项内容进行了专项稽查，其中重
点稽查了双随机抽查工作开展情况。

从稽查情况看，各县（市、区）投
诉举报和着装管理相关制度建立落
实情况较好、行政处罚案卷质量明显
提高、双随机抽查工作也在加紧推进
中。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个别单

位投诉举报制度不完善，处理不规
范，反馈不及时，资料不齐全；二是个
别卫生监督人员着装不规范，存在留
长发、戴首饰、穿白袜、着休闲鞋等现
象；三是部分案卷质量存在一些问
题，如个别单位新老执法文书混用，
个别案卷询问笔录不规范，语言描述
不准确，证据固定不严谨，承办人制
度落实不到位等；四是双随机抽查工
作推进较为迟缓，大部分单位未完成
上半年的双随机抽查任务。

针对存在的问题，该局要求各卫
生计生监督机构高度重视，采取切实
有效措施认真整改，完善提高。

市卫生计生监督局开展专项稽查

本报讯 （记者牛瑛瑛）5 月 29
日，记者从市中医院了解到，今年该
院的冬病夏治 6 月 1 日开始贴敷预
约。至此，该院推出这一疗法已有20
年，惠及数以万计的患者。

据市中医院治未病预防保健体
检中心副主任中医师李宏军介绍，冬
病夏治又称“发泡疗法”，是我国传统
医学中的特色治疗方法。它遵循中
医天人合一的理论，利用夏季特别是
进伏后人体阳气旺盛的有利时机，对
一些好发于冬季、以阳气虚弱为主要
病理变化的慢性疾病进行提前预防
和治疗，以达到保养人体阳气、扶正
祛邪、治病求本的目的。

市中医院从 1998 年开始率先在
全市开展冬病夏治疗法，冬病夏治专
家治疗小组在中医古方的基础上，辩
证选方、施治，选穴贴敷；敷贴药材选
材讲究，添加秘传药引，以保证药效
发挥得淋漓尽致。

今年冬病夏治专家组实力雄厚

成人组：方居正，主任中医师、市
中医院副院长、医学博士、硕士生导
师；董子强，主任中医师、硕士生导
师；赵勇军，主任中医师、针灸推拿科
主任；陶宪印，副主任中医师、内四科
主任；常宗范，治未病中心主任中医
师；李宏军，治未病中心副主任中医
师；吴晓哲，主治中医师、医学硕士；
陈亮，主治中医师、医学硕士。

儿童组：李兴永，主任中医师、市
中医儿科研究所所长；胡香玉，主任
医师、儿科主任；李君，副主任中医
师、儿科副主任。

冬病夏治的主要适应证

1.内科疾病：（1）呼吸系统疾病：
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慢
性鼻炎、咽炎、体虚易感冒。（2）消化
系统疾病：虚寒性胃病。

2.妇产科疾病：痛经、月经不调、
宫寒、不孕症等虚寒性疾病。

3.“痹症”：风湿、阳虚引起的各种
颈、肩、腰腿痛等。

4.儿科：小儿哮喘、反复呼吸道感
染、过敏性鼻炎。

5. 四肢寒凉、免疫力低下、内分
泌失调等亚健康症状。

配合中药内服效果更好

近两年来，市中医院中医药专家
根据市民的体质特点，依据子午流注
理论，专门推出了口服中药开穴汤

（免费），在穴位贴敷前口服，以调节
阴阳，扶正祛邪。同时，根据治后个
人体质情况配合口服中药制剂“双芪
合剂”“祛风湿丸”等，使冬病夏治的

疗效更为明显。

冬病夏治的注意事项

1. 贴敷时宜穿透气性好的宽松
衣服。

2. 贴敷对象：1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3. 穴位贴敷时间为夏季三伏，每

隔 10 天贴药一次，共贴 4 次，一般要
求连续治疗 3年，即一个疗程。每次
贴敷时间：成人4-5个小时，儿童1-2
个小时。贴敷后局部有轻微灼热、痒
感为正常反应，如感到局部疼痛难
忍，应立即去掉药膏。

