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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 玲）日
前，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陈海
与第 26 批援埃塞俄比亚中
国医疗队全体队员举行座
谈。

陈海对第26批援埃塞俄
比亚中国医疗队表示欢迎，
对第 25 批援埃塞俄比亚中
国医疗队的工作表示感谢并
给予充分肯定。陈海说，50
多年来，中国医疗队在埃塞
俄比亚留下了无数温暖故
事，成为中国和埃塞俄比亚
医 疗 卫 生 合 作 的“ 生 动 名
片”。他希望新一批医疗队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
非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和

“十大伙伴行动”精神要求，
在以往工作成效的基础上，
传承发扬中国医疗队“不畏
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
大爱无疆”的精神，充分发挥
专业优势，为增进两国人民
健康福祉、推动构建中非卫
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

第26批援埃塞俄比亚中
国医疗队队员们表示，将不
负祖国期待，以实际行动践

行初心使命，弘扬中国医疗队优良传统，出色完成
援外任务，为深化中国和埃塞俄比亚传统友谊不懈
努力。

据悉，第 26 批援埃塞俄比亚中国医疗队共 16
名队员，于 6 月 28 日抵达亚的斯亚贝巴，将在埃塞
俄比亚开展为期一年的援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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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PET/CT揭示疾病
如何重塑人体多器官代谢网络

或可用于追踪疾病演变、预测治疗反应
本报讯（记者朱晓娟 通讯员张晓华）近期，

河南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王梅云团队联合中国
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胡战利、孙涛团队
等，在《欧洲核医学与分子影像杂志》等国际权威
期刊连续发表多项研究成果，运用全身 PET/CT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技术揭示了疾病
如何重塑人体多器官代谢网络，显示了疾病对全
身代谢的影响，为个性化疾病诊疗提供了新框
架。

传统医学对疾病的认知往往仅局限于病变部
分，但如今医学界正逐渐认识到，疾病通常是全
身代谢异常引起的，原发部位病灶的发展进一步
广泛地影响全身多器官代谢。然而，受限于成像
技术和分析方法，疾病如何影响全身代谢的机制
至今仍不明确。河南省人民医院安装了国内首
台全景 PET/CT 临床用机，可实现全身同时高灵
敏度、高时空分辨率代谢成像，为理解多器官相
互协同作用及其因果关系提供了影像平台。

研究组通过医工交叉协同，开发了个体化代
谢网络分析工具，利用全景 PET/CT 精准识别人
体代谢异常。该方法成功捕捉到肺癌患者、不明
原因胃肠道出血患者与健康受试者之间的系统
和器官水平的偏差，揭示了个体代谢异常网络在
系统和器官层面的特征，为理解多器官疾病的病
理生理学提供了独特视角。个体化代谢网络可
以实现对疾病演变或预测治疗反应的评估与追
踪，为精准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全新工具。

项目组进一步利用个体化代谢网络发现，糖
尿病患者脑与皮下脂肪、脑与内脏脂肪的代谢连
接发生显著改变，揭示了“脑—白色脂肪组织轴”
在糖尿病中可能发挥的关键作用，且脑部代谢网
络的异常与糖尿病病程密切相关，并成功绘制出
糖尿病相关的代谢“连接图谱”，为糖尿病的治疗
策略优化提供科学依据。项目团队同时研究了
糖尿病对肺癌患者代谢网络的影响，发现了患者
在肾脏、大脑和腹部脂肪等的代谢特征上的显著
差异，提示糖尿病可能通过影响多组织器官代谢
网络改变肺癌患者的全身代谢状态，表明个体化
代谢网络分析可用于共病研究。

同时，项目组利用个体化代谢网络研究肺癌
患者代谢改变情况，构建了 25 个关键器官的静态
与动态葡萄糖代谢水平构建的精细代谢“连接图
谱”。研究发现，肺腺癌患者表现出大脑与肾上
腺、胰腺等内分泌器官的代谢协同增强，可能反
映神经内分泌代偿机制；而肺鳞状细胞癌患者则
呈现广泛的代谢网络解体，这与该亚型更具侵袭
性的全身恶化特征相符。表明个体化代谢网络
分析方法有望催生新型生物标志物，用于追踪疾
病演变或预测治疗反应。

研究表明，个体化代谢网络有望成为新的生
物标志物，用于代谢性疾病的诊断与评估，为疾
病发病机制研究提供全新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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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公
布了 2023 年全国妇幼保健机构

“国考”成绩，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获得最
高等级 A++，再次跻身全国妇幼
保健院第一方阵。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党建引
领。”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
记、执行院长赵鑫说，“我们将党
的领导贯穿医院治理全过程，创
新构建‘四维融合’体系，在党建
引领发展、服务提质增效、安全防
线构筑、行风清正建设等方面形
成示范效应。”

