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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贴士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尚洪婕 董霞 陈亮）近日，全国首
个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中医人工智能大健康产业基地落户曲
阜。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与济宁善方国医研
究院正式签约，共建中医药人工智能创新及产业示范载体，
打造济宁地区中医药行业一流研发机构。

据悉，此次签约后，济宁善方国医研究院与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将围绕基层中医药智能信息和辅助
诊疗建设核心需求，以“县级中医院、乡镇医院、村级诊所”构
建起区域性三级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人工智能联合体，打通基
层中医药高端人才和技术严重缺乏的现状，在全国率先实现
样板示范区县域建设工程。

“产业基地共建签约，将为曲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高质量科研注入强劲动
力。”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加快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
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大力引进国内外大院大所共建创新载体，
是济宁市委、市政府着眼经济发展新常态和转型发展新形势
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力抓
手。曲阜市将招引大院大所作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支
撑，深入实施大院大所招引工程，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企业
主导作用，推进高校院所与我市企业产学研合作深度融
合。全市20家攀登企业与大院大所建立了稳定的高层次产
学研合作关系。

“中医药+人工智能”
产业基地落户曲阜

本报济宁讯（记者 宋娜 通讯员 张志
浩）近日，我市组织专家对全市中医药特色医
养结合示范基地候选单位进行了评审。经评
定，5家养老和医疗机构被确定为济宁市第一
批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示范基地建设单位。

2022年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济宁市
民政局启动了第一批济宁市中医药特色医
养结合示范基地建设申报工作，旨在以评促
建，通过积极发展中医药特色的健康养老服
务，促进中医药各类资源、技术等融入养老
机构，推动“中医药+”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全国、全省中医药

大会精神，抢抓中医药发展政策机遇，持续推
动中医药产业发展壮大。市卫生健康委专门
设立中医药产业发展科，起草编制《济宁市中
医药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年）》，加大对
市中医药产业发展谋划研究；支持打造道地
药材品牌，组建全市中药材储备专家库，开展
全市道地药材和特色药材遴选，向省推荐水
蛭、蟾酥等18种道地药材和特色药材，挖掘
中医药老商号26家，推广优质中药材规范
化、规模化种植养殖基地建设，建立了芍药、
丹参等试验示范基地；培育骨干中药制造企
业，现有规模以上中药制造加工企业9家，山

东康源堂、广育堂国药等7家现代中药企业
纳入济宁市首批企业攀登工程给予扶持;开
展政金医合作对接，促成4家银行为6个中医
药产业项目提供融资7.7亿元，康源堂饮片等
3个企业经验入选首批省级医养健康产业及
中医药产业典型案例；激发中医药科研活力，
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5家，省市级科技
创新平台17个，广育堂国药联合山东省中医
药研究院立项研究开发清瘟经典名方达原饮
颗粒，实现中药抗病毒产品的新突破，全市共
研发中药院内制剂品种74个，其中市中医院
与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合作建设全市中药制剂

中心，研发中药制剂28个。
“中医药+”新业态进一步融合，将中医

药融入健康养老、体育、旅游等业态，培育5
家市级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示范基地建设
单位，市中医院等3家单位被确定为省“体医
融合”试点单位，嘉祥县体卫融合健康促进
中心项目被评为山东省体卫融合试点项目
2021年度优秀成果，万紫千红生态养生度假
区成功创建首批省级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广
育堂中医药博物馆被命名为“山东省科普教
育基地”，微山岛文旅康养度假区入选全省
首批文旅康养融合发展试点区。

做活“中医药+”新业态
我市开展首批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示范基地评审工作

本报梁山讯（通讯员 王前）为进一步推动医院护理
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更新管理理念，提升管理能力。近
日，梁山县人民医院面向全院护士长进行了“护士长管
理实践与能力提升”的护理业务培训。

护士长作为医院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医院管理的中
间环节，对医院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只有
不断提高护理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持续提升护理内涵建
设，才能不断提高医院的护理服务质量，才能为医院的
快速发展添砖加瓦。培训由该院工会田主席围绕管理
内涵、护士长角色定位，别人眼中的护士长及护士长能
力要求等方面内容，通过正、反两方面的例子，结合医院
的实际工作，充分阐述了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护理管理
者，从而才能更好地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培训结束后，全院护士长受益匪浅，大家深知作为
一名优秀的护理管理者不仅要不断努力学习充实自己，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及水平，更需要在临床实际
管理工作中不断地磨练和提升自己才能带好自己的护
理团队。

梁山县人民医院

培训护士长服务提质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朱国涛 康宇）近日，济宁市第
二人民医院开展“健康教育带回家”特色服务，探索创新
了医院——社区——家庭一体化的工作模式，护理服务
实现质的飞跃。