4. 贴敷疗法属于发泡疗法，贴敷
时间过长容易出现水泡。进行贴敷
治疗的病人有些属于过敏体质，对药
物反应强烈，儿童由于皮肤娇嫩更容
易起泡。如出现小水泡一般不需特
殊处理，最好让其自然吸收；如水泡
已破，可涂吉尔碘等；如水泡较大，应
到医院处理。

5. 贴敷期间忌食生冷、辛辣、油
腻，忌食海鲜，避免电扇直吹或在温
度过低的空调房间久待。忌过量运
动，以免出汗过多导致气阴两虚。

6. 穴位贴敷所用药物具有一定
的刺激性，贴药后，部分患者局部可
能出现麻木、温、热、痒、针刺样疼痛
等感觉，部分患者局部还可能出现色
素沉着及水泡等，均属于药物吸收的
正常反应，请患者及家长斟酌是否参
与贴敷。

7. 不宜进行穴位贴敷的人群：
（1）孕妇及 1 岁以下儿童；（2）有严重
心肺疾患的人；（3）对药物过敏的人；

（4）皮肤长有疱、疖以及皮肤有破损
者；（5）疾病发作期，如发烧、正在咳
喘者；（6）糖尿病病人；（7）皮肤高度
过敏者。

8. 冬病夏治有适应证和禁忌证，
切勿盲目跟随市场营销热潮，走进治
疗误区。在选择冬病夏治疗法时，要
认准具备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的专业
技术资质。目前，市中医院没有授权
任何机构或个人在院外开展冬病夏
治疗法，患者要擦亮眼睛，避免非专
业治疗造成的误诊误治。

冬病夏治就诊流程

今年，市中医院冬病夏治分儿科
组、妇科组、成人组，三组分别编号，
开通挂号预约绿色通道，6 月 1 日起
正式开始挂号预约：

1.儿科组：在门诊三楼儿科预约。
2.妇科组：在门诊三楼妇科预约。
3.成人组：在门诊一楼服务台冬

病夏治预约处挂号预约。
就诊顺序：凭缴费收据及预约

卡，先登记再贴敷。

继续推出传统医学特色疗法

市中医院冬病夏治下月开始贴敷预约

本报讯（记者牛瑛瑛 通讯员王世
欣）近日，湛河区卫计委在市妇幼保健院
举办母婴传播阻断项目专题宣传培训，
该区各大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助产机构的120余名医务工作者参加。

母婴传播是艾滋病、梅毒、乙肝等传
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通过实施母
婴阻断措施，尽早提醒孕妇规范使用抗
病毒药物和预防性用药、对新生儿提供
规范的预防性治疗，可有效预防和降低
这3种传染病通过母婴途径传播的风险。

在培训会上，湛河区卫计委相关负
责人要求辖区各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明
确目标任务，强化项目管理，完善防治体
系，加大宣传力度，有效推进艾滋病、梅
毒、乙肝的母婴传播阻断工作，最大限度
地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健康安全。

来自湛河区妇幼保健院的妇幼健康
专家就规范开展母婴阻断工作的相关知
识、检测技术、生物安全和项目信息管理
等内容进行了讲解，强调各医疗卫生机
构要结合孕产期保健和助产服务，主动
为所有孕产妇提供艾滋病、梅毒和乙肝
母婴传播的检测与咨询服务，同时动员
育龄妇女尽早进行相关检查。

湛 河 区 卫 计 委 举 办
母婴传播阻断项目培训

总医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开创转型发展新局面

打造金牌科室 守护百姓健康

平顶山市计划生育科研所平顶山市计划生育科研所

不孕不育健康大讲堂

137 3378 6699
健 康 周 刊 联 系 电 话

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专家正在进行远程会诊。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5月29日，湛河区曹镇乡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在李庄村给村民义诊。
为了普及健康知识并持续关注村民的健康状况，湛河区曹镇乡卫生院每周定时组织医护人员深入各个村庄给村民义

诊，并现场宣传健康生活相关知识。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