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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6家医院获评2018年度
国家级母婴安全优质服务单位

杨营军，主任医师，郑州市
第七人民医院内分泌、老年病
科主任，河南省医学会内科专
业委员会常委，河南省医学会
内分泌学分会委员，郑州市医
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他擅长内分泌系统疾
病、老年性疾病及疑难杂症治
疗，尤其擅长糖尿病及各种急
慢性并发症的规范化治疗，在
甲状腺、肾上腺、内分泌性高血
压、代谢综合征等内分泌相关
性疾病诊治方面颇有建树。

本报讯 （记者索晓灿）7 月
20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以下简称河南中医药大学
一附院）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
疗中心工作推进会召开，心血管、
肝病、肺病、脑病、儿科、康复诊疗
中心相关负责人向该院国家区域
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建设专家委
员会专家汇报建设方案并接受专
家点评，进一步推进各诊疗中心
建设工作。同时，全国名中医张
伯礼院士工作站在河南中医药大
学一附院揭牌。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
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阚全程，
河南中医药大学校长许二平，省卫
生健康委副主任张智民，省科技厅
副厅长刘保民等参加会议。

建设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
疗中心，是提升全省中医药诊疗
能力、加快全省中医药事业发展
及中医药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
2018 年 9 月 19 日，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公布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
心建设单位和培育单位名单，河
南共有建设项目12个，其中河南
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心血管、肝病、
肺病、脑病、儿科、康复 6 个专科
被确定为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
疗中心建设项目。

成为建设单位后，河南中医
药大学一附院制定《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建
设方案》，聘请国内知名专家成立
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建
设专家委员会，组织 6 个专科梳
理建设方案，进一步落实建设任
务。该院以发挥中医特色和优势
为核心，以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和
综合服务能力为目标，通过提高
心血管、肝病、肺病、脑病、儿科、
康复6个诊疗中心的中医特色优
势、重大疾病诊疗和疑难危重病
症救治能力、科学研究能力、人才
培养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
力，提升专科区域辐射能力，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张伯礼是河南中医药大学一

附院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
心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他
说，河南是中医药大省，当前全省
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科技发展迅
速。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要建
好6个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
中心，带动专科发展，同时提升诊
疗水平、服务能力，培养人才，提
高整体科研能力；发挥中医药优
势，在慢性病防控、重大疾病诊疗
等方面发挥作用。在建设6个国
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过程
中，医院要重视循证医学，要有一
份非常过硬的临床科研评价，要
产出相关临床路径和指南，并进
行普及和推广，让老百姓得实
惠。这个工作站是他的第一个临
床院士工作站，院士工作站建立
后，将和医院共同努力，助力6个
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以
优秀的成绩通过验收，朝着国家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

阚全程说，近年来，河南积极
推进中医药大省向中医药强省迈
进，建成了比较完善的中医医疗、
教育和科研体系。河南中医药大
学一附院拥有的国家区域中医
（专科）诊疗中心建设项目数量全
省最多，并成功建成张伯礼院士
工作站，为河南加快中医药强省
建设步伐注入新动力。希望河南
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发挥省级医疗
机构龙头作用，辐射带动全省中
医药科研创新能力和临床诊疗水
平全面提升。要打造学科品牌，
以张伯礼院士工作站成立为契
机，充分发挥特色学科优势，带动
学科集群发展，助推国家区域中
医（专科）诊疗中心建设，推动中
医优势病种诊疗水平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为全省中医医院优势学
科建设提供经验。要强化科研创
新，以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工作为
中心，统筹推进临床研究、新药研
发、名医学术传承和创新、中医医
疗技术整理和提高，开展临床疗

效评价和标准化工作，加快标志
性科技成果的产出，带动河南中
医药科研工作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要加快人才培养，制定完善
人才队伍建设规划，既要培育“名
医、名科、名家”，培养领军人才，
又要扶持培养“青苗人才”，形成
合理梯队，提高团队核心竞争力。

许二平说，该院士工作站的
成立，对促进河南中医药大学各
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全省
中医药事业繁荣将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希望河南中医药大学一
附院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发挥好
优势学科专业牵头单位的作用，
加强学术交流和科学研究，不断
提高中医药的诊疗水平和科研创
新能力，传承名老中医经验，增强
综合服务能力，为广大患者和民众
提供更好的中医药服务，为健康中
国建设做出贡献。

当天，张伯礼、阚全程一行还
参观了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全
国名中医张伯礼院士工作站。

本报讯（记者刘 旸）7月20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 2018 年度
国家级母婴安全优质服务单位名单，
河南6家医院位列其中。

《母婴安全行动计划》行动范围为
开展助产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重点
是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妇幼保健
院和妇产医院。在具体举措上，《母婴
安全行动计划》提出了开展妊娠风险
防范、危急重症救治、质量安全提升、
专科能力建设、便民优质服务等五大
行动，督促医疗机构全面落实母婴安