据悉，该科住院患者多高龄、基础疾患多，为此，专
门制定了“提高神经内科住院患者口服药看服到口规范
执行率”持续改进项目，从而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另外，
脑血管患者大多有吞咽障碍，为保障患者进食安全，科
室成立“吞咽障碍患者专项管理组”，在循证医学理论指
导下，结合患者临床实际情况，制订了从吞咽筛查——
食物的选择及一口评估——摄食干预措施——动态评
估——追踪督查等一套精细化饮食护理方案，有效减少
了患者误吸风险及肺部感染率，满足经口进食的幸福
感，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在服务病人的同时，护理团
队在脑卒中吞咽障碍饮食护理方面，总结临床实践，发
表国家级论文1篇、区级科研课题1项。优质护理服务
给患者带来的不仅限于技术层面，更是心理、社会、文化
多方面的系统化整体护理。

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医院＋”创新护理服务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李倩 周静 汪天
娇）近日，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日间放化疗
病房正式启用。在这里，对日间放化疗患者
进行全程管理，患者可以白天在院完成放
疗、化疗、靶向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肿
瘤组织活检、静脉置管维护、输液港植入等
治疗，晚间居家静养，极大提升了患者的就
医体验。

据悉，日间放化疗病房实行日间全程

管理模式，即对患者的门诊评估、预约住
院、治疗实施、离院随访、康复指导全程护
航。住院前，医生对患者状况进行筛选和
评估，并预约日间住院时间。患者在院期
间，日间放化疗病房的医护人员在白天按
照日间诊疗的流程和要求完成各项诊疗工
作，向每位患者提供全程优质专业的医疗
服务和安全贴心的专科护理。晚上患者离
院以后居家静养，享受家庭的舒适和亲人

的陪伴。医护人员通过设立绿色专线进行
患者的离院随访、康复指导及来院预约。
患者一个治疗结算周期内的医疗费用按一
次普通住院结算，仅需办理一次入院及医
保登记手续，实行1至3个月的弹性结算周
期。

该院肿瘤科副主任赵海波介绍，日间
放化疗模式是对传统住院肿瘤治疗模式的
重要补充和改进，在专业医护团队护航和

规范治疗前提下，通过减少患者的无效在
院时间，提高诊疗效率和医疗资源的有效
利用率，降低患者的诊疗费用，可以给患
者、医院和社会三方均带来获益。更重要
的是，日间放化疗模式能使肿瘤患者有更
多的机会在治疗的同时，生活在温馨的家
庭中，享受居家的舒适和亲人的陪伴。从
而改善生活质量，减轻心理负担，提升患者
满意度。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日间放化疗病房正式启用

分娩镇痛是在分娩中运用专业
医疗手段减轻产妇疼痛的医疗技术，
包括非药物和药物性镇痛两种。任
城区妇幼保健院自开展分娩镇痛以
来，已经发展成为该院的特色医疗项
目，产妇顺产比率明显提高，剖宫产
率明显降低，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该院医疗保障部手术室范霞主
任介绍：“这项技术对母体和胎儿都
有很大益处。”

■记者 宋娜 通讯员 何双胜摄

本报兖州讯（通讯员 张德君 董体）近日，兖州区人民医
院神经内科一病区成功为一名经常头晕的年轻男性患者进
行了经颅多普勒超声发泡试验。该技术填补了院内经颅多
普勒超声（TCD）领域的技术空白，使科室诊疗水平迈上新台
阶。

据悉，33岁的李先生因“头晕10天”来院就诊，神经内科
门诊医师郭振元主任在为患者经行问诊、神经内科系统查体
后，建议患者进行经颅多普勒超声发泡试验检查。在郭主任
指导下，张驰主治医师及孙媛主管护师共同参与了此次检
查。检查过程中对血管监测准确，造影剂推注流畅，未检测
到微泡栓子信号。检查顺利完成，为患者的下一步治疗提供
了依据。

临床上有很多不明原因的头晕、头痛的患者，在一些常
规检查中往往难以发现异常，而这些人群却极有可能存在先
天的卵圆孔未闭、心脏右向左分流，从而引发头晕、头痛甚至
隐源性卒中。神经内科一病区成功开展经颅多普勒超声发
泡试验，能为患者寻找出隐匿的真正致病原因，从而为预防
脑卒中事件的发生提供有力的诊疗手段。

新闻链接：经颅多普勒超声发泡试验，又称为对比增强
经颅多普勒，也称为经颅多普勒微气泡试验或经颅多普勒发
泡试验。它是通过肘静脉团注微泡造影剂后，通过TCD监
测判断是否有微栓子信号进入脑动脉，以发现先天的卵圆孔
未闭、心脏右向左分流通道。适应症为：1.隐源性卒中（尤其
是年龄＜55岁）。2.偏头痛，特别是有先兆的偏头痛。3.不明
原因的晕厥等。

