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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版

本报讯 近日，安徽医科大学附
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与桐城市中医院
医联体暨专科联盟签约揭牌仪式在桐
城市中医院举行。

仪式上，安医大附属安庆第一人
民医院党委书记鲍习化与桐城市中医
院党委书记刘琳共同签署《安徽医科
大学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与桐城市
中医院医联体协议书》，安医大附属
安庆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毕满华与桐
城市中医院副院长王习平共同签署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
院与桐城市中医院共同组建泌尿外
科、超声科专科联盟协议》。

桐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汪杰贤
表示，两家医院组建医疗联合体不仅
给桐城市中医院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也给全市人民健康带来福音。他希望
双方深入发挥医联体功效，着力解决
人民群众看病难、住院难的问题，让
桐城市人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
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鲍习化表示，安医大附属安庆第
一人民医院将派出优秀的管理和医疗
技术团队进行帮扶，推动桐城市中医
院服务能力、学科建设等全面提升，
更好地合力推进医改深化。同时，医
院将牢记初心使命，切实将“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
动”要求落到实处。院会切实落实医
联体协议，以专科建设为抓手，创新
合作共建模式，不断深化医联体的内
涵建设。

（通讯员 江浩伟）

发挥医联功效 共建专科联盟
——桐城市中医院正式加入安医大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医联体

本报讯 近日，安庆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组织人员赴安医大附属安庆第
一人民医院考察交流，双方就临床医
学教育与医院进行探讨并达成共识。

据了解，安医大附属安庆第一人
民医院一直为安庆医专学生学习、见
习、实习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安庆医
专党委书记叶林霞表示，安医大附属

安庆第一人民医院作为皖西南享有盛
誉的三级甲等医院，医院临床教学师
资力量雄厚，教学科研条件完备。多
年来学校和医院深化合作，推动医教
协同发展，特别是实施“双主体”教
学，共同培养“双师型”人才，拓宽
了学校的办学渠道，向社会输送更多
优秀的医学人才。相信在院校的共同

努力下，院校结合人才培养模式道路
一定会更加的坚实。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第一人民
医院党委书记鲍习化表示，加强与安
庆医专合作，共同培养医学人才，是
医院作为一家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应尽
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医院承办的
临床医学、检验医学“双主体”教学

班成效显著。将来，医院会继续把医
学人才培养作为重大使命，处理好医
疗、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关系，健全教
学组织机构，加大教学投入，建设一
批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在本科生
临床实践教学、研究生培养及临床教
师培训等方面发挥示范辐射作用。

（通讯员 徐怀文）

市一院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本报讯 近日，安医大附属安庆
第一人民医院孝肃路院区康复医学科
为一例脑脓肿偏瘫患者成功实施早期
康复治疗。

该患者 69 岁，出现左侧肢体无
力，行动不便一月有余，经头颅磁
共振检查，考虑为“脑脓肿”。安医
大一附院神经外科于 6 月 7 日为患者
实施“脑脓肿穿刺引流术”，并予以
抗感染治疗，患者病情有所好转，
但术后患者左侧肢体仍不能活动，

于 6 月 17 日来安医大附属安庆第一
人民医院孝肃路院区康复医学科接
受康复治疗。

入院时，患者左侧上肢不能活
动，左手精细动作丧失。不能独立进
餐、穿衣，不能独立行走、上下楼。
日常生活能力极差，日常生活能力
（ADL）评分仅30分。在进行了3个疗
程（3周）的康复治疗后，患者左侧上
肢活动恢复，左手精细动作恢复，能
独立进餐穿衣，能独立行走，日常生

活能力（ADL）评分提升到75分，日
常生活能力大部分得以恢复。

该患者一天天显著好转，即将出
院，他的家人非常满意，感激之情溢
于言表。患者的儿子一见到医务人员
就说：“我原先以为我的父亲不会好
了，会成为一位长期卧床病人，想不
到在你们科做康复有这样好的效果。
是省里一位医生推荐我们来的，他推
荐得好，我选择的对。你们科室理念
先进，康复治疗、护理技术一流，病

区环境也非常温馨，确实名不虚传！”
安医大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作

为三甲综合医院，一直走在康复医学
的前沿。早期康复是康复医学科重要
工作内容之一，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
脑损害，做康复治疗都要趁早，早期
康复是康复治疗无可替代的“黄金时
间”。在疾病的早期规范开展康复诊
疗，可以有效避免或减轻患者功能障
碍，提高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改善
生活质量。 （通讯员 陆敏）

早期康复治疗让偏瘫患者重新站立

今年3月16日，安医大附属安庆
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方元实，作
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派遣的第四批援
布基纳法索医疗队队员，远赴非洲执
行援外医疗任务。

