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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一附院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创造世界单机年手术量最高纪录

河南十一家医院入选
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

河南省卫生健康系统

加强安全生产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

多姿多彩元宵节

本报讯 （记者史 尧 通讯员曹
咏 符臻臻）2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全国罕见
病诊疗协作网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决定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
网，加强我国罕见病管理，提高罕见病
诊疗水平。河南省共有11家医院入选
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为省级牵头医院。

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由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罕见
病诊疗能力较强、诊疗病例较多的324
家医院共同组建，包括1家国家级牵头
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32家省级牵头医院、291家协作网成员
医院。

河南省入选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
网的医院分别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郑州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

院、河南省儿童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胸科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乡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
医院。

《通知》强调，国家级牵头医院和省
级牵头医院主要负责牵头建立完善协
作网工作机制，制定相关工作制度或标
准，接收成员医院转诊的疑难危重罕见
病患者并协调辖区内协作网医院优质

医疗资源进行诊疗等工作；成员医院主
要负责一般罕见病患者的诊疗和长期
管理等工作。今年3月底前，各省份将
出台协作网组建的实施方案。

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组建后，将
对我国罕见病患者进行相对集中诊疗
和双向转诊，充分发挥优质医疗资源的
辐射带动作用，提高我国罕见病综合诊
疗能力，逐步实现罕见病早发现、早诊
断、能治疗、能管理的目标。

本报讯 （记者史 尧 通讯员
曹 咏 吴文君）2月15日下午，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张雪培
教授和妇科纪妹教授，分别在该院河
医院区和郑东院区利用新购置的两
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完成了安装
后的第一台内生型肾肿瘤的肾部分
切除术和河南省首例荧光显影机器
人手术。目前，该院已拥有3台达·芬
奇手术机器人，数量排名全国第二。
此外，该院2018年共完成机器人手术
1198台，创下世界单机年手术量最高

纪录，被授予“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中
国泌尿外科临床手术教学示范中
心”。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共有 4 个
臂，连接摄像系统，能把组织脏器的
影像放大 10~15 倍，三维成像系统让
医生在操作过程中有身临其境的感
觉，使手术操作起来更清晰、更灵
活、更安全、更精准。荧光显影成像
技术是达·芬奇机器人又一大特色
和优势，通过在术中给患者静脉注
射一种名为吲哚菁绿（ICG，Indocy-
anine Green）的荧光染色剂后，该荧
光染色剂将结合在患者血红蛋白分
子上，随着患者血液循环系统流遍
全身。经过一定时间后，该荧光染
色剂将进入患者胆道、尿路、淋巴循
环系统内，帮助医生判断各种变异
的、复杂的解剖结构，鉴别、明确手
术切除范围。这种技术将在妇科手
术、消化系统手术、泌尿系统手术等

多种恶性肿瘤的淋巴清除手术中得
到更精准的应用。

“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荧光显
影系统可以更加准确定位切除前哨
淋巴结，减少不必要的损伤，在提高
患者治疗效果的同时也降低了术
中、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改善了患
者的生活质量。”纪妹教授手术后介
绍说，新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还
新增了“画中画”功能，手术中可以
接入超声设备，从而拥有术者的第
二双眼，所看到的画面更清晰，医生
可以做到手术更安全，改变了过去
只能靠肉眼和经验来判断肿瘤边
界、局部侵犯转移等问题，因此手术
将更精准。

据了解，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在 2014 年率先开展了河南省首例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截至目前，该
院已完成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3000
余台。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耿 梅）2月18日，洛阳市召
开卫生健康工作会议。会议要
求，要创造性落实新时代党的卫
生健康工作方针，以“十大提升
工程”为抓手，全面落实“十大重
点工作”，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
务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健
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19 年，洛阳市卫生健康
系统将全面实施“十大提升工
程”和“十大重点工作”。其中，
在实施优质医疗资源提升工程
中，洛阳市将持续推进国家中医
骨伤科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建设
河南省第二儿童医院（洛阳市儿
童医院）、伊滨综合医院、洛阳市
中医院伊滨医院，实现疑难病不
出市；同时，积极争取省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项目，抓好县域医疗
中心建设，抓好5个临床诊疗研
究中心建设。

此外，在栾川县、洛宁县、宜
阳县、伊川县4个贫困县脱贫摘
帽基础上，洛阳市计划完成汝阳
县、嵩县 2 个贫困县摘帽任务，
围绕贫困群众“有钱看病、有地
方看病、有人看病、少得病”，努
力实现贫困村标准化村卫生室
和合格乡村医生覆盖率 100%，
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
100%；贫困人口医疗费用报销
比例在90%以上，贫困人口县域
内就诊率90%以上。

会议宣读了《洛阳市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关于命名表彰洛阳
市第三届名医名护的决定》，并
为洛阳市第三届名医名护代表
颁奖。汝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宜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分别做
了典型发言。

“新机构担当新使命，新时
代要有新作为！”洛阳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主任谢国玺说，全市
卫生健康系统要坚持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迎难而上、改革创
新、团结拼搏、务实重干，努力
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
展，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即日起，
河南首家药物及药物临床试验咨询
门诊在河南省肿瘤医院开诊，由经验
丰富的医学和药学专家解答患者在
治疗过程中的用药疑惑，指导患者正
确使用药物，为患者提供药物临床试
验咨询，进一步提高患者的治疗效
果。

