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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服务是医疗服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市一院新
院区，全新升级的药学服务
以患者为中心，成为智慧化
医院建设的亮丽“风景线”。
药学部下设门诊药房、门诊
草药房、急诊药房、住院药
房、静配中心，学科硬件设置
和智能装备跻身省内一流行
列，完成了职能和学科升级
的“华丽转变”，为患者和临
床科室搭建起了专业、智慧、
便捷的药学服务高质量平
台。

走进该院新院区门诊大
厅一层，门诊药房位于大厅
东侧的核心位置。透过明亮
的窗口可以看到，智慧化药
房的核心技术端搭载着全自
动最新型发药机，配备有
960余个基础槽位和42个快
发槽位，基本涵盖了院区所
需药品，所有药品在智能化
系统上实行药名、条码双核
对，内置近期药品先发逻辑，
实现了药品的精细化效期管
理。

在这台全自动最新型发
药机的操作“幕后”，药剂师
只需在高清的LCD屏幕上轻
触上药操作，机械手臂就根
据药品设定的位置补充药
品。发药系统采用地轨传
输，有效兼顾易破碎、体积
大、分量重药品传输的安全
性。此外，门诊智慧药房还
扩展设置药品混发机，对于
患者处方中含有的一些异形
包装、拆零药品、注射剂及雾
化等药品，会被自动分配到
混发机上，由调剂药师补充
调配及复核全部药品，经过

“四查十对”并进行用药交代
后将药品交至患者手中。

科技带来了方便快捷的
全新就医取药体验。在该院
新院区，“人等药”的现象已

然成为“过去时”，“药等人”
则成为门诊药房的便民服务
亮点。患者完成缴费后，药
品处方经系统自动分析，发
药机自动调配药品传递到药
剂师手中进行核对。与传统
相比，全自动系统调配一张
处方只需要 3 至 5 秒，大大
缩短了患者的候药时间。整
洁的发药环境、规范的储存
条件、高效的发药方式、取药
的无须等候，大大提升了患
者的就医取药体验。

除了门诊药房外，智能
化已经拓展升级到药学服务
的多个环节。该院新院区专
设了发热药房，配备自助发
药系统，实现了处方的自动
传输和药品自动调配、领取，
大大减少了发热患者的相互
接触，避免了患者院内交叉
感染。

住院药房配套完善的药
品物流配送服务。该院新院
区的现代化智能建设标杆
——智能轨道物流传输系
统，架起了住院药房与病房
之间高效的“空中传输”。各
病区所需药品“乘上”传输轨

道，无须人工传送，就可高效
直达各病区，大大提升了送
药效率，减少了人工取药的
成本。

该院新院区住院药房北
侧，配备有国际先进医疗设
备的静配中心非常“亮眼”。
中心占地约 800平方米，拥
有百级生物安全柜、百级水
平层流台、智能统排机、智能
贴签机、智能分拣机等。静
配中心的投入使用，避免了
开放性加药配制对病区环境
的污染和对医务人员的损
害；提升了医院静脉输液成
品质量，为患者提供高质量、
高安全的静脉滴注药物，全
方位保证患者用药安全、合
理、有效。

据介绍，药学部现有职
工68人，其中西药专业技术
人员60人，中药专业技术人

员8人。高级职称专业技术
人员 20 人，硕士研究生 12
人，临床药师10人。形成了
专业技术人才梯队建设合
理、临床药师专科特长突出、
药学服务优质规范的优秀团
队。科室主任李玉强，主任
药师，2013 年被《临床合理
用药杂志》特聘为药学专家，
省药物临床合理应用评价专
家、省基本药物遴选专家、市
科技成果鉴定专家。他还担
任平顶山学院第一临床学院
药学教研室主任，主持完成
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三项。主
持完成的“抗菌药物临床应
用监测”项目2010年被原卫
生部评为“优秀奖”。中文核
心期刊发表专业论文 30余
篇。2014年被市委、市政府
命名为第十批专业技术拔尖
人才称号。 （李莹）

智能装备引领药学服务跨入智慧化时代
——记市一院新院区药学部

□记者 魏应钦
通讯员 杨海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
平顶山地区淋巴瘤规范化诊
疗水平，服务广大淋巴瘤患
者。近日，由市一院主办的
平顶山市淋巴瘤MDT（多学
科诊疗）高峰论坛在该院新
院区隆重举行。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肿瘤科主任、河

南省淋巴瘤诊疗中心主任张
明智应邀开展学术讲座。来
自平顶山及周边县区血液肿
瘤专业，市一院影像、彩超、
病理、外科等淋巴瘤相关学
科的同仁齐聚一堂，研讨交
流，共同成长。

