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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者风采

□本报实习生 李莹
记者 牛瑛瑛

7 月 11日上午，设在市第一人
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一院）的河南省
远程医学中心平顶山分中心的“多
学科综合会诊室”内，医生正通过远
程会诊系统和解放军第301医院的
重症医学科的专家一起，对市一院
的一位重症患者进行病例会诊。当
天会诊影像清晰，涵盖了病情诊断、
分析以及指导治疗等多方面内容。
此次我市远程医学分中心与解放军
第 301医院远程医学中心的联通，
标志着其已经开始与国家级互联
网+医疗平台进行合作。

据悉，早在去年，市一院就参与
了由郑大一附院牵头的河南省远程
医学中心平顶山分中心建设。去年
底，平顶山分中心已建成下联我市
5个县（市）级远程医学分中心、10
家二级医院远程会诊中心的完善的
远程医学网络。市一院通过远程会
诊、门诊、心电、影像、病理会诊、重
症监护、手术会诊、医学教育等，成
长为我市互联网+远程医疗行业的

“龙头”。

远程医疗：
全新的便民医疗服务

早在远程医学中心成立之初，
市一院副院长王震宇就表示，发展
远程医疗可以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可
及性，达到优质医疗资源共享的目
的。目前，在我国，不同地域之间医
疗资源分布非常不均匀。通过远程
医疗这个渠道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
的阻隔，让边远地区和基层老百姓

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提高优质
医疗资源的可及性。他说：“远程医
疗是降低个人医疗开支、满足广大
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一项全新的便
民医疗服务。今年在国务院关于互
联网+医疗会议中就已提出，发展远
程医疗、利用好远程医疗，是一件利
国利民的大事。”

继续教育：
便捷的远程教育指导

“远程会诊不仅方便了省级医
院和省辖市、县级医院的业务交流，
对一些典型病例的处理更为基层医
院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和技术帮
助。”此次远程会诊联通解放军第
301医院相关专家后，参与会诊的
市一院医护人员表示，“通过会诊，
顶尖专家的建议和方案制定对于参
与会诊的医生来说都是宝贵的提高
医疗技能的经历。”

据了解，在市一院远程医学中
心，每周至少会有4次全省授课，两

周一次病例讨论、手术直播；最新医
学会议研讨主题，展示最新医学研
究方向；郑大一附院各科室专家轮
讲，并邀请省内外其他医疗机构知
名专家和护理人员轮讲；河南省远
程医学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每周会不
间断地推出下周远程教育课程内
容、主讲专家介绍，提醒下次远程教
育课程时间以及远程教育课程直播
板块、精品专家课程、往期视频点播
等，使得区域医疗协同医院的医务
人员掌上就能获取所需课程内容，
方便、快捷。

目前，我市医疗行业已有千余
位医务人员接受了远程医疗教育。
这种远程资源共享增加了基层医生
学习的机会，对基层尤其是边远地
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升有一定
的帮助作用。

未来展望：
构建完善的远程医学分支网络

正是由于远程医疗为百姓就医

创造了更为方便的条件，对基层医
院医疗水平的提升有直接的帮助作
用，因此，它在各地基层的分级网络
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五级联动分级诊疗的医疗体
系，以省辖市三级医院为“龙头”的
远程医学加速了医疗信息和患者的
流转通道。“分级诊疗是深化医疗改
革的重要措施，它离不开以市级医
院为依托的区域医疗中心的带动作
用。”在我省远程医学相关讨论会议
中，已有相关专家提出将三级医院
作为“龙头”，引领县（市）一级、二级
医院、卫生室等，以形成规模化医疗
集团的经营方向。以远程医疗为导
向的健康咨询在村、健康管理在乡
镇、常见病治疗在县区、重大疾病在
市区、疑难杂症在省级医院的医疗
服务格局在医患共赢的趋势中逐渐
显现雏形。而如何经营好这个庞大
的医疗体系、发挥各级医院的优势、
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是远程
医学对市级医院提出的推动分级诊

疗医改进程的新问题。
2016年，是深化医疗改革的关

键之年，亦是创新医改模式的开局
之年。春华秋实60载，平安健康永
相伴，经过60年风雨兼程，市一院
在今年迎来了建院60周年重大发
展契机。在互联网、移动医疗大融
合，区域协同医疗，方便百姓就医的
大趋势中把握机遇，该院已经迈开
了远程医疗的发展新步伐。

基于河南省未来远程医疗的总
体规划框架——完善区域远程医学
分支网络是逐步实现对区域内乡
镇、村、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的覆盖，
提高基层医疗机构诊疗水平，满足
农村群众共享省级优质医疗资源的
需求的重要进程。未来，拥有众多
专科名家的市一院将稳步依托互联
网+远程医疗，开创一个协同、共享、
多赢的新医疗时代。而建院60周年
系列报道中，也将继续为鹰城人民
展开医院专科名家介绍，还原真正
名医专家风范，弘扬医学正气之风。

远程医学平台使天涯变咫尺

改革追踪看落实改革追踪看落实
走近我市远程医学中心走近我市远程医学中心

市第一人民医院建院六十周年系列报道之——

随着用眼需求的增加，学生近
视比例越来越高，但相关数据显示，
至少五成青少年不知如何科学配
镜，戴了不合适的眼镜而加深度数，
患上其他眼病的概率较高。市妇幼
保健院眼科专家介绍，验光要选择