布基纳法索是西非的一个内陆
国家，生活和工作环境相对艰苦，
医疗队的队员们不仅要时刻克服蚊
虫叮咬，还要提防新冠、艾滋病、
疟疾、结核病等传染病的威胁,方元
实的主要工作是在唐加多戈医院心
内科参加日常的病房、门诊工作。
唐加多戈医院位于首都瓦加杜古，
是该国目前基础设施、医疗条件最
好的国家级医院，心脏内科没有独
立病区，目前和呼吸内科、消化内
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同在一个
病区。该国约有 5000 名心脏疾病患
者，每年因心脏疾病死亡的人数占
所有死亡人数的 14%；冠心病目前
最主流的诊断和治疗方式就是冠脉
造影和支架治疗。介入治疗是一种
经由血管进行的微创治疗方法，不
需要手术开胸。唐加多戈医院 2020
年底新安装 GE 介入设备一台，因介
入器械的短缺，迟迟不能常规开展
冠脉造影及介入治疗，通过积极和
当地科室领导沟通，拟于近期采购
相关器械。

7月15日，方元实在门诊接诊了
一名 50 岁的男性患者，因“反复胸
闷3 月”来医院就诊，患者有糖尿病
和肺部疾病，与当地医生讨论病情
后，考虑患者为冠心病，决定为患者
施行冠状动脉造影术。

7 月 18 日上午 9 时，方元实和
几位医生一起为患者施行冠状动脉
造影术检查，术中造影显示：患者
心 脏 右 冠 管 壁 不 光 滑 ， 左 冠 脉 正
常。经分析研判后，诊断为“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9:40 左右，手术顺
利完成。

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医护人
员，团结一心，共同完成了这例非
洲的心脏手术，得到了当地医生同
行的好评。当天共完成两台冠脉造
影手术。

平时除了日常工作，方元实还
积极参加其他公益活动，六月底，
方元实和中国红十字会第四批援布
基纳法索医疗队其他队员一起组织
了一场义诊活动，送医送药到布基
纳法索最基层。

此外，方元实还和当地其他社会
慈善组织一道，去瓦加杜古难民营看
望、慰问难民。到当地福利儿童院进
行义诊，看望孤儿，捐赠物品。

为切实帮助在布基纳法索的中国
公民做好疫情防护，方元实参加了唐
家多戈医院举行的“春苗行动”国产
疫苗接种活动。他表示，在接下来的
一年里，他将继续认真完成援外任
务，作为一名医生，向非洲人民展示
中国医务人员敬业、勤奋和好学的良
好形象。作为一名党员，他将持之以
恒，继续努力为当地人民提供良好的
医疗服务，使更多布基纳法索人民恢
复健康，为中非友谊作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

通讯员 宜医

克服困难 团结一心
——安医大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方元实的援非医疗记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版权局下
发 《关于公布 2021 年度安徽省版权示
范单位、示范园区 （基地） 及软件正
版化示范单位名单的通知》，安徽医科
大学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榜上有
名，被评为“安徽省软件正版化示范
单位”，成为安庆市卫生健康系统唯一
获此殊荣的单位。

安徽省版权局于2021年9月印发通
知，启动 2021 年度版权示范创建工
作。为贯彻落实省市相关文件精神，积
极做好医院软件正版化创建工作，医院
高度重视，成立软件正版化工作领导小

组，多次召开软件正版化项目部署会和
推进会，明确分工，责任到人。经申
报、评审、公示等程序，安徽省版权局
授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
省中医院、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第一
人民医院等全省七家医院“安徽省软件
正版化示范单位”称号。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
院将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软件正版化
示范单位引领带动作用，全面提升版权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水平，
为加快建设数字安庆提供更加有力的版
权支撑。 （通讯员 谢华)

市一院被评为省软件正版化示范单位

本报讯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组
织专家组，对安医大附属安庆第一人
民医院创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工作进
行督导检查。

专家组对照安徽省老年友善医疗机
构创建评价指标，通过查阅医院自评资
料，现场检查老年医学科门诊及病房工
作开展情况等方式，对医院创建工作进
行督查。专家组对医院创新医养结合模
式，畅通老年人就诊绿色通道，病区增
设老年护理床位，依托“银龄双百”行

动开展老年健康知识宣传及义诊活动等
亮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针对不足
之处提出意见和建议。

安医大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院
长王玉表示，医院将以此次督导检查
为契机，严格按照省卫生健康委要求
和专家组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
措施，不断推进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
建工作，提高老年患者的满意度，更
好地为全市人民健康服务。

