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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
琳）11月23日上午，市老年福利服务
中心与滨州医学院联合开展了老年
冠心病和老年糖尿病患者的护理知
识讲座。

宣讲现场，滨州医学院老年医学
院的程梅主任围绕冠心病的概念、突
发心梗的前兆、日常预防等方面做了
详细的介绍，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
冠心病的成因、症状、并发症、手术介入
过程等方面知识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她建议大家从生活习惯、饮食、运动等
多方面着手，调节好自己的心态，用日
常科学运动进行有效规避。

滨州医学院老年医学院徐仁华
教授通过PPT的形式，深入浅出地对
糖尿病产生的原因和预防知识逐一
进行了讲解，并结合日常生活实际，
重点强调糖尿病常见治疗药物的分
类及禁忌，强调做好自我监测，改善
不良的生活习惯，形成自我防范、自
我管理意识。

今后，滨州医学院将在“养老护
理提升项目”框架内，陆续开展一系
列活动，持续为市老年服务中心长者
和护理人员提供面对面、零距离的服
务，增强中心长者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服务长者零距离
健康讲堂走进市老年服务中心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林
媛 通讯员 王茜玮）近日，山东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公布了本年度山东省
医药卫生重点学科的评选结果，烟台
市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学通过严
格评审，被正式确定为山东省医药卫
生重点学科。

近3年，口腔颌面外科门诊相继
开展无痛、微创、舒适拔牙，胎心监护
拔牙，笑气镇静下、静脉复合麻醉下
口腔诊疗等技术，提升了服务质量。
病房开展显微外科颌面组织缺损修
复、皮瓣外科、3D打印辅助颌骨缺损
腓骨重建修复、数字化截骨导板辅助
下正颌外科、数字化导板定位下高难
阻生牙微创拔牙、数字化种植导板、

鼻内镜辅助下经鼻治疗上颌骨肿物
等特色高难新技术，均处于省内领
先、国内先进水平。

目前，烟台市口腔医院已拥有1
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口腔科），1个省
级临床特色精品专科（数字化口腔种
植），2个省级医药卫生重点学科（口腔
种植学、口腔颌面外科学）及10个市级
临床重点专科。医院人才梯队建设完
善，承担国家级、厅局级课题6项，发表
学术论文20余篇，荣获山东省科技进
步奖、山东医学会科技创新成果奖等
省、市级奖项5项。尤其是医院成立的
数字化工程研究中心，与企业、产业进
行融合，为口腔颌面外科数字化发展
搭建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平台。

省医药卫生重点学科评选结果出炉

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上榜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王修齐 通讯员 孙雨
晴）日前，“第十二届健康界医院管理大会暨全民健康
管理（海口）大会、县域医共体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海
南省海口市召开，6000多名医健专业人士参会。在
同期举办的第九季改善医疗服务行动全国医院擂台
赛总决赛及荣誉盛典、健康中国·金如意优选解决方
案颁奖典礼和2024县域医共体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公益评选等大会活动上，烟台业达医院荣获了“县域
医共体榜样医院”和“县域医共体药事中心建设创新
奖”两项团体大奖。

2019年，烟台开发区被列入国家级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试点建设单位。作为烟台市唯一试点，在工
委、管委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在烟台业
达医院的牵头带领下，2022 年加速推进，确定了

“1+6+N”建设模式，突出党建引领，抓住建设重
点，实施资源统筹，狠抓医疗质量，通过业达医院
的高质量发展，优势人才全面下沉，对基层成员单
位开展援建、帮扶和组团式服务，累计选派36名优
秀医护人员，组团式到基层医疗机构任业务院长

或帮扶专家，实现各基层成员单位差异化发展。
目前，烟台开发区医共体组织架构健全，“九统一”
运行机制完善，分级诊疗机制基本建立，医共体建
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23年11月，在成功进行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的
基础上，烟台业达医院又牵头启动了烟台黄渤海新区
医疗集团建设，实现了医共体与医疗集团的有序衔
接，同步建设。医疗集团（医共体）内实现了优势医疗
资源共享，紧密型医共体和医疗集团建设基本达到预
期目标，为烟台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创造了可复制、
可推广的黄渤海新区经验。

2022年启动建设的省级医共体中心药房，充分发
挥了黄渤海新区示范引领作用，在实现了统一药品目
录、统一药品采购、统一药品配送、统一药品储备、统
一药学服务“五统一”的基础上，认真落实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医保药品目录制度和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
策，提高了基层医疗机构合理用药水平，构建起管理
精细化、成本节约化、质量同质化的医共体用药体
系。为了进一步满足区域患者基本用药需求，保证安

全用药，中心药房又创新管理，实现了统一药品使用
监测以及统一信息化建设。中心药房对医共体成员
单位定期开展药品安全性使用监测知识培训，构建统
一的药房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门诊药房、住院药房、
中药房、摆药药房、液体药房、药库各系统一键切换，
并通过智能分析预测需求，指导合理采购和调拨，避
免药品积压或短缺，确保患者用药需求得到及时满
足，更好地服务患者。