把舵定向，党建在“战略
融合”中有“高度”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党委
坚持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医院发
展战略，着力破解党建与业务“两
张皮”难题，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把
准方向、凝聚力量。

记者了解到，该院严格落实
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完善
重大事项集体决策机制，制定医
院基层党组织会议议事规则，构
建权责清晰、分工协作的组织制
度体系，确保决策科学规范、公
开透明。同时，严格执行“第一
议题”制度，压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健全基层宣传网络，发
挥支部宣传委员作用，深度挖掘
服务典型，树立优质服务标杆，
推动先进事迹可感可学、见行见
效。

“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上，我们
结合医院内设机构调整优化基层
党组织设置，实现党组织和党的
工作全覆盖。在‘双带头人’培育
工程上，我们的职工党支部书记

‘双带头人’比例达到了 92%。”赵
鑫告诉记者。

匠心惠民，党建在“服务
融合”中有“温度”

6 月初，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新
生儿外科医生黄泓玮接到一家医
院的紧急求助：一名出生仅1天的
新生儿因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导致
肠梗阻。

新生儿外科主任黄华立即启
动医联体远程会诊系统，通过实
时影像传输与当地医务团队展开
病情研讨。在详细分析患儿情况
后，考虑当地医疗条件无法实施
精细手术，黄华果断提出，立即将
患儿转入河南省妇幼保健院进行
手术治疗。

启动接诊预案，两家医院建
立专项沟通群，实时共享患儿生

命体征数据；当地医院在河南省
妇幼保健院的指导下先行开展胃
肠减压、静脉营养支持等术前准
备，为后续治疗争取宝贵时间；
移动 ICU（重症监护室）式安全转
运……最终，得益于“基层首诊—
远程会诊—快速转诊”的三级联
动模式及危重患者标准化绿色通
道流程，患儿成功接受手术。目
前，患儿已康复出院。

深耕危重症救治体系建设，
畅通危重症患儿转诊通道，用速
度、精度、温度守护每一名患儿，
是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以党建为纽
带，持续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提升
服务品质，不断增强群众就医获
得感和满意度的缩影。

据赵鑫介绍，河南省妇幼保
健院引入智能化、信息化管理手
段，提升服务效能。该院推行电
子核签系统，大幅提升接种服务
效率，使得单例接种登记时间由
8 分钟缩短至 3 分钟，日均接种量
同比增长 10%，有效缓解接种高
峰压力，实现服务效率和患者满
意度“双提升”；启动“人文关怀
病房”试点病区，开展叙事早查
房、心愿墙、学习叙事护理百天
微课等活动，落实人文关怀；同
时，优化探视流程，推行“家长开

放日”，推广袋鼠式护理与家庭
参与护理，开设“早产儿父母训
练营”，以赋能患儿家庭，提高患
儿家属满意度。

固本培元，党建在“安全
融合”中有“力度”

医 疗 安 全 是 医 疗 工 作 的 核
心，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严格
落实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构
建医疗纠纷全链条防控化解体
系，为患者营造安全、放心的就医
环境。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党楠说，该院建立不
良事件讨论机制，运用RCA（根因
分析）不良事件管理模式，定期分
析研判潜在风险，将安全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创新机制强保障，
开展全员警示教育，推行“双人查
对+人脸识别”双核验机制，压实
岗位责任，筑牢医疗安全防线；党
总支书记牵头开展危重患儿多学
科会诊、死亡和疑难病例讨论，提
升危重患者救治水平。今年4月，
该院共成功救治危重症新生儿、
超低和极低出生体重儿 40 余例。
同时，重点监督守底线，聚焦医疗
行业违规问题，加强重点科室监

督检查，从源头上防范违法违规
行为发生。

清风润院，党建在“廉洁
融合”中有“硬度”

清廉医院建设是医院高质量
发展的“基石”。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纪委书记唐艳华告诉记者：“我
们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加
强制度建设，强化思想教育，严格
监督管理，持续推进医德医风建
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医疗环境。”

具体来说，该院健全制度扎
笼子，修订完善了医院“双十”管
理制度，加强药品和高值医用耗
材动态监管，严格落实红包管理
办法，开展全院制度自查，出台

《2025 年行业作风建设工作要点》
等文件，织密制度防线；强化教育
筑防线，将廉洁教育纳入新员工
培训、中层干部任前谈话和支部

“三会一课”，针对不同岗位特点
开展精准警示教育，利用新媒体
平台开展常态化教育，推动廉洁
理念深入人心；同时，还严格考评
树新风，运用信息化手段规范考
评 档 案 管 理 ，强 化 考 评 结 果 运
用。每年评选表彰医德医风先进
集体和个人，树立行业标杆，弘扬
新风正气。

