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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15日，3D打印与先进

新型材料创新应用暨山东省医工交流高峰论
坛在济南举行。来自我国科技前沿的学术大
咖和专家，分享了生物3D打印创新技术与新
型材料临床应用的精彩研究和经验。

3D打印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被推
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至今仍是一
个全球性热点。近十年来，生物3D打印技术
取得长足发展，医疗应用越来越广泛。

虽然还不能直接3D打印出人体组织或器
官用于人体修复，但在神经外科领域，3D打
印技术可以“智造”出植入医疗器械、帮助

解决脑袋的“修复大计”。
3D个性化定制打印正在深刻改变神经外

科手术方式。据山东省立医院神经外科丁锋
教授介绍，脑颅创伤后的颅骨修补，现在就
可选择3D技术“量身定制”的新型植入修补
材料PEEK，根据患者的头颅CT数据进行3D
重建，完全还原颅骨的生理结构曲度等，可
与缺损区域严丝合缝，修补效果更佳。

生物3D打印技术在神经外科应用的另一
典型是3D打印的人工硬脑膜，可以修复脑外
伤或脑肿瘤手术后的脑膜缺损。这种人工硬
脑膜“打印”出来后，不论是外观还是内部
结构都和人体自身脑膜结构几乎一致，薄如
一张纸，帮助修复重建后又能降解为二氧化
碳和水排出体外。

清华大学生物制造中心副主任徐弢教授
是国际上最早进行细胞和器官打印技术开发
的研究者之一，他及其团队是国内最早将3D
打印技术应用于临床转化的团队。徐弢研发
的人工硬脑膜睿膜至今已在全球70多个国

家使用20多万例，“人工硬脑膜及其制备
方法”专利获得 2 0 1 8年中国专利奖优秀
奖。

3D打印的PEEK颅骨，用的仍是高分子
合成材料，而用细胞打印成活体器官用于人
体组织替代和修复，则是生物3D打印的“终
极梦想”。今年4月，以色列一个团队的研
究人员用3D打印技术，利用取自病人自身的
人体组织，打印出了全球第一个完整的心
脏，一度引发轰动。该心脏包括细胞、血
管、心腔以及心室，不过目前还无法泵血，
仅能收缩。

未来3D打印出人类器官用于临床手术还
有待时日。徐弢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细胞
3D打印技术，有丰富的国外研究和产业化经
验。他及助手表示，用细胞打印被称为3D，
加上神经和血管形成一个有机体，被称为
4D，而要打造出有器官功能的产品，则应该
称为5D。以心脏来说，目前用3D打印出外形
已经可以实现，但心脏能不能正常跳动，并

且根据身体需要来调动，适应身体的环境，
未来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大大改变了外科手术
的方式和治疗效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关俊
文教授认为，随着内镜、机器人、新材料、
新器械等的应用，以及显微镜的普及使用，
人类外科手术正逐步告别靠手、眼操作的时
代，进入数字化、精准化、精细化阶段。可
吸收、可降解，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使
植入物新型生物材料与人体组织、结构有机
融合，手术方式、效果明显改善，使手术变
得更完美，这都是以往不可想象的。

医工结合既让外科医生大开眼界，也让
很多临床难题得以解决。国内企业在研发上
有很大进步，颅脑手术的止血、脑疝、水肿
期、取骨瓣减压等重大难题，使医生的临床
感受明显改善，不仅大大降低了医源性损
伤、术后出血等发生的比率，而且能更好地
完成缺损、撞击受伤等病损修复，并使操作
更精准化，患者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新技术的应用大大改变了外科手术的方式和治疗效果

3D打印，让医疗进入个性定制时代

□通讯员 谢静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国家卫健委与山东省启动委省共

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成为首批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牵头建设单位。

据了解，5月下旬以来，齐鲁医院积极开展委省共建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申报和相关筹备工作，加强综合服务能
力、充分发挥技术辐射带动作用、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落
实政府指令性任务等方面统筹规划、提升水平，同时在土
地划拨、基本建设、资金投入、学科平台、人事薪酬、医
保支持、经营自主权等方面争取外部政策支持。

共建协议的签署，标志着齐鲁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工作进入新阶段，医院将根据共建协议确定的工作原
则和内容，引领和带动区域内优质医疗机构，协同开展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

□单琳 刘烨臻 王凯 报道
本报青岛讯 9月21日，第五届青岛国

际医学论坛在青岛举办。论坛主题为“上合
医路”，聚焦“危重症的多学科技术融
合”，分享医疗技术进展、管理思想荟萃，
引领山东医学发展。

论坛涵盖心脏、肝脏、呼吸与危重医
学、肿瘤、老年病、普外、口腔、运动医学
等内外临床专业，与病理、检验、护理、管
理等临床相关领域，共20个分论坛，会聚了
来自美国、俄罗斯、瑞典、挪威、澳大利亚
等全球享誉盛名的医院、院校以及国内知名
学者大家，探讨危重症多学科技术融合发展
的前沿动向及最新成果。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曹坤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山东省立第三医院举行“追忆峥

