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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 文

□ 本报实习生 张凯娣
本 报 记 者 王 凯

日前，在第41届医院管理国际系列论坛
上，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公立医院
改革与管理研究室主任黄二丹，针对我国人
口、健康需求的变化，绘出了未来“以人为
本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蓝图，令
人期待。

创新医疗服务模式适应新变化

人口老龄化加速、慢性病“井喷式”爆
发，现有以省部级大医院为核心的医疗服务
体系，已难应对居民以慢性病为主的医疗服
务需求变化。据黄二丹介绍，慢性病具有病
程时间长、诊疗次数多、持续时间长、连续
性强，治疗费用高且很难治愈等特点，导致居
民就医需求不再聚焦于一次性治愈，而是追求
连续性、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

如何形成对疾病的预防、急性期处置、
康复期和终末期服务的整合机制，怎样建立
医疗机构上下转诊的内在动力机制，如何形

成医疗服务提供与医保支付之间的动态协调
机制，仍是推进我国医疗服务体系改革需要
思考的问题。

创新医疗服务模式，构建整合型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黄二丹呼吁，关注患者需要、
强化基层服务，搭建健康管理平台，整合医
药、医院、医保等多方面资源、信息，构建
“防治结合、上下联动、中西并重、多元发
展、医养结合”的服务模式，协调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整合包括健康促进、疾病预防、
治疗和临终关怀等在内的各种医疗卫生服
务，为居民提供一体化、一站式、全周期、
全流程的高效卫生服务（也称综合型卫生服
务）和覆盖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
同时，倡树医患共同决策的诊疗理念、诊疗
文化，建立应对慢性病的“健康文化”，让
患者、家属和所在社区共同参与诊疗服务，
实现以人民健康为本，让群众受益。

互联网平台将打破医院围墙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平
台、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利
用，传统的医疗行业呈现出一系列新技术、
新模式、新业态。

信息技术的突破，不仅可以优化医疗服
务流程，推进医院大数据的挖掘与应用，还
能够解决不同医院间的交流合作问题。同
时，云平台、可穿戴设备、手术机器人的应

用，还可以推动医疗服务从院内到院外、从
治疗向健康管理的延伸，为群众提供更加高
效、精准、便捷的诊疗服务。

互联网技术将打破传统医疗服务模式，
推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融合与重构。黄二
丹认为，医院将不再是一个砌着围墙的医疗
机构，而变成一个提供社会医疗服务的平
台。从财政和医保两大层面，统筹推进构建
“两层六级”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牵
头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紧密合作，形成
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服务共同体；体
系内不能满足患者的医疗服务，可向各特
色、专科医疗中心购买。这种基于相同专
科、院际间的互联互通和分工协作，将促进
服务业态的变化，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共
享、整合，提升各级医疗机构服务效能，充
分满足患者就医需求。

拓宽信息交流渠道，实现优质医疗资源
信息共享。黄二丹认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最终目标是在合适的时间、地点提供
适当的服务，打通“信息孤岛”，将医疗服
务需方（患者）、供方（医院）、支付方
（医保）三方面信息在健康管理平台上集中
交换共享，让患者能够充分享受全生命周期
的、延续性医疗服务。

县医院作医疗服务体系的中转站

综合评估我国医疗资源现状，黄二丹认

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的突破口，应将健
康管理平台设置在区县级医院，作为统筹患
者信息、为患者安排适宜医疗服务的“中转
站”。同时，也可根据医疗资源的地区分布
因地制宜地调整健康管理平台设置：医疗资
源相对匮乏的西部地区，可以上升到地市级
医院；医疗资源丰富的东部地区，可以下沉
到社区医院，最终都会交由全科医生或医生
团队来管理。

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将使各级政府、机构
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各医疗机构新的行
为模式也将出现。区县医院作为医疗服务体
系的中心，是医保的守门人和区域公共卫生
的主要负责人，主动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强化健康预付（如按人头预算）。医
疗服务也将在区县医院的调配下，依据患
者需求进行调整，实现预防、急性病诊
治、康复、终末期服务的延续性、一体
化，院际转诊的内在动力机制也将逐步出
现。患者就医由机构全程指导，大医院住
院和门诊服务量大幅度下降，医疗费用过
快增长将得到控制，患者就医体验得以显
著提升。

未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将以社
会医疗保险为主体的筹资与支付体系和以公
立医疗服务体系为主体的服务提供体系为前
提。随着社会医疗保险管理的升级，医疗服
务体系将不断地解构与重构，从医联体向整
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过渡。

如何应对居民以慢性病为主的医疗服务需求变化

黄二丹：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郭友栋 吕晓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19日，全省“健康助力奔小康”

健康扶贫系列活动之“血相融、爱相拥”第二阶段血友
病精准扶贫项目在济南启动。

据省血液中心血友病诊疗中心主任张心声介绍，项
目将在对原有患者继续救助的基础上，积极对新确诊患
者实施精准入组帮扶，进行相关信息采集、评估病情，
实施综合关怀治疗、家庭优生优育指导、健康宣教等，
并为每位患者提供每年价值2-4万元的资助，以保证其
基本出血治疗。

