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杨 辉

电话：（0531）85193644

13

2013年10月10日 星期四 第23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630 85193644 Email：dzjk2013@163 .com

□记 者 王凯
通讯员 王省 黄莎莎 报道

本报沈阳讯 10月6日，2013第九届中国医院院
长高层论坛在沈阳胜利召开。山东省立医院院长、党
委书记秦成勇，济南市中心医院院长、党委书记马效
恩，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杨星林，济宁医学院附
属医院副院长牛峰海，临沂市人民医院集团院长尹传
贵等出席，并参与相关主题的圆桌论坛。

本届论坛以“信息化助推医改”为核心议题，紧
紧围绕当前新医改视角下的信息化管理、如何助推医
改向纵深发展、如何解决信息化“孤岛”、医联体探
索利弊、医联体如何缓解看病难、医联体建设分级诊
疗制度瓶颈何在、医联体“三权分置”模式有何难
点、探索研究型医院如何助推医改等热点、难点问
题，就新医改已进入深水区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大胆
创新，推进改革进行了深入研讨。

秦成勇在参加“医联体如何缓解看病难”圆桌论
坛时发言表示，山东省立医院立足山东9000万人口，
以让疑难病例不出省为职责和使命，靠精细化、科学
化的管理，靠精湛的技术，靠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加班
加点、无私奉献，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尽最大努力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让病人享受到优质
的服务。

秦成勇等出席第九届

中国医院院长高层论坛

美成功研制能靠意识控制的假肢

◆近日，美国芝加哥康复研究所成功研制出能靠
意识控制的假肢，并将其成功地安装在一位32岁的截
肢患者腿上。这是全球医学界第一次能借助人体神经
信号同时控制住假肢的两个部分：膝盖和小腿。目
前，该男子不仅可以自如地上下楼梯，甚至还能像普
通人一样在草地上踢足球。

——— 外科医生们首先要把假肢与人体断肢上原本
控制膝盖和小腿的神经相连接，而这些神经在给患者
进行截肢时就得进行妥善地保存。随后，将这些神经
重新与臀部神经相联系，就能引起肌肉的微弱收缩。
最后，假肢内的传感器就能捕捉到人体发出神经信
号，从而按照人的意识来控制活动。此前，该技术只
用于手部假肢连接。研究人员认为，该技术在3-5年
内将会得到广泛应用，这将使全球亿万截肢患者恢复
身体的自由活动。

科学家在“垃圾DNA”中发现

潜在癌症病源
◆人类基因组中仅有1%到2%的是负责蛋白质编

码的基因，其余非编码区域早先被认为是毫无用处
的“垃圾DNA”。但是，美、英等国研究人员最近
在这个“垃圾”区域中找到近百个乳腺癌与前列腺
癌的潜在“导火索”。此前的癌症研究主要关注基
因，但最新研究发现，非编码序列的突变也可导致
癌症。

——— “垃圾DNA”中一些序列像基因一样在人
群中很少突变，受到很强的选择压力，这些序列因此
被称为“超敏感”区域。位于“超敏感”区域一个碱
基的变化，有可能对乳腺癌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一
般而言，发生在这些区域的突变更可能具有危害性，
这一发现能帮助癌症研究人员缩小研究范围，加快对
癌症非编码序列的研究，帮助人们全面了解癌症的起
因发展和开发癌症药物。

首个官方版老年人健康指南问世

◆今年年底，我国老年人总量将突破2亿人，其
中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将达到3750万人。9月26日，
在第四个全国敬老月和第一个法定老年节来临之际，
《中国老年人健康指南》在京发布。该《指南》由全
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共同编印，是我国政府权威部门编制出版的第一本
指导老年人健康生活的科普读物。

——— 《指南》共36条，涵盖了健康生活习惯、合
理膳食规律、适量体育运动、良好心理状态、疾病自
我控制、加强健康管理6个方面的内容，文字通俗易
懂、简明扼要，并配有色彩鲜艳、生动有趣的卡通图
解和醒目的小贴士，力求适合所有老年人群阅读使
用。《指南》中还附有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最新
推出的《中国老年人健康标准》。

