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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是女神的季节，更是孕育的季
节。日前，济宁第一人民医院产科专家团
队韩英杰工作室上线抖音直播间，现场
为准妈妈们答疑解惑，守护女性孕期健
康。

“现在挂专家号再也不用等上一周
了，天天都能看‘专家’。”在直播间内，一
位产科医生介绍了一院“知名专家团队服
务”新模式，让不少孕期女性称赞不已。
一直以来，产科就是就医人数比较多的科
室，专家号“一号难求”成了准妈妈们不得
不面对的“头疼事”。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一院探索知名专家团队诊疗模式，由以往
直接挂知名专家号，改为直接挂知名专家
领衔的专家团队号，有效满足了就医需
求。

这里所说的知名专家团队诊疗模式，
就是今年1月份一院启动的“知名专家诊疗
团队”服务模式，率先在“韩英杰名医工作
室”进行试点，由以往直接挂这些知名专家
号，改为直接挂知名专家领衔的专家团队
号，享受团队间诊疗“一条龙”服务。据了
解，知名专家诊疗团队成员配备若干主任
医师、副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等不同层级
医生。患者挂号时首先挂专家诊疗团队的
普通或专科号源，由诊疗团队中的医师进
行初诊，完善相应的检验检查项目，再根据
患者病情为患者预约知名专家或疑难疾病
会诊。

“这种诊疗模式不仅可以帮孕产妇得
到更高质量的监管，也可以让疑难、高危孕

产妇更容易得到知名专家诊治。”产科相关
负责人介绍，患者在就诊的时候经过咱们
团队初诊医生的筛查，如果重症或者疑难
的问题，我们会直接转诊到知名专家的地
方，进行进一步地诊治。通过分层的诊治，
我们实现了一个疑难杂症救治的绿色通
道，进一步提供门诊的服务能力，提升老百
姓的就医体验。

采访中一位准妈妈李女士在网上看到
了韩英杰工作室团队的号，就挂了这个团
队的号。后来，医生根据她的情况，转到了
韩英杰的名下诊治。“没想到，现在挂韩主
任的号这么快，头天挂号，第二天就见到她
了。”李女士说，“三年前，我怀第一个孩子
的时候，提前一周才能挂上韩主任的号。
而且，每次要守夜到凌晨，等待当天首批放
号才能挂上。”

像李女士一样的女性患者还有很多，
“知名专家工作室”不仅方便了她们就医，
还放松了她们的心情，不再为挂不上“大
专家”的号而担忧，为济宁及周边地区准
妈妈营造了一个舒心、安心的孕期就医环
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产科韩英杰工作
室还专门创建了工作室微信群，准妈妈们
孕期有问题随时提问，群里有专业医师解
答。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一个团队的精力
就不一样了。我们这个团队里边有主任医
师，副主任医师，高精尖主治医师，他们所
看的病人有什么问题可以凭借转诊卡，帮
助患者预约到我的号。”济宁市第一人民医
院产科主任韩英杰介绍，“通过这种形式把
有效的资源用到更需要的人身上，同时把
我们中青年医生带起来。”

天天都有专家号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名医工作室”创新诊疗方式

『知名专家团队』就诊模式：

1. 初诊建档：初诊时，可随机选
择一名团队医生来评估孕妇风险等
级，建档入册，规范进入产检流程，如
果疾病较轻易诊断，此医生完全可以
解决。

2.转诊/预约专家：如果产检过程
中医生评估后认为病情复杂、难以诊
断或治疗效果不佳时，则会转诊预约
到团队核心专家，来做进一步诊治。
在这种诊疗模式下，可以帮孕产妇得
到更高质量的监管、改善妊娠结局，也

可让疑难、高危孕产妇更容易得到知
名专家的诊治。

3.优势及意义：知名专家团队服务
模式是将优质资源匹配给最需要的
人，疑难病人、危重病人及时得到专家
的救治，更好的保障母婴安全。

『知名专家团队』如何预约？

【韩英杰工作室】号源支持医院所
有预约诊疗方式，可通过预约电话
0537-6056666、医院微信公众号、自
助设备等预约渠道，需至少提前一天
选择【产科门诊】，预约团队医生就医。

相 关 链 接

慢病管理是降低疾病负担，提升全民
健康素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手
段。为推进健康微山建设，微山县人民医
院在慢病管理领域进行了长达5年的探索，
借助家医服务、医联体以及慢病管理信息
化平台，充分落实了慢病管理的“五个关
键”，成功锻造了慢病管理的“微山经验”，
受到业内广泛关注。