兖州区人民医院

院内首例经颅多普勒
超声发泡试验成功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王碧辉 孙雪
莲）日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了第
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工作指导老师及继承人名单，济宁市中
医院省名中医、肾病学科带头人、主任
医师王祥生，省名中医、针灸科和治未
病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王乐荣获评
指导老师，重症监护学科带头人、副主
任医师刘长伟和副主任医师刘璐为指
导老师王祥生的继承人，副主任医师卢
加庆和副主任医师王海龙为指导老师
王乐荣的继承人。据悉，此次指导老师
全省共计54人获评，继承人108人获
审。我市仅2人获评指导老师。

2021年11月初，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制定并下发了《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实施方案》，组
织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开
展指导老师和继承人的遴选、审核工
作。经过层层筛选，2022年5月初，最
终确定1299人为第七批继承工作指导
老师，2605人为第七批继承工作继承
人。

据了解，此次获评指导老师必须从
事中医药专业技术工作累计满30年，
有丰富独到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是
本专业的学科(学术)带头人或专科专病
的知名专家，医德医风好，群众满意度
高，得到同行公认。继承人必须从事中
医药临床（实践）专业工作累计满8年。

此次带教采取跟师学习、独立临床
（实践）、理论学习的形式进行。继承人
自进岗学习之日起，跟指导老师临床
（实践）的时间每周不少于1.5个工作
日，累计不少于180个工作日；并参加2
个以上相关专业的全国名老中医药专
家传承工作室游学和临床（实践），累计
不少于60个工作日。独立从事临床
（实践）的时间每周不得少于2个工作
日，累计不少于250个工作日。理论学
习采取自学研修与集中授课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集中授课时间累计不少于
640学时，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培训，其中线下培训时间不少于
320学时。此次带教周期为3年。

王祥生、王乐荣获评
第七批“国字号”中医药指导老师如果患了龋病就应尽可能地早期修补，因为龋

洞经过修补后可以阻止龋病病变的发展，及早恢复
牙齿的功能，保持牙列的完整，否则就会从浅龋发
展到深龋，对冷热酸甜等食物刺激敏感。当损伤到
达牙髓，引起牙髓炎，此时牙痛会十分严重；如再进
一步发展，会引起根尖炎、根尖周脓肿，甚至颌骨骨
髓炎、牙齿脱落缺失，会影响咀嚼，加重肠胃负担，
进而影响身体健康。而且，龋齿内有大量的细菌及
脓液，当机体抵抗力下降时，它可引起菌血症甚至
败血症。因此，患了龋病应当及早补牙。

为什么有时补牙不能一次完成？补牙时，患者
都希望一次补好。浅龋、中龋和部分深龋患者，去
净龋坏组织后无主管症状时，是可以实行立即充填
的。但深龋患者，过去有主观症状，当去净龋坏主
之后，无论有无自发痛都应实施延延期充填，这种
情况下补牙就不能一次完成。

(济宁口腔医院 周百铭)

补牙为什么越早越好？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张会霞 商坛）扶一株幼苗，蕴一份
春光；助一名学子，赢一片希望。近日，“汶暖童心 医德共济”
汶上县中医院慈善基金爱心助学仪式在南旺镇启动。仪式
上，共为该县南旺镇20名学生发放了爱心助学金2万元。

此次爱心捐资助学公益活动，既是一次爱心捐赠活动，
也是一次爱心传递活动。近年来，汶上县中医院积极投身公
益事业，全力开展精准扶贫和帮扶工作，以人文精神履行社
会责任，积极开展各类义诊下乡、健康咨询、志愿服务等形式
的公益性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2021年9月29日，医院联合有关部门、爱心企业发起
成立了汶上县中医院慈善基金会，通过慈善救助基金回馈给
社会，有力地体现了医院大爱无疆、无私奉献精神，真正把公
益的本质体现在实处，落到实处。

汶上县中医院

捐资助学献爱心
传递社会正能量

本报微山讯（通讯员 王倩 田贺）“不用再上楼下楼去食
堂打饭了，直接把饭菜送到病房口，实在太方便了。”在微山
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住院的患者张某连连称赞，表示医院送餐
到病房的服务让他感到很贴心。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病房
封闭管理，同时方便住院患者及陪人正常饮食就餐，近期，微
山县人民医院推行了“送餐到病房”的温馨服务，不仅有效避
免患者及陪人在食堂扎堆用餐，还解决了患者无陪护取餐不
便等问题，获得了住院患者及陪人的一致好评。

为进一步对送餐服务进行优化，为患者及陪人提供更加
卫生、营养、科学、经济的饮食，医院专门就涉餐相关重点问
题、关键环节、存在隐患、流程优化等方面做出相关有要求和
规定，并分别从不同患者营养需求、特殊病种饮食禁忌提出
了个性化配餐方案，根据住院患者及陪人的年龄阶段、病情
状况、吞咽咀嚼功能等情况，制作更具选择性、更加多元化、
更能满足健康需求的餐食。让患者吃上营养餐、放心餐。

微山县人民医院

送餐到病房服务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