全保障系列文件要求，改善生育全程
医疗保健服务，加强医疗机构质量安
全，提升产科儿科服务能力。

在行动计划实施过程中，河南
省妇幼保健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市妇幼
保健院、漯河市中心医院、三门峡市
妇幼保健院 6 家医院在落实母婴安
全五项制度、提升医疗救治服务能
力、促进服务质量持续改进、开展便
民优质服务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示
范作用。

此次河南上榜的这 6 家医院，或
者不断提升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或
者将紧急剖宫产自决定手术至胎儿
娩出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或者积
极营造温馨舒适的产房环境等。

下一步，全省将充分发挥国家级
母婴安全优质服务单位的作用，总结
提炼一批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模
式，做好经验宣传和推广；要推进行
动计划走向深入，牢牢守住母婴安全
基本面，切实维护广大妇女儿童健康
权益。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对
照党章党规找差距的工作方案》，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主题教育
中对照党章党规，以正视问题的自觉
和刀刃向内的勇气，逐一对照、全面
查找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的问题，真
刀真枪解决问题。

86岁的老人20年前患癌，20年后再回医院，
不为看病，而是为了完成多年的心愿……

今年7月19日上午，河南省肿瘤医院胸外科
五病区和往日一样繁忙。

家住平顶山市的余老先生虽然已经86岁了，
但他精神依然矍铄。这天，他带着自己精心准备
的礼物，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该院胸外科五病区。

走到护士站前，余老先生一眼就看到了自己
一直记挂的许金良主任。余老先生赶紧上前，紧
紧握住许金良的手，久久不愿松开：“许主任，20年
了，我终于见到你了，可能你不记得我，但我记得
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1999年4月，余老先生因吃饭时经常被噎，在
当地医院检查发现是食管鳞状上皮癌，由于条件
有限，当地医院建议转院治疗。于是，余老先生来
到河南省肿瘤医院找到了当时的胸外科副主任许
金良。在住院治疗期间，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比较
落后，科室一天只能做2台手术，余老先生的手术
迟迟排不上。“这个病人是早期食管癌，较早手术
对其有利。”许金良说。

在余老先生住院的第五天，许金良加班做了
手术，这让余老先生心存感激。持续了5 个多小
时，手术成功完成。术后，余老先生在ICU（重症
监护室）住了3天。从ICU出来后，躺在病床上的
余老先生告诉许金良：“我有咽炎，鼻子里插着气
管让我感到不舒服。”

考虑到病人恢复良好，许金良立即把气管拔
了，并对余老先生说：“凡是让病人感到不舒服的，
有副作用的，我们尽量不使用。”这让余老先生很
感动。

住院期间，该院原胸外科护士长刘东英经常
为病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以及饮食上的指导，“别
多想，你这病治好了，以后该干啥干啥，啥事让我
们开心我们干啥”。

经过20天左右的恢复，余老先生出院。临走
时，他询问注意事项，并问是否需要化疗。许金良
说：“手术切得很干净，没必要化疗，回家只需要清
淡饮食，少吃多餐就可以。每顿饭少吃点儿，多嚼
两下，一天吃四五顿。”直白的话语让余老先生觉得这位医生很真
诚。直到20年后的今天，余老先生依旧用“实在”来评价许金良。

当问起为什么会选择在20年后来感谢许主任时，余老先生
说：“这20年我做了很多事情，是许主任给我这些时间，是他让我
活出了多彩人生。20
年后我来到这里不仅
是为了致谢，更是为了
告 诉 他 我 活 得 很 好 。
我想，这应该是对医生
最大的肯定。”

在余老先生与许金良的聊
天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余老先
生多次提到直白、通俗等字眼
儿，并盛赞许金良“实在”。

就此，笔者有感而发：医生
和病人交流，在保证准确的前
提下，请尽量直白和通俗点儿！

为啥这么说呢？这是因
为，余老先生多次强调，自己在
患食管癌后还能活 20 年，除了
许金良高超的医术，还与医务
人员对自己直白、通俗的沟通
有关。

比如，余老先生出院时，想
问问是否需要化疗，有哪些注意
事项，许金良直白地说：“手术切
得很干净，没必要化疗。回家清
淡饮食、少吃多餐就可以。”

再比如，原胸外科护士长
刘东英，在余老先生向她提出
心理疑惑时，便直白地说：“别
多想，你这病治好了，以后该干
啥干啥，啥事让我们开心我们

干啥。”
直白的话语让余老先生印

象深刻，并一直身体力行，也让
余老先生觉得他们很真诚。所
以，直到20年后的今天，余老先
生依旧用“实在”来评价许金良
和刘东英。

医务人员不应该忽略的是：
病人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知识分
子，也有农民，还有接受能力减
退的老年病人。他们不懂医学，
大部分人听不懂专业术语。对
此，应该尽量想办法把某些专业
术语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的一
些白话或者多给他们打比方，在
保证准确和安全的前提下让他
们听明白。