奖项的获得，是对烟台业达医院牵头建设国家
级紧密型医共体、推动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落
实分级诊疗体系、全面推行“九统一”管理、建设省
级医共体中心药房、积极探索创新医共体建设“烟
台黄渤海新区特色经验”中取得成果给予的充分肯
定。

下一步，烟台业达医院将继续努力，积极进取，凝
聚行业共识，注重党建引领学科和人才建设，通过高
质量发展推动烟台黄渤海新区医疗集团和国家级紧
密型医共体跨越发展与转型升级，为广大群众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连续的医疗健康服务。

烟台业达医院荣获“国字号”两个团体奖项——

探索创新医共体建设“业达经验”

“造影发现多发血管狭窄，冠脉自发夹层合并
血肿可能，合并痉挛。目前，心电图较前改善，无严
重心肌缺血、无恶性心律失常，血压稳定，心功能正
常，胎心监护正常。家属要求到上级医院，专家组
评估路上风险较低，准备转毓璜顶医院。”这是一条
出现在名为“莱州危重孕产妇救治联络群”的微信
群中的聊天记录。

近日，烟台毓璜顶医院采取远程会诊和多学科会
诊，成功救治了一位患有自发性冠脉夹层伴血肿的罕
见心血管疾病孕妇。心血管内二科副主任兼CCU主
任孙晓健向记者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一个微信群

牵动35名医护人员

11月6日中午临近下班时分，烟台毓璜顶医院医
务科接到了一通紧急求助电话。电话里，莱州一家医
院的医护人员简要介绍了患者病情，并请求毓璜顶医
院提供帮助。一场生死时速的救援就此展开。

一位39岁怀孕36周的准妈妈，突发大面积心
肌梗死，而且在当地医院就诊时已经历过一次紧急
电除颤抢救。

医务科副科长梁静马上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汇报给院长宋西成。考虑到在该时间段，医院的专
家都在手术台上忙碌，宋西成当机立断，决定建立
微信群，在群内分享患者情况。

于是，一个包括莱州、烟台两地35位医护人员加
入的新群，出现在各相关科室负责人的手机上。正在
导管室做手术的心内一科主任任法新通知CCU孙晓
健主任随时关注群内情况，并及时与当地的心内科专
家保持沟通。当地医院心内科紧急进行了急诊冠脉
造影及冠状动脉内超声检查，确诊患者病情为冠状动
脉自发性夹层伴血肿导致的急性心肌梗死。

随着一条条有关检查视频和检查结果的信息
在手机上响起，患者的基本情况很快被摸透。“这名
患者属高龄产妇，又患有罕见疾病，本着先保证母
婴安全的原则，我们通过微信群向当地医院提供了
可行性治疗手段，先稳定住患者生命体征。”任法新
告诉记者，在两地专家沟通评估患者转运风险后，
决定由莱州当地医院相关科室医护人员跟车前往
毓璜顶医院。在群内，任法新还不忘叮嘱当地的医
院同事，“把造影光盘和IVUS资料带来。”

就这样，患者被抬上救护车，紧急前往毓璜顶
医院。与此同时，梁静协调开设绿色通道，保证在
患者到达医院后，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妥善救治。整
个过程，群内信息响个不停，医院专家从各自专业
出发，为随车医护提供建议，时刻关注患者情况。

一次MDT

为罕见病治疗打开新思路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患者顺利到达医院急

诊科，经绿色通道紧急入住心血管内科CCU，并马
上接受了进一步检查。

一次包括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心内科、重
症医学科等相关科室的多学科会诊（MDT）随即在
心内科CCU展开。会上，与会人员积极建言献
策。医院心脏重症监护室（CCU）主任孙晓健表示，
冠脉夹层为特殊冠脉事件，仍需抗血小板治疗，具
体用药需产科进一步治疗后确定，并请大家会诊讨
论下一步剖宫产手术时机及准备。

产科主任王媛丽说：“患者目前接受阿司匹林、
波立维等抗血小板治疗，有自发出血风险，手术风
险高。冠脉夹层恢复周期长，若再发室颤等，会有
低灌注风险，危及胎儿生命，因此尽量早行手术终
止妊娠。目前心电、血流动力学尚不稳定，暂定8日
行剖宫产手术。”

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小丽则提出：“患者目前冠
脉夹层及痉挛所致心肌缺血，与传统心肌梗死不
同，且妊娠为特殊状态，长时间等待，对胎儿影响
大，目前孕36周，胎儿基本发育完全，建议尽早终
止妊娠。”她的建议得到了心内二科主任初红霞的
支持，“患者冠脉自发夹层导致大面积心肌梗死，目
前随时有心电不稳定、血流循环不稳定的可能。48
小时后病情相对平稳，可以接受手术。”

考虑到患者当时状态和术前准备，任法新提
出：“患者自发夹层，孕产期女性多见，与激素和情
绪波动等有关，无需支架治疗，但仍需抗血小板治
疗。日常注意密切监护，防止恶性心律失常的发
生，保持负平衡，避免心衰。与产科、麻醉科、重症
医学科协作，拟定进行手术治疗。”