市一院副院长王金涛在
讲话中表示，淋巴瘤诊疗涉
及多个临床科室，因此MDT
对于淋巴瘤诊疗非常重要。

MDT的开展有利于医院学科
的发展，有利于患者的疾病
恢复，有利于医务人员的学
术交流，是造福患者、造福百
姓的好事。

张明智就此次论坛主题
淋巴瘤诊疗展开了细致全面
的讲解。参会人员就淋巴瘤
诊断、治疗方面问题踊跃发
言，并与张明智教授积极互
动交流，现场学术氛围热烈、

活跃。
最后，市一院血液淋巴

瘤科主任王战芳作总结发
言。他说，通过此次会议使
大家对淋巴瘤有了更全面、
深刻的认识，今后将进一步
做好淋巴瘤多学科协作诊疗
工作，提高淋巴瘤的整体救
治水平，从而更好地为患者
服务，推动我市淋巴瘤诊疗
向规范化、精准化方向迈进。

市一院成功举办淋巴瘤MDT高峰论坛

心慌、心脏突然“突突”地跳、
心脏跳得忽快忽慢、心里空落落
的、心脏跳得慢没有劲……生活
中有不少人在出现心脏不舒服时
大致都会用以上这样的描述。有
的人还伴有乏力、虚汗、喘憋、胸
痛等不适。这时医生有可能让患
者做 24 小时动态心电图（Holt-
er），以便全天候了解心脏的健康
情况。但由于很多人对于动态心
电图检查存在一些误区，导致监
测结果出现误差。

全天候佩戴 无须住院就能查

对于心脏出现不适的患者来
说，门诊心电图检查是最基本的
也是必不可少的检查项目。而心
电图中又分为普通的心电图和24
小时动态心电图。由于动态心电
图需要24小时佩戴，所以有很多
人认为需要住院才能进行检查，
所以拒绝了检查。但其实动态心
电图不需要住院检查，设备不大，
便于携带，可以让患者佩戴回家，
在佩戴时间结束后按要求的时间
再将机器送回医院。

背上“盒子”就躺平或掩盖病情

这里必须强调一下普通心电
图的局限性。普通心电图仅仅记
录了患者就诊期间短时的心脏情
况，不能保证完全、完整、可靠地
提供医生需要的信息。比如，患
者前一天晚间出现了心慌不适，
第二天上午到医院看病，在就诊
时患者不适症状已经缓解甚至消
失。这时普通心电图监测的数据
即使正常也不能判断患者发病当
时的心脏情况。

而24小时动态心电图，是详
细记录了患者 24 小时的心脏情
况，包括吃饭、睡眠、工作、运动、
情绪波动等不同情况，可最大限
度“捕捉”到发病时的心脏情况。

如果在检查的过程中反而故
意多休息少活动，就不能正确反
映心电活动。当戴上动态心电图
机器的时候，请忘记它的存在，正
常地工作生活，若出现不适可以
记录发生的时间点及症状，这样
更利于医生判断。

做动态心电图 有三点需注意

不能接近强磁场 虽然动态心
电图可以让患者佩戴回家，并不
会受到走路、吃饭、睡觉等影响，
但要注意在佩戴动态心电图检查
期间要避免接触强磁场，强磁场
会影响机器所检查出来的结果。

不能洗澡 患者在进行动态心
电图检查的过程中是不能洗澡
的，因为在洗澡的时候很容易让
电极脱落，导致检查失败。

皮肤过敏 有些皮肤敏感的患
者可能会因为对电极片过敏，而
出现局部发红、瘙痒，甚至出现过
敏性皮炎等现象。如果出现严重
的皮肤过敏、皮肤破损等现象，请
及时到皮肤科就诊。 （陈兴华）

戴上动态心电图
不敢动？
大可不必

本报讯 心理压力对人
体有负面影响又多了一项证
据。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者
发现，压力会加速生物钟，让
人老得快。

研究团队招募了444名
19岁至50岁的参与者，收集
了他们的血液样本，用于评

估与年龄相关的化学指标变
化及其他健康标志物；参与
者还回答了与压力水平和心
理韧性相关的问题。研究结
果显示，即使在排除了吸烟、
体重指数、种族和收入等因
素后，那些在慢性压力相关
指标上得分较高的人，会表

现出加速衰老的生理变化。
但是压力对每个人的影响程
度不一样，那些在“情绪调
节”和“自我控制”这两项心
理韧性指标上得分较高的
人，能更好地从压力影响中
恢复过来。

发表在《转化精神病学

杂志》的这项结果印证了一
直以来的观点，即压力让人
老得更快。但研究也提示，
加强情绪调节和自我控制，
提高心理韧性，能减少压力
的不良后果，活得更长、更健
康。

（周煜）

压力大，催人老

药学部团队在进行业务学习 王俊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