该咨询门诊的开通，在河南尚属
首家，可为省内外肿瘤患者提供专业
的药物咨询渠道，提升患者的满意
度，实现新医改下医院药学转型和加
速临床转化研究的双赢。

肿瘤患者在诊疗过程中面临诸
多用药问题：如肿瘤患者同时使用多
种药物，可能存在药物相互作用较

多、不良反应相对较大状况，癌痛患
者如何正确使用镇痛药等。此外，

“抗肿瘤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等一
系列措施的落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抗肿瘤药物的可及性问题，“临床
疗效明显、经济负担较重”的抗肿瘤
药惠及更多肿瘤患者。在这种情况
下，肿瘤患者迫切需要了解最新的药
品政策和用药信息。

河南省肿瘤医院药物及药物临
床试验咨询门诊针对肿瘤患者在诊
疗过程中的用药风险，药物相互作用
情况，药物的正确使用方法，以及最
新的药品政策和用药信息等，提供详
细、个体化的药学服务。

（下转第二版）

↑2月19日，焦作市妇幼保健
院的医务人员猜谜语、蒙面作画。

王正勋 王中贺/摄

→2 月 19 日，济源市坡头镇百
道河村热闹非凡，几口大锅热气腾
腾，村民们聚在一起等着领取乡村
医生蒋万忠熬的预防疾病的中药
汤剂。每年正月十五，蒋万忠都会
熬几大锅中药，免费发放给村民。
因为口碑好，周边的村民也有过来
领取的。对于这里的村民们来说，
这是元宵节的一份大礼。

王正勋 侯林峰 常 佩/摄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各医疗卫生机构：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新医改启动10周年，为了全面展示新时

代医改新气象，促进各地交流互鉴，打造格局更大、群众基础更广的医改传播
阵地，搭建一个卫生健康行政管理人员、医疗卫生机构、行业媒体交流互动的
平台，经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同意，决定评选河南省2018年度“医改十大
创新举措”“医改典型案例”，并举办医改典型经验交流会。

一、推选范围
推荐主体为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各处室及省直医疗卫生单位。各地各单位推荐的创新举措应符合国
家和省委、省政府医改政策，围绕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县域综合医改、分级诊
疗制度建设、医联体建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体系、医保支付方式
改革、“互联网+医疗健康”、医疗服务提升、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人事薪酬
制度改革等重点领域，全面梳理创新性举措，深入挖掘典型做法，经实践证明
取得良好成效和社会反响，具备创新性、实践性和惠民性，具有可推广性、可
复制价值。

推荐的创新举措必须是聚焦全局性、突破性、带动性的关键措施，在全省

能够形成较强的示范效应。
推荐的医改典型案例可围绕一个具体问题，认真梳理主要做法，为其他

地区或单位提供参考借鉴。
二、评选程序
评选活动按推荐、初评、投票、终评、表彰 5 个阶段进行。推荐名额

为：省辖市可推荐一两项“医改十大创新举措”、2 个“医改典型案例”；省
直管县（市）推荐 1 项“医改十大创新举措”、1 个“医改典型案例”；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各处室和各省直医疗机构可推荐 1 项“医改十大创新举
措”、1 个“医改典型案例”。在此期间，《医药卫生报》将选择一些创新举
措和典型案例予以报道。

推荐阶段（2019年3月20日前）。由各地各单位推荐上报“医改十大创新
举措”“医改典型案例”候选案例。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以地区为单位申
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各处室和省直医疗机构可独立申报。

活动评委会汇总初评、展示、投票等结果后，最终评出河南省2018年度
“医改十大创新举措”“医改典型案例”，并在2019年5月举办的经验交流会上
表彰。

三、推选要求
（一）各地在推荐“创新举措”“典型案例”时，应一并报送2000字左右经

验材料，并附300字以内的摘要用于投票展示。报名表在《医药卫生报》微信
公众号下载，按要求填写后把电子版发送指定邮箱（z20105321@163.com），
材料和推荐表请邮寄到医药卫生报社828（室）。

（二）广播、电视类等辅助材料（必须是播出版），不
得重新编排制作。

（三）报送时间截止到3月8日。
联系人：邵 倩 李 歌
联系电话：（0371）85967069
15036086611
邮箱：z20105321@163.com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

与学理路交叉口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8楼医药卫生报社828（室）

2019年2月15日

关于评选河南省2018年度“医改十大创新举措”“医改典型案例”
暨举办医改典型经验交流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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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史 尧）2月20日，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全省卫
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
建设工作推进会，落实河南省人民政
府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
决策部署，加快构建全省卫生健康系
统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副巡视员周勇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提高认
识，提升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风
险管控和隐患排查双重预防体系建
设是安全生产工作的一项基础性工
程和治本之策；要把双重预防体系建
设作为新时代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
中心任务和根本举措，切实抓紧抓好
安全生产，使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信息化。

周勇强调，要强化担当，科学推
进，充分发挥医疗卫生行业专家的作
用，将河南省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打造成全国
卫生健康行业的样板；要在已确定的
12家全省卫生健康行业试点单位中，
重点推出一两个标杆，在全省做到引
领示范带动作用；要坚持风险优先原
则，做到人员、机械设备、工作环境、
管理流程等全流程全系统管理，全员
参与，分类合理；要充分依靠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
息技术，搭建智能化信息平台，并在
编写标准指南体系规划的同时，同步
规范各医院工作，提高体系建设的质
量和水平。各级医院领导要高度重
视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
强化制度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