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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以下简称
总医院）有一个特殊的科室，这里有一群特殊
的患者，他们的平均年龄在85岁左右；这里
有一群特殊的医生，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专业，
这就是总医院老年病科。多年来，这里的医
护人员在这个生命最易离去的地方，创造了
低死亡率的奇迹。

“一专多能”医疗团队，打造专科融
合诊疗模式

作为我市规模最大的老年医学病专科，
总医院老年病科历经十余年的发展，从技术
实力到规模优势都成为我市专业领域内的佼
佼者。从一开始的50余张病床到现在拥有
98张病床，总医院老年病科经历了由干部病
房到老年病房的专科融合发展模式。

如今的科室，专业划分清晰、多领域协同
合作、专病专治规范管理，由科室主任陈丽主
任医师带领的医护团队组建了以老年内分
泌、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等多学
科专业人才组成的医疗小组，在为患者进行
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开展了“以病人为中心”的
多学科专家团队会诊、治疗的新模式，让患者
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快捷、最准确、最有效
的诊治。

“这样的专科模式是由老年病科的特殊
患者群决定的。科内入住的患者年龄大都在
八九十岁。由于年龄偏大，机体功能退化，大
多数病人都处于多脏器功能障碍或衰竭阶段。”
陈丽说，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医学上的分科越
来越细，但是在老年病科，医生却要面临各种各
样的疾病，处理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

科室患者病情复杂，因此老年病科的医
生不能是单一治“病”，而要本着治“人”的思
想，使患者的各个脏器处于平衡状态。单一
地治疗可能会引起其他器官的病变，造成危
险。因此，老年病科的医生往往需要做到“一
专多能”，在面对老年人复杂多变的病情时，

可以给患者做出更合理的诊断与治疗，将病
人的利益最大化，体现治“人”而不是治“病”
的理念。

治评并重，全科管理让老年病患者
获益最大化

今年5月，在杭州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老
年医学大会暨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老年
医学学术会议”上，陈丽带领科室团队出席大
会并参与学术交流。这次全国老年医学专科
盛会给予了陈丽新的专科解读视角，让她更
加明白，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老年
医学专科面临新的专科挑战与机遇。来自国
内外老年医学权威专家的解读“把患者作为

一个整体进行综合评估，在此基础上给予全
面的干预和管理”，让走在鹰城老年医学专科
前沿的总医院老年病科更加坚定地坚持“治
评并重、全科管理”的临床模式。

“只注重治疗疾病，而忘了老年患者的功
能维持，是当下老年病治疗存在的一大误
区。”陈丽介绍，人到老年，身上的“零部件”一
个接着一个出现问题，麻烦比想象得还要
多。除了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一系列慢
病，营养不良、睡眠障碍、心理障碍、记忆力下
降等更容易被忽视。如何评估老年患者机体
功能，科学、全面进行诊疗管理，对于患者的
康复来说，无疑最为重要。

早在五年前，担任我市医学会老年医学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陈丽主任就关注并致
力于老年病患者的全面管理。如今，总医院
老年病科在老年慢病管理中，走在了鹰城专
科领域前列。在这种专业化、规范化的疾病
管理模式下，已经让数以万计的老年病患者
从中获益。

家住我市新华区的赵大爷就是全面管理
模式下的获益者。今年已经80岁高龄的他
于今年5月初突发中风。入院时，老人脑中
风肌力等级评估为Ⅳ级（能对抗较大的阻力，
但比正常者弱），但是由于老人年龄大、疾病
进展快，入院第二天，就出现了肌力等级零级
（肌肉完全无收缩力）的情况。随后，老年病
科团队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功能测评与治疗，
如吞咽功能、营养、多重用药、四肢功能、疼痛
评估、听力、视力等。根据评估得分，医生为
赵大爷停用了一些无明显效果、副作用大于
治疗效果的药物，为其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
康复、营养和照护计划，并由团队分工实施。

个性化治疗的成效很快显现出来，经过
近 1个月的治疗，赵大爷的肢体功能逐渐恢
复，如今已经开始进行康复锻炼，肌肉功能恢
复并能自己行走。

亲情化服务，创造和谐科室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在老年病科，患
者对护理的需要更为突出，老年患者的特殊
性同时又赋予护理工作更高的难度。但是，
在当下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频出之时，总
医院老年病科却没有出现过一例患者投诉、
一起医患纠纷。

走进位于2号楼20楼和 21楼的老年病
科，就注意到，这里的护士从不按患者的床
位，称患者“一床”“二床”，而是亲切地称他们
为“爷爷、奶奶”。见面时的一个搀扶、一句鼓
励，查房时的一句关心、一个自然的喂饭之
举，这些简单的举动来自于科室主动服务的
优质护理理念。 （李莹）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老年病科：

鹰城老年病医学领域的先行者

□本报记者 魏应钦

7月 1日，由平顶山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分会、解放军 152医院主办，解放军 152
医院耳鼻喉科承办的平顶山医学会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专业2017年度学术会议暨耳鼻头
颈外科论坛在该院俱乐部举行。会上，省内
外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多位知名专家进行
了精彩的专题学术讲座。来自我市医学会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各大医院
耳鼻喉科等相关专业人员400多人参加了此
次研讨会。