免费孕前体检项目检验质量提升

◆9月26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了
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全国第四次临床检验
室间质评活动结果，全国共有420个项目县县级服务
机构参评，279个县级服务机构质评成绩为优秀，80
个县级服务机构质评成绩为良好，机构优良率达到
85 . 5%，与上次全国室间质评相比，检验质量显著提
升。

——— 临床检验是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重要环
节。此次健康检查项目包括血液常规检验、血清葡萄
糖测定、肝功能检测、肾功能检测、乙型肝炎血清学
检测、梅毒螺旋体筛查等13项。今年，国家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实施区域扩大到全国所有县(市、
区)，目标人群覆盖全部农村计划怀孕夫妇，实现全
国覆盖。

(单青 辑)

■ 健康前沿

□ 本报记者 蒋兴坤
本报实习生 王雅淇

患者从小与游乐场“绝缘”

9月27日，年仅5岁的付文博走上阳谷县
单采血浆站的“唱响生命，为血友病患者爱
心奉献”舞台时，文博妈妈的眼睛一刻也不
敢离开他的身影。文博妈妈担心，孩子一旦
跌倒或者碰撞，都可能引起生命危险。

“孩子出生56天的时候，我们带着孩子
在公园里玩，但遇到一个小颠簸后，孩子眼
睛就开始变红，出血，身体抽搐不止。送到
医院后，发现颅内大面积出血。”文博的妈
妈告诉记者，经过确诊，文博生下来便患有
血友病。从此“玻璃人”的标签一直伴随着
他，母亲也不让他离开自己半步。

自从确诊为血友病患者后，活泼可爱的
文博便和所有的娱乐活动“绝缘”了。时至
今日，文博从来没有进过游乐场，没有玩过
碰碰车。每当看到小伙伴们忘情地玩着各种
玩具的时候，文博也嚷着要妈妈带着自己参
与其中。但妈妈只能抱着他远远地看着别的
孩子尽情玩耍。走到人多的地方，妈妈也只
能带着他从旁边绕过。

据了解，血友病是一种凝血因子VIII或IX
完全或部分缺失的遗传性罕见病。血友病患
者即使轻微受伤，也会引发长时间流血。如
果治疗不及时，血友病患者关节会反复出

血，可能导致终身残疾，甚至会危及生命。

八成血友病医疗费将能报销

9月27日，因患血友病无法得到及时治疗
落下终身残疾的中国血友之家秘书长关涛告
诉记者，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现在有了直
接注射凝血因子的疗法，如果患者能够得到
及时治疗，病情就不会恶化。相比较他们那
代血友病患者，现在的孩子幸运得多。但是
巨额治疗费用，仍让许多家庭望而却步，放
弃治疗。

付文博的妈妈告诉记者，为了照顾孩
子，她只好辞掉了工作。孩子每两个周就要
注射凝血因子，每个月总的医疗费用在5000

元左右，家里也是捉襟见肘。24岁的陈思聪
从4岁时查出血友病至今，已经花费了200多
万元医药费。在今年9月举办的亚太血友夏令
营活动中，有专家表示，我国血友病登记患
者为10652人，仅占预估患病人数的10%左右。
沉重的经济压力成为阻碍我国血友病患者接
受治疗的大山。

血友病检查应纳入常规孕检

为减轻市民大病治疗的负担，我省自
2011年就将治疗血友病所需的凝血因子Ⅷ浓
缩物等6种常用凝血因子制品纳入新农合报
销范围。2013年开始，我省又将血友病等20
种疾病纳入新农合大病保险范围，对个人负

担部分进行二次补偿。据测算，今年我省大
病补充保险实行后，新农合血友病患者所有
费用的85%均能报销，城镇职工医保能报销
80%。

“目前，血友病治疗还面临凝血因子供
应不足的困境。”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血液科
主任医师陈学良教授告诉记者，血友病患者
需要长期使用凝血因子，但医院血浆制品供
应不足的现状依旧没有改观。凝血因子要先
满足手术的需要，对血友病患者的供应可能
会减少。