谋划慢病管理新机制

微山县人民医院发力慢病管理，与当
地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着紧密关系。微山
县南北狭长126公里，各乡镇沿湖分布，大
多距县城较远，群众看病就医十分不便，
尤其是一些需要长期随访、管理的慢性疾
病患者。全县亟待建立全新的“慢病管
理”机制。

2016年，微山县人民医院以加入中华
预防医学会“全国十家基层互联网慢病管
理领航项目试点医院”为标志，慢病管理工
作正式起步。

医院于2017年 1月 1日成立专门的
“慢病管理办公室”。此办公室的成立，让
医院慢病管理有了责任人和牵头人。同
年，为夯实慢病管理工作，顺畅上下转诊机
制，医院还联合6家卫生院成立了松散型医
联体，专门组织架构的搭建，为县域慢病管
理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实际工作中，微山县人民医院以家
庭医生服务和医联体两个平台为依托，实
现对全县慢性疾病的早筛查、早诊断、早治
疗，打造“提前干预、全员参与”的慢病防治

格局。在家庭医生服务方面，医院转变卫
生服务模式，建立了专门的“家庭医生”巡
回医疗队，并为其配备了便携式信息终端
设备，筛查患者时，将健康信息录入数据
库，实行一人一档一登记，做到“精准到人，
精准到病”。

在医联体方面，为建立良好的慢性病
防治网络，医院以信息化、学科建设为重
点，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工作中，医院
通过派遣专家、专科共建、业务指导、同质
化服务等措施，提升基层慢病诊疗水平。
积极对接医联体各单位医师，通过持续组
织开展医联体培训巡讲，召开各类专题知
识讲座、医联体查房，将上级医院新技术新
项目充分下沉到各成员单位。

此外，医院稳步推进医院信息平台项
目建设，以资源共享为核心，实现行政管
理、资源配置、医保结算、家庭医生、慢病管
理等多方面的统一，实现医院内部信息与
医联体信息的全面集成和共享。同时，各
成员单位依托县人民医院实现慢病档案管
理、病情病历管理和各类辅助检查，实现医
联体内数据互联互通，更好地服务于慢病
人群。目前，微山县域“医联体”已拥有成
员单位29个，覆盖16个乡镇街道、开发区，
惠及全县72万人口。

落实规范防治“五个关键”

在全新的管理机制下，医院紧紧围绕
慢病管理的五个关键——“发现患者、纳入
管理、规范诊疗、患者教育、跟踪随访”，对
慢病患者进行全程规范化管理，向患者提

供多样化、人性化的诊疗服务。
识别患者：微山县人民医院通过健康

体检、家庭医生、巡回医疗和医联体等多种
途径，以及常规检查手段和CTA、DPN、
ACR、DR等多种筛查方式，筛选高血压、糖
尿病、冠心病、脑卒中、肿瘤等慢病患者。
2018年，医院与第三方协作，加入糖尿病大
数据驱动的创新医疗服务平台，以“眼底检
查”为突破口监测慢病并发症。

纳入管理：医院每周对筛选出的患者
信息进行跟踪。责成慢病责任科室，根据
病种分批分给各科室医生，运用慢病平台
进行管理。

患者教育：2021年，慢病管理中心为
慢病患者推送药学提醒95164条，发送随
访信息33000人次，发送复诊提醒18656
人次。医院还通过定期开展高血压、糖尿
病等慢病知识宣传，进行健康生活方式讲
座、义诊、主题日等活动，提高居民健康意
识。

跟踪随访：慢病管理科室病人出院后
每2周、1月、3月、6月、12月病人分配给管
床医生，询问出院后一般情况、症状、给药
情况进行健康指导，制定下次复查、随访时
间，督促慢病医生完成待随访的慢病病人，
累计全年慢病医生共坐诊155人次，满意
度回访3400人次，满意度为97.3%。

通过上述措施的施行，微山县人民医
院慢病管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即：自成
立慢病办公室以来，医院对全县（高血压、
糖尿病、脑卒中、冠心病、肿瘤、慢阻肺）患
者进行筛查和跟踪管理，共收集慢病9254
人次，随访率95%，随访建档率达到54%。

针对高危人群及患者制定出了个体生活方
式干预流程，规范了慢病患者的诊疗和管
理流程，实现了微山慢病管理的首个阶段
性目标。

值得关注的是，慢病管理也带动了医
院学科升级。2018至2019年，医院先后通
过了中国基层胸痛中心、国家级慢病管理
中心、呼吸与重症医学中心（PCCM）、国家
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MMC）、济宁
市脑卒中防治中心等多个中心建设。2020
年11月11日，在济南召开的县域重大疾病
急慢结合管理体系建设山东启动会上，微
山县人民医院被遴选为“全县贯通”项目山
东省试点医院。2021年10月，医院参加平
战结合的慢病协同管理体系建设项目，纳
入中国慢病协同体系，被推荐为中国慢病
协同体示范单位。