治疗方案得到院领导和医务科的肯定答复后，

任法新、初红霞及孙晓健主任一起同患者家属进行
了充分细致的沟通，最终决定按多学科会诊制定的
方案进行手术。

一台快手术

救母婴性命于顷刻间

8日一早，患者被推进了手术室，产一科主任渠
力平主刀，麻醉科医生高媛主麻，主任马加海、副主
任李志在旁指导，心内科葛培培副主任医师在手术
室密切关注患者的心脏情况。新生儿科、重症监护
室、心脏重症监护室等科室也做好了随时接收术后
患者及婴儿的准备。

“根据术中诊断，患者孕36周＋5天，妊娠合并
急性心肌梗死，并有心律失常、心室颤动、高血压病3
级（极高危）、子宫癫痕、新生儿重度窒息、胎盘粘连
等情况，需要快速行剖宫产术。”渠力平告诉记者，考
虑到患者情况，“我们决定从患者子宫下段进行横
切，手取胎盘，并行双侧子宫动脉上行支结扎术。”

就这样，在医院各科的密切协作下，不到一个
小时，手术就宣告结束。患者被送往重症监护室进
一步治疗和观察，孩子则被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
室。“在重症监护室，患者经过两天的治疗观察后，
转往心脏重症监护室做进一步观察。又经过两天
时间，患者转入普通病房，三天后顺利出院。”任法
新告诉记者，“虽然手术成功，母婴平安，但考虑到
患者所患的罕见疾病，医院决定将其纳入随访系
统，如遇问题，可得到妥善和专业的指导。”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通讯员 李成修 李凌峰 摄影报道

危如累卵 高龄孕妇发急症
动若脱兔 两地医护挽两命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
晋 通讯员 李成修 侯瑞）“医生，我
父亲连续两天喉咙疼，而且吃不下东
西，呼吸也不太好，到底是怎么回
事？”近日，烟台毓璜顶医院耳鼻喉头
颈外科主治医师吕亚运接诊了一位
高龄患者。“这位83岁的患者曾在外
院做了胸部CT和颅脑CT，都没有发
现异常，可症状却没有消失。无奈之
下，家属只能带着患者来毓璜顶医院
急诊，进行进一步检查。”

“患者有脑梗病史，长期卧床，语
言表达有些障碍，无法自述病因。”在
耳鼻喉头颈外科急诊，吕亚运只能结
合患者家属主诉，为其完善了“颈部
CT”，“发现口咽及喉咽异常密度，考
虑异物”。

“是假牙！”看到检查结果，患者
家属恍然大悟。为尽快让患者康复，
吕亚运决定在第二天一早为其进行
手术。“这是10天来的第二例相同病

例了。”吕亚运告诉记者，前些天还有
一位65岁的男性患者，进食困难12
天，并突发癫痫、肺炎、脑梗死，“同样
在外院诊治过，但吞咽困难持续存
在，咳痰带血。来到医院急诊就诊，
同样通过颈部CT发现喉咽部假牙异
物嵌顿，手术取出的也同样是‘带金
属钩的假牙一排’。”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多是假牙
松动后未及时加固、佩戴假牙入睡，
假牙脱落后，被老人咽了下去。”吕亚
运表示，年轻人在遇到气管异物时会
出现剧烈咳嗽等症状。但是一些高
龄患者反应较迟钝，当假牙卡在食道
或咽喉部位时，他们自己表述不清，
因此无法及时发现，这也是在老年患
者中常见的发病原因。对此，她建
议：“对于佩戴假牙的老年患者，家属
除应当定期检查老人假牙是否松动
外，在进食后、入睡前，家属也应检查
老人口腔，及时将假牙取出。”

都是假牙惹的祸
毓璜顶医院10天救治两例误吞整排假牙患者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全百
惠 通讯员 李文健）近日，牟平区中
医医院在综合业务楼5号会议室举
办了第八届“岐黄杯”中医药知识竞
赛。此次竞赛以“学习经典瑰宝，弘
扬中医文化，传承国粹精髓”为主题，
作为由牟平区中医联盟主办的中医
药文化节的重要环节之一，旨在进一
步激发广大医务人员对中医药知识
的学习热情，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
化。

当天上午，来自各科室的参赛小
组齐聚一堂，进行了紧张激烈的理论
考试。考试内容不仅涵盖了《内经》
《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中医
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
《方剂学》等中医理论知识，更囊括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三级中
医医院评审《临床类别医师考试试
题》以及科室建设管理指南（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等应掌握的知识，全面
检验来自全院临床11个组别、22名
参赛选手的中医药知识水平。经过
一上午的激烈角逐，理论考试前6名
的小组脱颖而出，成功晋级下午的决
赛。

此次“岐黄杯”中医药知识竞赛
不仅是一次中医药知识的盛宴，更是
一次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通
过竞赛，进一步激发了医院广大医务
人员对中医药文化的学习热情，提升
了他们的中医药知识水平，为推动中
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以赛促学“竞”出水平
牟平中医医院举办“岐黄杯”中医药知识竞赛

马加海（右）术中实时查看患者体征。

任法新（右）与同事讨论手术方案。

王媛丽（中）与同事讨论患者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