嵘岁月，感悟信仰力量，传承红色基因”离休老干部座谈
会。座谈会上，该院新一届党委班子与首任院长王利华的
亲属及部分老干部代表一起追忆该院的红色历史。

王利华是山东省立三院的首任院长，特等劳动模范、
劳动英雄。新中国成立初期，她发扬为了人民事业不怕
苦、不怕难的革命精神，在一穷二白的艰难困苦条件下创
建起了山东省立三院。座谈会上，老干部刘宝泉回忆道，
王利华院长非常重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自己刚到医院
从事护理工作时，王利华见他年轻肯学，就派他外出进修
学习，一学就是7年。该院党委书记徐洪玉表示，山东省
立三院的文化气质中，天然具有浓厚的红色基因和革命传
统。像王利华一样的老一辈建设者，血脉中始终流淌着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这样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
他们跟着党走，一生忠诚，一生清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
的精神财富。

齐鲁医院成首批委省共建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牵头建设单位

省立三院举行老干部座谈会

第五届青岛国际

医学论坛举办

□记者 李 振
通讯员 高咏梅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2019年山东省暨

济南市“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
动在济南市南部山区管委会柳埠大集广场
举办。驻济省属医疗机构、市属医疗机构

及南部山区管委会等28家公立医院的220余
名专家参加了义诊。

义诊专家为当地居民进行糖尿病、高
血压、眼科疾病、甲状腺疾病、口腔疾病
等常见病的筛查，分发疾病防治宣传资
料、保健香囊，开展推拿按摩及简单治疗

检查，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
式，有效引导群众科学就医。本次义诊活
动接诊3721人次，常见病筛查治疗550人
次，发放健康宣教资料7200份，赠送控盐
勺、计生药具等2902件，药品7000余元，
共减免群众费用1万余元。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开进柳埠大集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高晖 刘晓侠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今年9月20日是第31个全国

爱牙日，省卫健委在济南发布全省第四次口
腔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数据显示，相较2005
年，我省居民口腔健康素养、牙周状况、老
年人留存牙数三项口腔健康指标显著提高，
但儿童龋患率增幅较大，需引起家长和社会
重视。

“受居民口腔保健意识提高、健康行为
改善和卫生服务利用增加等多方面因素影
响，我省口腔疾病流行呈稳定向好态势。”
省卫健委副主任马立新介绍。此次调查于
2017年-2018年在全省展开，覆盖全省34个县
（市、区）3岁-74岁各年龄段的1 . 2万居民。
调查数据显示，我省居民3岁以前开始刷牙
的儿童达77 . 3%，6到17岁青少年每天刷牙的
占89 . 0%，成人每天刷牙率为79 . 6%，各项数
据均显著优于2005年全省第三次流调结果，
说明我省居民口腔健康素养逐渐提高。

此外，居民牙周状况有所改善。与2005
年相比，12岁儿童牙结石检出率由55 . 7%下
降至29 . 1%，35岁-44岁中年组牙龈出血检出
率由88 . 4%下降至62 . 95%，65岁-74岁老年组
牙周袋检出率由57 . 8%下降至35 . 92%，且总体
略好于全国水平。老年人存留牙数是衡量老
年口腔健康的重要标志。与2005年相比，我
省65岁-74岁老年人全口无牙颌率由6%下降
至5 . 51%，人均留存牙数由21 . 61颗增加至
23 . 75颗。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省12岁儿童平均
龋齿数为1 . 02颗，低于美日韩等发达国家1 . 2

-1 . 8颗，处于低流行水平，但增幅较大。调
查数据显示，我省12岁儿童恒牙龋患率达
41 . 59%，较2005年上升8 . 1个百分点，5岁儿
童乳牙龋患率为75 . 32%，上升8 . 6个百分点。

“饮食结构物的改变是造成儿童龋齿的
主要原因。”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口腔科主任张韶君介绍。儿童饮食日趋精
细化，粗糙食物比重减少，口腔自我清洁能
力下降，此外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等糖类物质
摄入增多，也易引发龋齿发生。“龋齿等口
腔疾病不仅影响咀嚼、发音等生理功能，还
与脑卒中、心脏病、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
等全身系统疾病密切相关。”张韶君说。