下一步，微山县人民医院将充分发挥
在健康管理和疾病管理方面的核心技术和
经验，以县域慢病管理中心为主体，上接上
级医院，下联乡村医生慢病防控体系，建立
县域慢病管理中心数据上报“直通车”。同
时，建立统一的质量控制标准，通过冠心
病、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肿瘤（六病）的规范化管理，稳步提高

“六病”治疗率、控制率、减少并发症发生率
和过早死亡率。此外，还将进行有计划地
机会性筛查，通过对“六病高危人群”的健
康管理，综合控制生活方式和行为危险因
素，提高人群慢病危险因素控制率，提高高
危人群中健康血压、健康血糖、健康血脂、
健康体重、健康“呼吸”的比例，共同实现县
域慢病健康的管理。

“五个关键”开创慢病管理新模式
微山县人民医院院长 李玉亭

本报济宁讯（记者 宋娜 通讯员 李倩 乔萌）近日，山东省医
学会临床药学研究转化中心成立大会暨临床合理用药与管理学
术会议在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该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提升
医院疑难危重疾病的诊治能力、科研水平及产学研转化能力，对造
福鲁西南百姓，推动山东省临床药学科学研究发展有重要意义。

会上，“山东省医学会临床药学研究转化中心”揭牌，聘任济
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药学科主任郭玉金为山东省医学会临床
药学研究转化中心主任，山东省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名誉主委张
鉴、山东省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主任委员李军为中心顾问，济宁
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药学科副主任江沛、山东省医学会办公室主
任张伟忠为中心常务副主任，并现场颁发聘书。

据介绍，该中心作为科研成果转化的桥梁，将通过开展疾病的
精确诊治、配合临床药学研究，推动临床精准用药，提升医疗服务
的社会经济效益。同时，面向人类生命健康开展科技创新，提供全
生命周期的科研服务，量体裁衣地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让
患者得病后不走弯路，实现治疗方式和治病效果的利益最大化。

“此次与山东省医学会合作共建临床药学研究转化中心，体现
了省医学会对一院的高度的认可和充分的信任，一院也将以此为契
机，持续强化科研平台建设，持续推进科研成果转化，持续加强省内
外科研院所交流，为全省临床药学研究转化提供人才智力平台支
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多年来一院高度重视科
研转化工作，目前拥有集33个公共实验平台、9大实验室、10大研究
所于一体，形成了泰山学者青年专家领衔的数十余名博硕士的科研
团队，并获得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目
前已经完成了三项成果转化，技术交易价格达到400万元。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来到山东省医学会临床药学研究转化
中心实验室进行了实地参观指导，并对实验室的环境和规模建设
给予了高度评价。学术会议环节，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林厚文教授，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刘焕龙教授，山东
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张雅慧教授，围绕临床合理用药与管
理进行了专题讲座。

山东省医学会临床药学
研究转化中心落户济宁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张勇 高爽）家住济宁县区的柏大爷，患
有结石性胆囊炎，曾于当地医院反复就诊治疗。春节前，柏大爷
出现了上腹部疼痛伴恶心、呕吐不适症状，近日，来到济宁医学院
附属医院就诊，经过内镜中心检查，不曾想发现胃底一块小糜烂
病灶，病理结果确诊粘膜内腺癌。

拿到病理报告以后，焦急的儿子赶紧带柏大爷来胃肠外科门
诊就诊，张志新副主任医师接诊患者后，将其收入胃肠外科结直
肠病区病房继续治疗，谁知在术前CT检查时，不仅发现了困扰柏
大爷多年的结石性胆囊炎及胆管结石问题，还发现他乙状结肠肠
壁增厚强化明显。与家属沟通后，又进行了肠镜检查，肠镜发现
在距离肛门口20cm的位置，存在一处占位性病变，病理结果是
乙状结肠腺癌。

这个结果对于柏大爷一家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但雪上加
霜的是，刚住院不久，患者又突然出现了高热，腹痛加重等急性化
脓性胆管炎的表现。经过该院肝胆外科急症手术治疗，解除了胆
道梗阻，患者的症状也逐渐趋向平稳。但此时腹部大手术对术者
和患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柏大爷除了患有胆囊结石、胆管结石合并胆囊炎胆管炎之
外，还有多年的高血压和心房颤动病史。在充分告知了患者家属
相关病情后，胃肠外科结直肠病区在郭东立主任医师的主持下，
组织了麻醉科、消化内科、肝胆外科、影像科、肿瘤科、病理科、重
症监护室等相关科室的多学科会诊讨论。患者年龄大，存在基础
心脏疾病，合并胆囊及胆管炎，腹腔感染重，若一并处理胃肠双源
癌及胆囊问题，手术耗时长，创伤应激大，心肺储备及围手术期管
理对于临床及麻醉科室来讲，都是不小的挑战。若先处理一处肿
瘤，待手术恢复后再限期处理另一处肿瘤，会面临肿瘤继续进展
的问题，严重的话可能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并且短期内施行两
次手术，患者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也是需要考量的问题。在以
患者为中心的前提下，与会专家各抒己见，就患者病情展开了激
烈讨论，并制定了最优化的诊疗方案。胃肠外科结直肠病区张志
新副主任医师团队认为，如果能尽快一次性解除患者的问题，即
使冒更大的风险也是值得的。