病人听明白了，很多事情
办起来也就顺畅了，疗效也会
更好些。医生与病人有了“共
同语言”，减少了双方的隔阂，
也减少了医患纠纷发生的概
率，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7月17日，在2016级全科医生毕业典礼上，2016级
全科医生进行综合急救能力模拟展示。

当天，河南省人民医院举办2016级全科住培医生毕业
典礼暨定向就业单位座谈会，叮嘱从这里毕业的60名全科
医生放平心态、敞开心怀，借鉴2015级订单定向全科医生
的工作方法，用智慧、实干圈住自己的“粉丝圈”。

常 娟/摄

人体内分泌系统管理、参与
调节人体代谢、生长发育、生殖衰
老等生理活动一旦出现问题，就
会引发诸多疾病，其中最常见的
就是糖尿病。在我国，几乎每10
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糖尿病。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郑州
市心血管病医院）内分泌、老年病
科主任杨营军说，要解除糖尿病
及其并发症给患者带来的病痛，
精准治疗是最佳选择，个体化的
精准疗法让糖尿病治疗事半功
倍。
基因检测，糖尿病患者的福音

转化医学、大数据和精准医
学的发展，为糖尿病等慢性病防
控走向个性化精准化提供了可
能。

据杨营军介绍，所谓糖尿病
的精准治疗，就是对相应的药物
代谢酶、转运体、靶点进行检测，
从而预测患者使用哪些药物以及
药物使用多大剂量可能达到预期
效果，同时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
减少或避免其使用昂贵却不敏
感，或剂量不合适的药物。

70 岁的吴老先生原来一直

口服用二甲双胍片、吡格列酮分
散片维持血糖的正常水平，但近
来血糖值居高不下，频频出现头
晕、心慌、胸闷等症状。为查找原
因，杨营军为其进行了基因检测。

吴老先生的基因检测结果提
示，其对磺脲类药物靶点较敏感，
对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类降糖药
物次敏感，预期疗效好。杨营军
建议吴老先生改用格列美脲、阿
卡波糖药物治疗。一周后，吴老
先生空腹血糖值降低，头晕、心
慌、胸闷等症状明显缓解。

杨营军说，基因是人们自身
携带、终身不变的“密码”，不受病
程、发病原因等条件影响。只需
检测一次，每次采静脉血约 3 毫
升，就可以根据检测结果，为患者
提供精准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要做到精准防控糖尿病，从
基因的角度了解自己，挖掘自身
是否携带糖尿病的易感基因，进
而实现提前预知糖尿病，则是根
本措施。此外，通过糖尿病基因
检测，人们除了能够预测遗传风
险，还能够获得准确的个性化指
导方案来预防糖尿病。

三大法宝，遏制糖尿病足
众所周知，比糖尿病更可怕

的是糖尿病并发症。其中，糖尿
病足是导致糖尿病患者致残、致
死的严重慢性并发症之一。

除了运用基因检测精准治疗
糖尿病之外，杨营军带领的医疗
团队，在糖尿病足的临床研究方
面也成果颇丰。来自郑州的李女
士就是受益者之一。

10 年前，因家族遗传等原
因，40 岁的李女士被诊断为 2 型
糖尿病，长期服用降糖药，后来陆
续出现手足麻木、走路“飘飘然”、
双下肢发凉等糖尿病并发症。两
个多月前，李女士右脚出现溃疡，
久治不愈。听说郑州市第七人民
医院有治疗糖尿病足的特色技
术，苏女士来找杨营军治疗。

经过综合评估后，杨营军采
用糖尿病足湿性愈合疗法，每天
给予清创、换药，联合降糖、抗血
小板聚集、改善循环等治疗。半
个月后，李女士右足溃疡愈合。

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杨营
军和团队成员潜心研究改良了3
种有效治疗糖尿病足的方法：第

一，湿性愈合法。应用特殊敷料
及药物覆盖在糖尿病足溃疡上，
使创面始终保持温润状态。在溶
解坏死组织，抑制细菌繁殖的同
时，还可促进肉芽组织生长，使溃
疡早日愈合。第二，骨髓造血干
细胞移植疗法。将患者自体骨髓
造血干细胞移植到其缺血坏死的
下肢内，使其逐渐分化并形成新
的毛细血管和组织，从而达到治
疗下肢血管病变与糖尿病足的目
的。第三，针对下肢狭窄严重的
患者，可应用球囊导管进行扩张
和血管腔内旋切术治疗，使血管
保持畅通。该方法无手术切口、
创伤小、恢复快，已成为下肢动脉
硬化性闭塞患者的首选治疗方
式。

此外，杨营军提醒，糖尿病
病程达 5 年以上的，有 40%的概
率会患糖尿病足。为了避免糖
尿病足的发生，对于已出现下肢
跛行、疼痛以及皮肤颜色发暗的
糖尿病患者，最好进行256层CT
血管成像或下肢血管造影检查，
及时了解下肢血管狭窄程度，早
诊早治。

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推进
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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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疗法，让糖尿病治疗事半功倍
——访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内分泌专家杨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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