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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共享””病床带来就医新体验病床带来就医新体验
本报记者 朱晓娟 通讯员 张晓华

35 岁的黄女士是湖南的一名
护士，在郑州市进修。不久前，她
突发耳聋，需要马上住院治疗。由
于赶上暑期，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床
位住满了。不过，得益于河南省人
民医院北院区最近试行的“全院一
张床”就医新举措，黄女士就近住
进了该院儿科病区，经过及时治疗
后，听力明显恢复。

在保证医疗安全前提下，河南
省人民医院“共享”病床试行两个
多月以来，已服务近千名患者，显
著提高了优质医疗资源利用率。

住院高峰不再“挤”

“病区收治患者已达 60 人，门
诊还有患者等待住院，请求‘借
床’。”暑假期间，河南省人民医院
北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迎来就
诊高峰。北院区今年对病床实现
了统一调配，就诊高峰带来的入院
压力，有了科学合理的分流渠道。

在“全院一张床”模式运行前，
护理部统筹协调，联合医务部、医
院感染办公室、财务部、网络信息
中心等多个部门，形成切实可行的

运行方案。多部门联合，共同针对
“借床”流程、医嘱开立、医嘱执行、
医护查房制度、患者管理、教学培
训等形成具体管理办法。

收到北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病区护士长李星的“借床”申请
后，北院区综合保障服务中心护士
长刘睿鑫立即上报给护理部。护
理部李婷与医务部吴浩商定：暑期
是儿科的“闲时”，且两个病区患者
群体近似，可优先借住儿科病区。

随后，按“借床”流程，他们分
别与北院区儿科病区主任、护士长
沟通，再协调网络信息中心开通信
息权限。两个病区“共享”第一天，
就有6名耳鼻喉病患者住进了儿科
病区。

“跨病区收治患者时，我们优
先考虑病情较轻、术后风险低的患
者，且本病区一有空床，我们会立
即将患者转回。”河南省人民医院
北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病区主
任武天义说。

医务部吴浩介绍，床位调配会
本着专科相似、位置相近原则，选
择接近楼层、同一系统、抢救能力

相当的科室“借床”。今年7月，共
有116名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患者住
进儿科，得到及时治疗。

医生跟着患者跑

“请带上您的盐酸利多卡因注
射液，跟我到3楼注射。”8月25日，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治医师王昱
杰到儿科病区，接“借床”的谢女士
回本病区注射治疗。

“全院一张床”模式近年来才
在北京、福建等地医院推行，不少
患者甚至医务人员都是头一次听
说。对此，患者最关心的莫过于

“能不能找到大夫”“有问题能不能
及时回应”……体验过“借床”的患
者，基本都会打消这一顾虑。

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为例，医
师组每天查房前，会根据患者借住
的病区，设置一个动线，按照动线
依次查房。对需要回本病区做外
科治疗的患者，医生开具医嘱时会
备注“将药交到患者手里”，查完房
后，直接带患者回本病区，治疗完
再送回去。此外，医生会叮嘱患
者：遇到任何问题，随时给医生打

电话，医师组24小时回应。

护理转型“多面手”

“虽然准备充分，但是第一天
接收跨专科患者时我们依然有些
紧张。”儿科病区护士长徐艳说。

“全院一张床”考验着医生的
精力，也挑战着护士的跨专科护理
能力。为此，护理部出台了一整套
护理教学培训方案，打造“全能型”
护士。

以儿科为例，接收首批“借床”
患者前，儿科护理团队多次学习耳
鼻喉病护理要点，练习术前准备。
如今，她们已完成 200 多名跨专科
患者的护理。“对‘借床’的患者，我
们全力提供无差别的护理服务。”
徐艳说。

刘睿鑫介绍，目前，实现跨专
科收治患者的科室已达 24 个。综
合保障服务中心每天统计“借床”
患者的科室、人数，与医务部协商，
确保在同一护理单元内，收治专科
不超过 3 个，以保障患者的就医体
验。