“血液制品是临床治疗不可替代的人源
性药品，几年来，由于原料血浆采集量不
足，导致我国血液制品严重短缺。”关涛
说，2012年全国范围内发生的血友病治疗用
凝血酶原复合物及凝血因子VIII严重短缺，对
血友病患者是一个沉痛的回忆。

陈学良认为，鉴于血友病是女性携带
致病基因导致下一代男性发病的特殊疾
病，在目前国内外对于血友病都没有特别
有效的治疗方法的情况下，优生优育格外
重要。

他介绍说：“预防血友病的最佳方法是
妊娠后的产前诊断，特别是女方家族中有血
友病患者时，孕妇应该做基因检测。”他
说，血友病的基因检测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北京、上海的一些医院均能做这项检测。此
前，我省有医院也做过这项检测，但现在做
的人很少了。他建议，我国应尽快将血友病
检查纳入常规孕检范畴。

血友病患者需要长期使用凝血因子，但血浆制品供应不足的现状依旧没有改观，

凝血因子要先满足手术的需要，影响了对血友病患者的供应

血浆制品匮乏困扰血友病治疗

□记 者 单青
通讯员 王省 黄莎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27日，在山东省立医院
举办的“亲缘”肾移植病友会上，该院泌尿
微创肾移植科护士长王新芝向记者表示，医
院为肾移植患者及其家属打造一个交流和
“自助”的平台，提供专业医疗和健康管理
指导的同时，促进相互之间的沟通，病友之
间通过交流能彼此鼓劲，克服恐惧和困惑，
有时反而更有效，患者“抱团取暖”，身与
心往往能更好地康复。

“肾移植后，能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我打心眼儿里高兴，感觉生活都有了色
彩！”已经移植成功4年的离退休志愿者崔晓
芙，与现场的20多位病友及家属分享自己的
“重生”感悟，通过彼此“自助”共度难
关。

“如果不是母亲捐肾给我，我也不会活
到今天。”在病友会上，今年45岁的王宗河
和记者谈笑风生，丝毫看不出他曾是位尿毒
症患者。王宗河接受移植已达8年，是医院里
移植时间最长的“老前辈”。“移植前病情
严重时昏迷还说胡话，现在能跑能跳。”王
宗河笑着说，“从前是个‘大烟袋’，现在
烟酒都不能碰了，医生的嘱咐俺可得听
着。”

坐在他旁边的病友徐正勇也感同身受，
他颇为自豪地说：“移植7年了，现在每天晚
上都去健身俱乐部锻炼，每年还要带孩子出
去旅游。”在他看来，以感恩和快乐的心态
过好每一天，比什么都重要。

由于移植后需要长期服用多种抗排斥的
药物，移植后发生高血压、心脏病以及糖尿
病、高血脂、高尿酸血症等代谢性疾病的几

率也会增加，移植成功的患者仍面临焦虑和
困惑。在省立医院泌尿微创肾移植科主任医
师孟慧林眼中，他们是最需要帮助和慰藉的
“重生者”。为此，孟慧林公布了自己的手
机号码，24小时接受患者的咨询。

“不仅仅是恢复病人的生活功能，更重
要的是恢复他们的社会功能。”山东省立医
院医务社工办公室主任尉真还表示，除了创
办病友会等自助组织外，社工队伍还将主动
承担起社会责任，为需要帮助的患者提供志
愿服务和帮扶工作，通过各种教育和宣传，
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器官捐赠的行列。

然而，并不是所有尿毒症患者都能这样
幸运。“等肾源的100人中，可能只有三四
个人能获得捐献。”孟慧林表示，肾移植手
术是治疗尿毒症的首选方法，但自医院2005
年开始亲属移植以来，实现肾移植30多例，

其中亲体捐献就占了70%。据了解，我国200
万尿毒症患者中，每150人中只有1人能够接
受肾脏移植。我国每年新增尿毒症患者约12
万人，等待移植患者也逐年增加，令供体短
缺矛盾日益突出，器官捐献状况仍不容乐
观。