2016年4月，省血液中心联合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在全省开展贫困血友病患者精准扶贫项目，第
一阶段已于2018年底结束，共向贫困血友病患者捐助
500万元的药品和救助资金，救助贫困患者185名。今
年，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将继续向全省贫困血友
病患者捐助总价值500万元的药品及救助基金，争取在
2020年前实现贫困血友病患者精准救治、精准扶贫。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0日，山东省首届安宁

疗护高峰论坛暨第一届山东省安宁疗护技能
培训班在济南市举办。

活动围绕“安宁疗护，医社联动”这一
主题，特邀来自台大医学院家庭医学科主
任、副教授蔡兆勋，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
博士、香港广华医院、加拿大多伦多新宁医
院资深辅导专家梁应安，山东省立医院专家

团队宋开兰、李忠华、王彩霞、郑爱民、陈
健鹏等7位安宁疗护知名专家，为大家分享他
们在医院安宁疗护、医养结合等方面的知
识、理念和经验，使大家进一步了解国内外
安宁疗护理论的最新进展和一线的实际经
验。讲课内容既有国家层面的安宁疗护政
策和标准解读，也有医院层面的管理策略
介绍，更有基于解决具体问题的实操经
验。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立医院、启明星生命
关爱中心主办，济南市槐荫人民医院协办，
萌蒂（中国）制药有限公司合办，取得了丰
硕的学术成果，达到了预期目标，获得圆满
成功。

来自各大医院、养老院、护理院、社区
等从事或拟开展安宁疗护专业的医护人员，
安宁疗护机构管理者、医务社工及志愿者等
近500人参会。

“健康助力奔小康”

第二阶段血友病

精准扶贫项目启动

我省首届安宁疗护高峰论坛

暨第一届山东省安宁疗护技能培训班举办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徐彬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日前，滨医附院通过绿色通道成功救

治一位被缝衣针刺入心脏的老人。
4月6日14时30分，一名65岁的老年女性因心脏刺入

了缝衣针，被紧急送到该院心脏大血管外科。CT及胸
片显示，缝衣针已经过胸壁出现移位，刺入了心脏，并
出现了大量心包积液，而且缝衣针随时可能随心跳进入
左心室，顺着血流发生迁移导致主动脉破裂、心包填
塞，危及患者生命，必须马上进行开胸手术，寻找缝衣
针并将其取出。

然而老人家境贫寒，且无子女在身旁，凑齐住院费
用后无力承担手术及后续的治疗费用。本着救死扶伤的
宗旨，滨医附院为老人紧急开通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实
施手术，顺利取出了“穿心针”，老人的心脏破口也被
修补好。

滨医附院

为老人取出“穿心针”

□通讯员 赵杰 张瑞雪
记 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脊柱外科成
功救治一例强直性脊柱炎（AS）合并胸椎骨折患者，
在手术机器人辅助下完成长节段经皮微创骨折复位内固
定术。患者术后3天即可下床，目前康复良好。

患者57岁，不慎摔伤后因背部疼痛剧烈来医院就
诊，诊断为胸10椎体骨折（三柱损伤，TLICS6分）、
强直性脊柱炎、骨质疏松症、陈旧性脑梗塞、2型糖尿
病、肺部小气道病变，且脊柱明显不稳，稍有不慎出现
截瘫的可能性极高。医生团队采用微创方式，对患者进
行经皮骨折复位内固定术。用手术机器人辅助，完成椎
弓根螺钉的精准置入，减少手术创伤，缩短手术时间，
避免患者脊髓损伤的风险，并获得最大的固定力。同时
采用经皮微创理念，使患者术后康复加快，早日下地。

此次救治成功，体现了手术机器人精准微创的优
势，也再次展现了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脊柱外科在高难度
脊柱疾病诊治方面的领先地位。

山大二院手术机器人辅助

治愈强直性脊柱炎

合并胸椎骨折患者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进一步规范分娩镇痛相

关诊疗行为，提升产妇分娩诊疗水平，日
前，国家卫健委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分娩镇痛
试点医院共913家。我省的山东省妇幼保健
院、滨州医学院、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德
州市妇幼保健院等46家医疗机构入围。

据悉，试点医院均为具备产科和麻醉科
诊疗科目的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妇幼保健
院或妇产专科医院。按照规划，试点医院将
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以点带面，逐步在全
国推广分娩镇痛的诊疗工作。

同时，试点医院将进一步规范分娩镇痛
操作技术，提升分娩镇痛的覆盖范围，普及
镇痛条件下的自然分娩，降低剖宫产率，增
强医疗服务舒适化程度，提高孕产妇就医满
意度。

我省46家医疗机构

入围首批国家分娩镇痛

试点医院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范津文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日前，滨医烟台附院与栖

霞市卫生健康局、栖霞市人民医院、烟台桃
村中心医院签署对口帮扶协议。

根据协议，滨医烟台附院将通过二甲复
审帮扶、派驻管理人员、重点专科建设、业
务骨干双向交流、分级诊疗、开展远程医疗
服务等形式，提升受援医院管理水平及技术
能力，实现资源融合、协同发展，共同为当
地患者提供安全、优质、经济、便捷的医疗
服务。

滨医烟台附院

与栖霞市卫生健康局

签署对口帮扶协议

□王凯 张凯娣 刘欣 报道
3月19日，山东省中医院召开科技教育人才大会，对科教人才工作中具有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给予20万元、10万元、5000元等

不同金额的现金奖励。图为获得国家重大课题立项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奖等代表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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