“大大缓解了床位紧张问题，
使床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患者也
减少了住院等待时间，有助于及时
控制病情，提高治疗效果。”武天义
说。

下一步，河南省人民医院将进
一步规划，用精细化的管理手段，
增加床位统筹协调力度，强化信息
系统支撑，提升床位利用空间，引
导转变理念，让“全院一张床”持
续、安全地方便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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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 玲）
10 月 9 日，在赞比亚独立
60 周年暨中赞建交 60 周
年之际，第25批援赞比亚
中国医疗队在赞比亚南方
省利文斯顿大学教学医院
举行了医疗物资捐赠仪
式。

利文斯顿大学教学医
院是南方省最大的医院，
不仅负责利文斯顿当地人
民的医疗保障，还为邻国
津巴布韦部分地区的患者
提供医疗服务。援赞比亚
中国医疗队在这所医院进
行医疗援助已经45年了，
目前的4名医疗队员分别
是普外科张晓、骨科王玉
玺、麻醉科李庆丰和影像
科王锋，他们的努力和付
出得到了援助医院和当地
患者的交口称赞。

队长党强说，今年是
赞比亚独立60周年，也是
中赞建交 60 周年。希望
中赞医疗双方加强交流与
合作，使援赞比亚医疗队
能够把更先进实用的医疗
技术传授给利文斯顿教学
医院的医疗同仁们，留下
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赞比亚南方省利文
斯顿大学教学医院院长琪耶努由衷地表达了
对中国政府的感谢，他说：“我们很幸运地成为
了中赞医疗合作的受益者。中国医疗队在改
善赞比亚医疗保健服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
用。我们要感谢中国医疗队多年来坚定不移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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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加强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河南加强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打造“三大医科院”创新高地 持续提升疑难危重疾病救治能力
本报讯 （记者常 娟）10 月 12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
于加强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
出到 2025 年，初步建成协同高效的
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在一流创新平
台、一流创新人才、一流创新成果方
面实现新突破，重大疾病防控技术
取得重要进展。到 2030 年，医学科
技创新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

《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力
争创建1个~2个国家医学中心。三
级医院科研经费投入占医疗收入比
例平均达到3%，每百名卫生技术人
员科研项目经费达到100万元、科研
成果转化金额达到10万元，每万名
卫生技术人员专利数达到50个。同
时，推动前沿尖端医疗技术加速进
入临床应用，力争每年应用填补国
际国内空白或领先技术100项，持续
提升疑难危重疾病救治能力，省域

患者外转率控制在5%以内。
河南从 6 个方面发力实现上述

目标。在建强科研平台体系上，河
南提出打造“三大医科院”创新高
地。提升省医学科学院建设水平，
瞄准世界标准、国内一流的目标，加
快集聚高端人才，组织开展跨领域、
跨学科、跨区域科研攻关，形成一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成果；主
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争
创中国医学科学院河南基地。发挥
省中医药科学院创新优势，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高标准建设省
预防医学科学院，加快国家区域公
共卫生中心建设，培育国内一流的
公共卫生重点学科，打造全省疾病
预防控制科研主阵地。同时，强化

“双中心”战略力量支撑，支持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设国家
中医医学中心、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创建国家医学中心，并高质量

推进12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就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河南提
出布局建设质子医疗中心、建设智
能医学研究设施，组建大型蛋白质
科学研究设施，推动泛蛋白修饰技
术产业化。针对一流创新平台建
设，河南提出加快肾脏病等优势特
色疾病防治领域创新平台建设，力
争在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建上
实现突破，新建5个以上省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

在培优基础研究和临床医学学
科上，河南提出，充分发挥省实验室
在基础研究中的核心作用，在抗病
毒性传染病创新药物、代谢性疾病
防治等方面加快原创性成果产出。
鼓励医疗卫生机构科研人员开展探
索性研究，力争每年获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200 项以上。同时，
加快推进河南省人民医院国家中西
医协同“旗舰”医院、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中医药传承创
新中心建设，每年实施省中医药科
学研究专项 200 项、中西医联合攻
关项目 20 项。到 2025 年，遴选 90
个省级医学重点学科予以优先支
持，力争30个重点学科进入全国先
进行列。