“国考”获评最高等级的背后
本报记者 常 娟 通讯员 华小亚

聚焦聚焦““两高四着力两高四着力””·守护健康惠民生

↑近日，在鲁山县磙子营乡郭胡桥村党群服务活动中心，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开展“健康鹰城行 爱卫下基
层”活动，组织医疗专家为村民义诊。与此同时，平顶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红十字志愿者还为村民提供
了急救技能培训，并对重点区域进行了专业消杀。据了解，郭胡桥村是“健康鹰城行 爱卫下基层”活动的首站，
随后该活动将在平顶山市各个县（市、区）陆续进行。 王 平 王春霞 孙晓兵/摄

《河南心血管疾病与健康报告》发布
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年均增长6.83%

本报讯（记者丁 玲 通讯员邢永
田）在近日召开的第八届华中心血管病
大会上，《河南心血管疾病与健康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报告》显
示，2018 年~2022 年，河南省户籍居民
的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显著上涨，心血
管疾病死亡率年均增长6.83%。

《报告》是河南省首次发布关于区
域心血管疾病防控形势、提出综合防治
体系的专题学术报告，全面梳理了河南
省心血管疾病的流行状况、危险因素、
诊疗现状及疾病负担，揭示出当前河南

省心血管疾病防控面临的严峻挑战，并
明确了未来防控工作的重点方向。

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
学院阜外医院流行病研究部主任鲁向
锋说，近年来，河南省在疾病防控方面
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
的进展、城镇化的加速，以及不健康生
活方式的流行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
率、死亡率持续上升，心脑血管疾病在
河南省死因构成中的占比已接近 60%，
是 威 胁 河 南 省 居 民 健 康 的“ 头 号 杀
手”。

《报告》建议，在强化一级预防方
面，要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加强烟草控
制、合理膳食和全民健身行动，推动

“三高共管”项目向全省扩展。完善分
级诊疗体系，构建“省—市—县”三级
防治网络，提升基层筛查和管理能力，
实现高危人群规范化管理率达 80%的
目标。利用 AI（人工智能）辅助诊断、
远程医疗等技术推动技术创新，提高早
期筛查和精准治疗水平。加强数据驱
动，依托医疗大数据平台，实现心血管
疾病防控的标准化和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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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常 娟
通讯员赵清蘅）“医生，我
这血压怎么吃 3 种药都压
不住啊？”7 月 5 日上午，在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经
开区院区心内科诊室里，
43 岁的张先生焦虑地攥着
体检报告，报告上“最高血
压 230/170 毫米汞柱（1 毫
米汞柱=123.33 帕）”的红
色数字，像一颗随时可能
引爆的“炸弹”，让正值壮
年的张先生寝食难安。谁
也没想到，24 小时后，一场
微创手术为他的高血压治
疗带来了转机——心血管
内科七病区主任李恩团队
成功完成院内首例肾神经
标测/选择性肾交感神经
消 融 术（msRDN），用“ 智
慧消融”为张先生精准降
压。

张先生患高血压两年
有余，最初只是偶尔头晕，
体检发现血压异常后开始
服药，但血压数值却一路
攀升，属于典型的未控制
原发性高血压。更令人担
忧的是，他的多项指标亮
起红灯：血管紧张素Ⅱ（卧
位）数值超出正常范围；尿
素、血糖均轻度升高。经
过全面排查，李恩团队决
定 为 张 先 生 实 施 msRDN
手术。

7 月 6 日一早，李恩以
及心血管内科五病区副主
任牛少辉、李涵组成的手
术团队，在麻醉与围术期医学部茅晓玉及介入导
管室医务人员的默契配合下，开始了这场特殊的
降压手术。

术中，李恩通过全球首款 msRDN 系统，在左
侧肾动脉标测到 8 个位点，其中 6 个引发血压明
显升高；在右侧 12 个位点中，确认 5 个为“神经兴
奋点”。手术团队对标记的 11 个位点进行选择性
消融，而其他位点毫发无伤。半小时后，手术顺
利结束。术后患者即刻苏醒，造影结果显示肾动
脉血流正常。更令人惊喜的是，术前患者血压为
132/91 毫米汞柱，术后即刻降至 114/71 毫米汞
柱。

李恩介绍，传统手术是无差别消融，可能损
伤正常神经；msRDN 则像精准狙击，通过“电刺
激/标测—消融—再电刺激/确认消融效果”的标
准操作步骤，能够提供准确消融位置，还可在术
中、术后提供有效反馈，以评判肾交感神经消融
术的即时效果，实现“智慧消融，精准降压”。

李恩说，msRDN 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手段，
为高血压治疗带来了新选择。随着 msRDN 在未
控制原发性高血压治疗领域的不断发展，未来这
一创新技术将为更多的高血压患者带来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