窝沟封闭、局部用氟、龋充填是简便有
效的儿童口腔疾病干预手段。近年来，济
南、青岛、烟台、潍坊等市逐步启动政府补
助的适龄儿童免费窝沟封闭，取得了良好的
干预效果。“青岛从2012年开始，政府财政
每年投入1100万元，为小学生进行免费涂
氟、六龄齿窝沟封闭和早期龋充填，窝沟封
闭率每年都在90%以上，有效控制了龋病流
行。”青岛市口腔医院院长王万春介绍。以
市南区为例，全区 1 2岁儿童的患龋率为
32 . 7%，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我省日前出台的《山东省健康口腔行动
实施方案（2019-2025年）》明确，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实施政府补助窝沟封闭、局部用氟
等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扩大龋齿防
治服务覆盖率。提出到2025年，全省中小学
生窝沟封闭服务覆盖率达到40%以上，12岁
儿童龋齿充填治疗比例达30%以上，12岁儿
童龋患率控制在30%以内。

健康素养、牙周状况、老年人留存牙数

我省居民口腔健康三项指标显著提高

□通讯员 焉然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省立医院多学

科接力合作，成功救治一名普通囊肿破裂出
血导致严重腹腔感染及肝功损伤、凝血障碍
患者，展示了该院在急危重症处理方面丰富
的技术经验以及多学科的密切配合。

患者为38岁女性，因腹痛不止被转送至
省立医院急诊科。检查发现，患者存在重症
感染、肝肾功能不全、凝血功能障碍等症
状，为卵巢囊肿破裂后继发盆腹腔感染，致
多脏器功能损害。

经多个科室会诊后，患者转入内科
ICU，对症支持治疗后病情好转，转至妇科
病房。紧接着，妇科、消化、肝病、肾内科
多学科会诊，患者接受了包括盆腔引流、抗
生素抗感染、保肝、护胃、输血等对症支持
治疗，肝肾功能和凝血功能基本恢复。手术
团队对患者进行了右附件切除和盆腔松解
术。手术顺利进行，术后患者恢复良好。

省立医院多学科接力抢救

严重腹腔感染及肝功

损伤、凝血障碍患者

□实习生 刘烨臻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25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扶贫办指

导，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润健康’扶贫
公益行暨党建基地奠基仪式”在济南启动。

此次“润健康”扶贫公益行以“健康、爱心、守护”
为主题，以公益医疗车为重要推进形式，从山东出发，以
国家卫生健康委定点扶贫县以及北京、天津、河北、山
东、河南、陕西、安徽等省份贫困或相对贫困地区为主要
站点，进入乡镇、农村深度开展健康扶贫公益活动，跨越
7个省市，将70个活动站点串联成为整体。公益医疗车每
到一地，都将与当地基层医疗机构共建基层医疗体系，开
展指导乡村用医用药、专项疾病筛查、基础体检、疾
病治疗与预防、普及健康知识等惠及百姓的一系列公
益活动。

“润健康”扶贫公益行

济南启动

□通讯员 孙煜甜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咱们每人每天盐摄入量5克就可以，

用这把勺子盛就是两勺半。”9月19日上午，济南市天桥
区堤口路街道益康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外，来自天桥人民
医院的医生团队为居民开展“三减控三高”宣传和现场义
诊。

“三减控三高”即减盐、减油、减糖，控制高血压、
高血脂、高血糖，是国家卫健委与山东省人民政府签署项
目合作协议，旨在通过减少盐、油、糖的摄入，合理控制
血压、血脂、血糖水平，降低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
疾病等慢性病的危害。为更好地宣传这一健康生活理念，
天桥人民医院组织开展了以此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安置了“三减控三高”的宣传横幅展板等，
设置实物展示区向居民形象地展示火腿肠、饮料等日常食
品饮品的真实糖、盐含量。下一步，天桥区将全力发挥基
层医疗机构主阵地的作用，完善健康服务设施，动员基层
医务人员和计生专干成为健康指导员，增强群众健康
获得感和幸福感，做好下一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
动工作。

天桥人民医院

“三减控三高”宣传进社区

□郭海涛 王凯 报道
▲9月20日，邹平市黄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来到实验幼儿园，开展“爱护牙齿

从小做起”宣传活动，通过“习惯分类”“帮你找蛀牙”“刷出健康”等互动游戏，讲解儿
童牙齿的生理特点、爱护和伤害牙齿习惯行为，培养孩子从小养成科学爱牙护牙的健康习
惯。图为医务人员在教小朋友正确的刷牙方法。

□赵丽梅 徐慧 王凯 报道
9月24日上午，潍坊市人民医院120急救中心启动航空

救援应急预案，抢救荣潍高速公路上汽车追尾事故中的受
伤人员，并将患者送进医院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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