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张志新手术团队在手术室张来柱
主任带领的麻醉团队、高建萍护士长带领的护理团队的配合之
下，为患者在一次手术中进行了腹腔镜下根治性全胃切除伴食
管-空肠吻合术、腹腔镜下乙状结肠癌根治性切除术、腹腔镜下胆
囊切除术，整个手术历时近5个小时，一台手术为患者解决三处
病变问题，手术涉及全胃切除、乙状结肠切除、胆囊切除、区域淋
巴结清扫，手术难度大，耗时长，从精神上和体力上对参与人员来
说都是一场极大的考验。

手术十分成功，术后，患者在重症监护室观察1天后安全返
回普通病房。在胃肠外科结直肠病区护理团队的精心护理之下，
患者术后恢复良好。

柏大爷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该院胃肠外科
结直肠病区专家团队，在整个治疗中，完善的术前评估没有延误
患者的最佳治疗时机，成熟的手术技术及护理理念帮助患者更好
更快地恢复健康。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一台手术治仨病

本报梁山讯（通讯员 王前）为提高医院护理人员评判性思维
及撰写典型案例的能力，强化护理人员的临床护理观察与决策能
力，培养“勤观善思，睿智护理”的临床护理人员。近日，梁山县人
民医院护理部特邀专家张灿玲进行了“典型案例撰写及评判性思
维业务讲座”。

张灿玲利用图文并茂的PPT进行了详细讲解，围绕患者病史
及临床表现、病情观察、护理措施、效果评价等方面内容，展示了
临床诊疗过程中的典型病例，充分阐述了护理案例中的经验及体
会，体现了护理人员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通过此次讲课，该院护理人员进一步拓宽了知识面、提升了
认知水平，并将个案护理的精髓逐步融入临床护理工作的每个环
节之中，运用评判性思维将护理学科前沿知识和创新点更好地挖
掘，提高专科护理水平和专业内涵。

梁山县人民医院

开展业务学习
提升护理水平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朱国涛 康宇）近日，市民徐女
士将一面印着“妙手神针医痼疾，医德高尚惠人间”的锦
旗送到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疼痛科主任贾国手中，以感
谢贾主任和疼痛科团队为她解除痛苦、恢复健康。

38岁的徐女士,患顽固性失眠数年。“入睡困难,多
梦,易惊醒,醒后难以入睡,一夜睡眠不足3小时，头脑昏
沉，曾多次服药调理,但效果并不理想。”徐女士说，失眠
让她精神萎靡，对日常生活影响严重。后来，徐女士听
同事说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疼痛科利用星状神经节阻
滞疗法治疗失眠效果显著，于是来到疼痛科接受治疗。

“治疗3次后，徐女士明显感到入睡容易，做梦减少。在
巩固治疗一疗程后，她的睡眠质量明显好转。”贾国主任
介绍，生活中像徐女士一样有着失眠症的患者不在少
数，而经过大量反复治疗和观察发现，星状神经节阻滞
在改善患者睡眠质量方面可发挥巨大作用。

据贾主任介绍，星状神经节阻滞作为一种微创治疗
方法，是将局部麻醉药和神经营养液注射在星状神经
节，以达到颈交感干、颈交感神经节与节前、节后神经及
其支配范围的可逆性阻滞。通过阻滞颈交感神经，改善
局部组织缺血、缺氧和代谢异常，从而达到改善全身各
系统的作用，由于交感神经节涉及多个器官系统，往往
有时会达到意想不到的疗效。

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医术精湛治顽疾
一面锦旗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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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南高铁济宁北站是济宁市区（任城区）首座高铁站，也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区域连接线和山东省
“三横五纵”高速铁路网的重要一环。疫情当下，防疫工作尤为重要。站前广场仁盛物业全体员工严格落实常态化
疫情防控要求，认真贯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工作方针，严把进、出站口防疫关，依法依规做好对旅客的扫码核
查、登记引导及现场消杀等工作。 ■通讯员 隋红波 摄

··院长谈院长谈聚焦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聚焦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