（通讯员 张勇）

省卫生健康委到市一院督导工作

本报讯 日前，安医大附属安庆
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成功
开展安庆市首例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填补了我市该领域的技术空白，让安
庆及周边地区广大耳聋患者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省级水平的医疗服务。

2021 年 《世界听力报告》 指出，
听力损失目前影响着全球超过 15 亿
人，其中4.3亿人听力较好的耳朵中有
中度或以上的听力损失。未来 30 年，
中国将会超过 1100 万的重度、极重度
聋患者。重度语前聋和语后聋患者群
体庞大，为家庭及社会带来重大的社
会经济负担。开展人工耳蜗植入手

术，是目前治疗重度及极重度耳聋的
唯一有效方法。

据了解，人工耳蜗是一种电子
装 置 ， 分 两 部 分 ， 一 部 分 是 植 入
体，一部分是声音处理器。由体外
声音处理器接收声音，将声音转换
为一定编码形式的电信号，通过植
入体内的电极系统直接兴奋听神经
来 恢 复 或 重 建 听 障 人 士 的 听 觉 功
能。耳聋患者在进行人工耳蜗植入
手术后，通过有效、规范的语言康
复 训 练 ， 基 本 能 够 达 到 恢 复 听 觉 ，
重返正常的生活。

（通讯员 李伟 潘翔）

我市成功实施首例人工耳蜗植入术

本报讯 近日，中共安庆市委宣传
部、安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授予
10位医务工作者2022年安庆市“最美
医生”荣誉称号。安医大附属安庆第一
人民医院龙山院区康复医学科副主任王
嫦娥获此殊荣。

作为龙山院区康复医学科主要负责
人，王嫦娥坚持以身作则，一切以工作
为重，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康复事业
中。2019年12月底，龙山院区康复医
学科刚刚成立，她积极引进先进管理经
验，刻苦钻研医疗技术，从走出去到引
进来，科室业务素质、医疗水平不断提
升，如今的康复科已成为安庆康复事业
发展进程中的“领头羊”；作为一名医
生，她待患者如亲人，热情服务，处处

为患者着想，做患者的“知心人”；作
为一名党员主任，她积极响应院党委号
召，狠抓医德医风建设，恪守医德，深
受广大职工和患者好评；作为医疗战线
的白衣战士，今年3月上海疫情形势严
峻之际，她主动请缨并担任医院援沪医
疗队队长，带领其他 29 名骨干队员白
衣执甲，逆行而上驰援上海，在圆满完
成任务的同时，实现零感染平安凯旋。

从医 29 年来，王嫦娥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服务理念，
不忘医者初心，践行职责使命，不断
提高自身能力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
力求以更优质的康复服务惠及广大患
者群众。

（通讯员 江浩伟）

王嫦娥获市“最美医生”荣誉称号

本报讯 近日，安医大附属安庆
第一人民医院龙山院区神经外科主
任倪永丰成功独立实施一例经皮穿
刺球囊压迫术治疗三叉神经痛，标
志着该院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治范围
进一步拓宽。

该患者是一名老年男性，罹患左
侧三叉神经痛5年余。刚刚发病时，他
误以为是牙痛，多次就诊于口腔诊
所，误诊“牙髓炎”行根管治疗无
效，随后拔除了多颗牙齿，疼痛不但
毫无缓解，反而逐渐加重，患者苦不
堪言。后来就诊于安医大附属安庆第
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确诊三叉神经
痛，给予口服卡马西平治疗，疼痛明
显好转。服药1年多以后，药效逐渐下
降，药物用量越来越大，出现药物副
作用，神经内科建议转入神经外科，

实施经皮穿刺球囊压迫术治疗。
该手术全程仅 30 分钟左右，术后

即刻折磨患者多年的疼痛消失不见，
久违的笑容重新绽放在他的脸庞。

据了解，三叉神经痛位于颜面部
三叉神经分布区域，有时候仅是说
话、咀嚼、刷牙和洗脸等运动或不小
心触摸到面部某一激发点，就有可能
被诱发，犹如刀割、火烧、针刺、电击
般剧痛，每次历经几秒至几分钟，严重
者每天发作数十甚至数百次，不能进
食，不敢讲话，患者终日疼痛难耐，郁
郁寡欢，生活质量很差。目前主流的手
术方式主要是开颅微血管减压或者经皮
穿刺球囊压迫术，后者更适合老年人、
基础疾病多不能耐受开颅手术或惧怕开
颅手术风险者。

（通讯员 刘志）

神经外科巧治三叉神经痛

方元实在义诊现场。

方元实和当地医生共同为患者进行手术。方元实为患者检查身体。

揭牌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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