在加快高水平科研团队建设
上，河南提出全力培育和引进医学
领域引领世界科技前沿、学术影响
力显著、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战略
科学家，充分利用其在吸引资源、集
聚人才中的特殊优势，打造一批世
界一流的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到
2025 年，力争引进 2 个~3 个院士团
队，培育 2 名医学领域院士后备人
才，培育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等领军
后备人才10名左右，中原医疗卫生
领军人才、高水平研究型医生、临床
医学科学家各60名，中医药学科领
军人才20名，力争国医大师、全国名

中医、岐黄学者每届（批）分别入选2
名；培养“四青”人才、青年岐黄学者
后备人才50名左右，中青年卫生健
康科技创新人才120名，卫生健康中
青年学科带头人60名，中医药学科
拔尖人才100名，中医药学科青苗人
才1000名。

在加速成果转化应用上，河南
提出支持省医学科学院建设20个研
究所，建立医学科技创新成果库，经
常性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
力争全省医学领域技术合同年成交
额突破3亿元。

在加大医药产业培育力度上，
河南提出，不断加强医企合作，扩大
产业优势，在疫苗、体外诊断试剂及
设备、中成药、道地药材等方面，加
大企业培育力度，培育壮大生物医
药产业链、高端医疗器械及卫材产
业链等。此外，在创新体制机制上，
河南也提出了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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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常 娟 通讯
员汪 涛 张 志）近日，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腹盆部肿瘤外
科王刚成团队成功为来自江苏
省宿迁市的潘女士实施了高难
度外阴癌根治术+皮瓣移植修复
术，为患者带来了新生。

6 年前，潘女士被诊断为局
部晚期外阴癌，接受外阴癌切除
术及放疗、化疗后，病情稳定向
好。然而，去年3月，潘女士病情
局部复发，在当地进行了化疗和
免疫治疗后，无明显效果。病情
加重后，潘女士的外阴病灶腐
烂，伴发恶臭及疼痛，严重影响
了生活质量；同时，下肢严重肿
胀，行走功能受到影响。

潘女士辗转国内多家医院
求诊，但就医过程并不顺利。后
来，潘女士来到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王刚成团队处就诊。

王刚成仔细查看潘女士的
病情资料并进行细致查体，发现
潘女士病情复杂，增加了手术治
疗难度、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及
术后并发症发生概率，但仍有根
治的希望。潘女士及其家属慎
重考虑后决定接受手术治疗。

王刚成团队术前进行了深
入讨论并确定了周密的手术预
案。随后，王刚成团队为潘女士
实施了高难度外阴病灶根治性
切除术+皮瓣移植修复术，完整
切除肿瘤，并使用腹直肌带蒂肌
皮瓣进行外阴功能重建，同时保
护了直肠等周围脏器。

术后，腹盆部肿瘤外科护士
长李凌娟带领护理人员及时查
看出血情况与切口张力，重视术
后排便、营养及心理疏导等细节
问题，确保潘女士快速平稳康
复。术后2周，潘女士外阴皮瓣
愈合良好，无并发症，术后病理
切缘阴性，双下肢水肿消退。目
前，潘女士已平稳度过术后恢复
期，回归正常生活。

据了解，外阴肿瘤根治切除
后的会阴缺损广泛，且外阴区
域对泌尿系统、生殖系统等功
能支持至关重要。局部晚期外
阴恶性肿瘤的切除及切除后的
皮肤缺损修复一直是外科领域
一大挑战。王刚成团队在外阴
肿瘤切除及会阴功能重建领域
攻克了多项“卡脖子”手术，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手术技巧。

→10 月 17 日，在河南中医药大学本草书
院中药饮片辨识园地，两名老师正在对药柜
里的中药材进行辨识。据悉，自2021年起，河
南中医药大学先后建立本草书院、尚真书院、
仲景书院，使中医药文化遍布校园各个角落，
打造了“处处有书声、遍地闻药香”的学习环
境。 许冬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