业内知名专家齐聚鹰城

本次论坛着眼于实用性与前沿性，结合
耳鼻喉科手术和治疗的热点、难点等方面加
强学术交流，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业界的最新
科技成果。本次大会得到了多位业内知名专
家的积极响应：海军总医院全军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中心原主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
全国耳科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喉科
学会副会长、全军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孙建军教授，复旦大学附属
眼耳鼻喉科医院鼻科主任、博士生导师郑春
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耳
鼻喉科主任、教研室主任王珮华，河南省人民
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河南省医学会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广科，郑州
市中西医院耳鼻喉科原主任、河南省耳鼻喉
学会副主任委员权锋炬教授等出席论坛。专
家们分别做了中耳慢性感染的外科治疗及手
术分类、慢性鼻窦炎内镜手术和并发症的预
防、鼻瓣区狭窄的诊治、额隐窝应用解剖与内
镜额窦手术、鼻窦炎的诊疗新进展等主题演
讲，并与我市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医生们分享
交流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学术理念及临床经
验。

另外，解放军152医院普外科、麻醉科、神
经内科、耳鼻喉科的相关专家也从甲状腺癌的
诊断及治疗策略、气管异物围手术期处理、眩

晕的诊断与鉴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的诊断及治疗、NBI内镜原理及其在咽喉恶性
肿瘤诊断中的应用等方面做了精彩的发言。

分享交流 影响深远

“此次论坛举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业
内的学术交流，推进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临床
思维模式和学术理念不断创新发展，分享最
新的业界科技成果。”解放军152医院耳鼻喉
科主任赵光辉说，这次的论坛将对大家业务
水平的提升有一个较大的帮助，对他们科室
的发展和进步影响深远。

作为本次论坛的承办方，解放军 152医
院耳鼻喉科在许多方面走在了我市乃至全省
前列，不少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该科的
业务范围包括耳科、鼻科和咽喉科。耳科包

括耳显微镜下治疗中耳炎，行各种类型鼓室
成形术重建听力，神经性耳聋、眩晕的诊断及
个体化治疗；外耳手术（耳畸形矫正术、耳前
瘘管切除等）。鼻科包括功能性鼻内窥镜
配合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手术治疗慢性鼻
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等，鼻内窥镜下鼻
窦开放、鼻息肉摘除、鼻窦囊肿摘除、鼻中
隔矫正、脑脊液鼻漏修补、鼻出血的止血等
微创手术，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手术创
伤小、恢复快。同时开展歪鼻畸形矫正、鼻
恶性肿瘤外科治疗。咽喉科与海军总医院
全军耳鼻喉科中心协作开展鼾症诊断及治
疗，可实施多种治疗鼾症手术，包括扁桃体
切除、悬雍垂腭咽成形术、软腭射频消融术
等，手术例数多，经验丰富。上世纪80年代，
该科在我省率先开展喉癌切除+喉功能重建

术，同时开展支气管、食管异物取出，声带良、
恶性病变的早期诊断及显微镜、纤维喉镜下
多种手术。

重视学习 服务患者

“我们一直重视耳鼻喉科的业务交流和
学习，以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病痛，特别是青少
年儿童。”赵光辉说，暑期来临，来科室治疗中
耳炎、鼾症的患者增多。耳鼻喉疾病的危害
大，家长对孩子的这方面也要引起重视，以免
错过治疗良机。

比如耳部疾病，与耳朵联系紧密的当属
神经系统和大脑，耳朵和大脑的神经传导通
路是连在一起的，一旦耳部出现炎症、听力下
降等问题，神经传导通路就会遭到破坏，这时
平衡系统就会出现问题。比如，突然出现眩
晕、恶心呕吐、耳鸣眼花、上肢麻木、走路不稳
易摔倒等。

对于中耳炎患者来说，会出现流脓、听力
下降等问题。而反复中耳炎会使骨膜穿孔增
大、中耳粘连硬化，使听力进一步下降，并可
导致骨殇型或胆脂瘤型中耳炎，骨头受侵蚀
时有可能导致面神经瘫、脑膜炎、脑脓肿等颅
内并发症，甚至有生命危险。

另外，小儿中耳炎治疗不当，除了听力受
影响外，对语言发育也有影响。因为语言的
发育主要是听入的信息，经大脑综合分析后，
产生的语言反馈现象。有人统计，小儿中耳
炎如果在发病一周内开始治疗者，只有6%的
患儿影响听力。如果发病三周以后才治疗
者，30%的患儿影响听力。如果发病第一次
就彻底治愈，以后不再复发者，听力损失较
轻，反复发作者，50%有听力障碍。

再比如鼾症，他们科室每年要接诊200
多位鼾症患者，其中儿童占一半左右。偶尔
打鼾不必在意，要是持续性打鼾就要引起重
视了，需要及时治疗。这是因为打鼾会使睡
眠反复暂停，造成大脑和血液严重缺氧，形成
低氧血症，从而诱发高血压、脑心病、心律失
常、心肌梗死、心绞痛等。夜间呼吸暂停时间
超过120秒甚至会发生猝死。

解放军152医院举办耳鼻头颈外科论坛

7月1日，来自国内的知名医疗专家利用医学影像资料进行专题学术交流。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6月30日，科主任陈丽（右三）带领科室医护人员进行集体查房。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