孟慧林认为，我国移植的器官来源途径
主要是逝者捐献、活体捐献等，活体捐献则
多以“亲缘”捐献为主，主要限制亲缘捐献
供体只限于父母子女和夫妻之间，且女性作
为供体的居多，占比高达90%。

即便移植成功，患者每年仍有四五万
元左右的器官维持费用。值得欣慰的是，
今年开始，山东省立医院还与山东省慈善
总会合作，对亲属供肾移植的困难家庭每
例救助1-3万元，帮助更多的病人获得重生
的机会。

我国尿毒症患者200万，每年新增患者约12万，每150人中只有1人能够接受肾脏移植；省立医院2005年

开始亲属移植以来，实现肾移植30多例，亲体捐献占了70%，其中女性作为供体的占比高达90%———

“亲缘自助”：肾友亲人创造的生命互助

□记者 单青 通讯员 高亚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9日上午，一场特殊的

“扫盲”活动——— “致青春·关注生殖健康公
益图片展”在济南举行。来自团省委城市青年
工作部、济南市团委、省卫生厅妇社处及团委、
省计生委科技处、山东大学团委的相关领导
出席了此次活动。现场共有以青少年、大学
生为主体的不同年龄段群体约400余人观展。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院长马金龙表
示，随着青少年怀孕流产现象的频发，如何
更好地保护年轻人的生殖健康，提高人口质
量，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据山东大学
附属生殖医院的活动负责人介绍，此次图片展
主要分为“生命与艺术”、“从子宫到地球”、“别
丢掉你的‘性’福”、“解读试管婴儿”、“剔除缺
陷、领航优生”、“关注基因”等六大板块，以生
动的艺术形式揭开生命的孕育和成长过程，
并为年轻人提供健康指导。

“以前从来不知道，孕育生命竟然是这
么复杂的过程。”一名参展的大二女生对记
者说，这种新颖的形式比传统的说教更能让

人接受，也更具说服力。
从青春期就引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对避

免成年之后的不良疾病大有裨益。山东省妇
幼保健所社会保健科主任周凤荣表示：“目
前，不少医疗机构有提供类似咨询的能力，
但由于知晓率较低，年轻人利用这一服务的
意识并不高。”她认为，青春期性教育要尽
早进行，不仅是防患未然，更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就像九年义务教育一样，不可
能一下子步入生殖健康的‘大学’。”急需
唤起人们对生殖健康的重视，尤其是呼吁年
轻女性保护好自己的生育能力。”

与网络上参差不齐的内容相比，正规官
方的活动渠道和形式，能为青少年提供更为
权威的知识解答，纠正传统认知上的误区。然
而，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类似公益活动的影响
力，发展成为常态化服务，成为在场专家们关
注的焦点。“通过计生、卫生、教育、团省委等多
个部门联合，将青春期生殖健康教育纳入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的范畴，利用好基层医疗机构
的宣传阵地。”有专家呼吁，相关部门如果
出台这方面的工作要求或规范、条文等，医
疗机构开展青春期工作有据可依，将大大提
高公益服务的积极性。

周凤荣则建议，在社会推广“健康大课
堂”等专门的生殖知识讲座，同时由政府投入
经费支持，培训保健咨询等专业服务人员，提
供长效的知识普及体系。“与一次活动的轰动
效应相比，实现后期的持续更为关键。”

■“我青春，我健康”专题报道⑧

“孕育生命竟然是这么复杂的过程”
公益图片展为青少年生殖健康“扫盲”

◆血友病患者从小就被贴上“玻璃人”的标

签，小心翼翼地生活。高额的治疗费用和紧缺的

血液制品是横亘在血友病患者眼前的两座大山。

我国血友病登记患者仅占预估患病人数的10%左

右。目前，血友病没有根治方法，专家认为，孕

妇基因检测是切断血友病遗传的最佳方法。

□单青 报道
10月9日上午，“致青春·关注生殖健康公益图片展”的工作人员为参展者讲解生殖健康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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