“医学验光”，这是一个科学、严谨的
治疗过程，是配好眼镜的前提。

专家表示，不经医学验光或验
光不准很可能造成眼部、身体的不
适，甚至会造成大的问题：会出现眼
痛、眼胀、恶心等不适症状；加重视
疲劳，造成度数大幅加深；近视由

“假”变“真”；轴距不准易造成青少
年斜视、弱视。

生活中大家所说的“医学验光
配镜”，实际上应升级为“医学诊
断”+“科学配镜”，青少年近视的矫
治必须建立在专业医学诊断的基础
之上。科学验光，其内容包括验光
的度数、眼位、调节力、双眼单视功
能、辐辏集合功能、双眼调节平衡、
主视眼的辨别。在此基础上，加上
准确的瞳距、合适脸型的镜架、精密
制镜仪器，才能为孩子配制出合适
的眼镜。

许多家长认为，孩子“看东西模
糊”就是近视，常常就近到眼镜店给
孩子配眼镜，这是非常错误的。当
孩子出现看东西模糊的情况时，家
长应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找专业眼
科医师进行全面诊断及对症治疗。

（李莹 牛瑛瑛）

□记者牛瑛瑛

本报讯 缺牙8年，没吃过一
顿饱饭，胃病、糖尿病接踵而来。
缺牙吃不了什么东西，糖尿病禁
忌使得很多美食不能吃，新乡74
岁的江老太每天过着半饥半饱的
生活。假牙镶不住，想种牙又没
医生肯接收，这凄苦晚年该如何
熬？幸运的是，植得口腔的刘院
长两小时为她种好16颗牙。

吃面喝粥熬8年，74岁老
太仅剩半条命

江老太家境不错，可8年来，
她却因缺牙没吃过一顿饱饭。“牙
床都磨平了，镶过假牙，可架不
住，喝水都能漂起来，根本没法吃
饭。”每天喝点粥，吃点面条，还得
控制米面摄入量，“医生说，有糖
尿病，米面尽量少吃点。可我都
只剩半条命了，再不吃咋办？”

江老太的儿子几次带着母亲
去医院检查，医生都说没法种。

“年纪大还有糖尿病，可看着老母
亲受罪，我们当儿女的也难受。”
她的儿子说，后来听说植得口腔
的刘院长种牙技术很不错，80岁
的患者都能种，他们母子于是来

到郑州植得口腔，

即刻种牙全口重建，两小
时种好16颗牙

“老年人往往缺牙多，牙槽骨
萎缩，糖尿病等一些老年病对医
生临床处置水平要求很高。只要
控制好血糖浓度，还是有办法种
牙的。”刘院长说。一个多月后，
江老太的血糖达到种牙要求，刘
院长为她设计了即刻用无痛种植
方案，上下各种8颗植体，全口咀
嚼重建。“老人年纪大，又有糖尿

病，采用即拔即种、即刻负重无痛
种植，创口小，愈合快。”

7月12日上午10时许手术开
始，德国导板定位，环切牙龈，制
备牙槽窝，植入植体，第一颗牙齿
种好了。为克服高龄老人骨结合
能力弱的难题，在牙槽骨薄的地
方，刘院长采用倾斜植入方式，加
大骨接触面积，种得更牢。他同
时充分利用患者牙槽骨骨量，采
用窦间隙骨种植术，把植体精准
植入上颌窦间隙间，无须植骨。
两小时后，江老太的牙种好，下了

牙椅。“这就种好了？这么快，没
啥感觉。缺牙 8年，在植得两小
时种牙脱离苦海。”看着植入的16
颗种植体的CT片，窦间隙骨种的
植体不偏不倚，江老太母子竖起
大拇指。

德国博士特援会，100颗
德国牙特援价

植得种植牙适合：1.单颗、多
颗牙缺失；2.全口或半口牙缺失；
3.牙齿松动；4.活动假牙不适者；5.
活动牙修复失败者；6.烤瓷牙失败
者。

另外，7月 24日举行德国博
士特援会，100 颗德国牙特价签
批。提前来电预约将享受以下优
惠：

1.德国专家团设计种植方案
及做德国种植导板；2.矫正特价
3990元起，隐形矫正免费试戴；3.
矫正200元最高抵5000元。

镜头回放：从 1992 年开始献血至今，市
三和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朱春勇累计献
血 30 多次，总献血量近 20000 毫升，在无偿
献血的道路上谱写了一首乐于奉献的公益
赞歌。为了表彰他的热心付出，在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的评选中，他被两次授予无偿献

血奉献奖金奖。
24年来，朱春勇对公益事业的坚持不懈

感动了身边的亲人、朋友。每当到了无偿献
血的日子，他都会约着亲朋好友一起，在街
头的无偿献血采血车上奉献一份爱心。“献
血本身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用细微的付出

关键时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份付出很值
得！”朱春勇这样表达对献血的执着。

朱春勇获奖感言：奉献爱心，挽救生
命。愿更多的人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为国
家、社会献出一份力量。

（李莹 牛瑛瑛）

74岁老太在植得种好16颗牙
德国博士特援会举行，100颗德国牙特价

不经医学验光配镜
危害大

植得医生在为患者种植牙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