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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赵霅煜 杨小霞）4月17
日一早，武进第六人民医院的门急诊
大厅，聚集了很多家长和孩子，他们听
说市儿童医院的专家要组团来医联体
单位义诊，就带着自家孩子和孩子的
小烦恼赶来，找专家们“出谋划策”。

其中，最开心的是天天的奶奶。天
天是一名6个多月的男孩，在出生2个
多月时，哭闹后的天天右侧腹股沟鼓起
来一个包块，这突如其来的“鼓包”把爸
爸妈妈和奶奶吓了一跳：“这是怎么
了？”心急火燎地带着孩子开车赶到医
院，“鼓包”已经不见了。来到市儿童医
院普外科主任壮文军的专家门诊，壮文
军根据孩子的情况和彩超检查结果，诊
断天天患的是腹股沟斜疝。

腹股沟斜疝是由于胚胎期腹膜鞘
状突未闭塞、腹腔内压力增加、腹壁肌
肉薄弱等原因引起，在孩子哭闹、用力
咳嗽、排便等腹腔压力增大后，腹腔脏
器进入没有闭塞并与腹腔相通的腹膜
鞘状突，引起了先天性腹股沟斜疝，也
就是我们看到的“鼓包”。

小儿腹股沟斜疝疝内容物以肠管
居多，当腹内压暂时降低时，疝内容物
可弹性回缩，“鼓包”暂时消失。但是，
当疝内容物不能回纳时，极易发生嵌
顿，引起肠管缺血坏死、肠梗阻等严重
并发症。所以，择期手术是最佳治疗
方案。

“壮主任，我正好最近想去医院跟
你约手术时间，就看到你们来义诊的

信息了。”天天奶奶抱着孩子给壮文军
再次检查情况，并商量等乘着最近天气
不冷不热的，把择期手术做掉。

本次活动由市儿童医院副院长赵
静带队，分为义诊和巡讲两个环节。儿
内科、儿外科、眼科、口腔科、皮肤科、儿
保科专家共同参与义诊，旨在赋能基层
医疗服务，让当地百姓在家门口也能享
受到优质的儿科医疗资源。

随后，专家团队为基层医务人员进
行了“守护健康，一路‘童’行——外科
系列巡讲”。针对外科疑难重症疾病的
早期识别和诊疗，巡讲团成员和当地医
务人员进行了学术交流和研讨，进一步
提升基层医疗技术水平，更好改善区域
儿童就医体验。

2015年，市儿童医院与武进第六人
民医院（洛阳卫生院）建立医疗联合体
合作，儿童医院常年派驻儿科专家团队
提供技术指导培训，组织查房和疑难病
例会诊，畅通双向转诊通道，通过加强
日常监管、深入沟通交流，开拓医联体
分级诊疗新模式。通过医联体“同质
化 高水平”的帮扶，武进第六人民医院
在儿科技术服务、医疗质量方面飞速提
升，入选江苏省儿科特色基层单位。

今后，市儿童医院将继续发挥资源
优势，以基层帮扶为契机，进一步加强
与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的沟通与合作，全
面提升我市儿科医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和医疗服务水平，助力全市儿童健康事
业的发展。

让本地孩子享受
家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

2月1日，推出腹痛门诊、头痛门
诊；3月 4日，推出颈肩腰腿痛门诊
——随着三大症状门诊的推出，全市
首创的“症状门诊”正在成为市一院创
新服务的新名片。

长期以来，医院门诊一般按各医
学专科或亚专科名称、医学功能系统
等开设，如肾内科、神经外科、皮肤科
等。但在实际生活中，不少市民因专
业医学知识的匮乏，生了病去医院往
往不知道应该挂什么科室，知病不知
科成为困扰市民的一大障碍。回应市
民这一关切，症状门诊成为市一院破

解难题的突破口。
“症状门诊，顾名思义，就是以症状

而非疾病命名的门诊。”市一院门诊办副
主任朱力介绍，临床上，疾病的症状有很
多，而疼痛无疑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开
设腹痛、头痛、颈肩腰腿痛等三大症状门
诊，也是基于患者临床需求的举措。”

其中，腹痛门诊专注解决“肚子
疼”问题，可为各类不明原因腹痛患者
提供更为专业、明确的诊疗服务；头痛
门诊为偏头痛、紧张性头痛以及高血
压、脑血管病等引起的各类常见头痛
疾病提供诊疗；颈肩腰腿痛门诊为颈

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肩袖损伤、肩
周炎、膝髋关节炎、半月板及韧带损伤
等常见颈肩腰腿疼痛患者带来科学、
规范、合理的治疗——

在市一院，有了这三大症状门诊，患
者可以根据字面意思进行判断，看是否
与自己的情况吻合，从而决定挂什么号；
医生以症状为导向、以病患为中心，从而
提供更方便、精准、系统的诊疗服务。

69岁的王阿姨头疼已有半年，在
市一院头痛门诊经过详细检查，原来
头颅中有一个直径达2厘米的脑膜
瘤，这是导致她头疼的根源；

30多岁的孙先生两个月来总感觉
右上腹胀痛不适，按压上去还有压痛，
在市一院腹痛门诊经过详细检查，被确
诊为大胆囊伴胆囊结石；

72岁的金阿姨最近一个月右手臂
疼痛厉害，不能往上抬，不能往后伸，衣
服都不能自己穿脱，在市一院颈肩腰腿
痛门诊，她被诊断为肩袖损伤……

从2月开诊至今，症状门诊已为不
少患者提供了明确的诊断和个体化的
治疗，作为市一院2024年为民办实事
重点工作的症状门诊正越来越受到越
来越多市民的欢迎和好评。

市一院在全市率先推出三大症状门诊

创新赋能，医疗服务更惠民
□本报记者 陈荣春 通讯员 李祉萱 吴洁

头痛、肚子疼、腰腿痛、颈椎病……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会被这些问题困扰，想到医院看病却不知道应该挂哪个科室、找哪位专家比较合
适。针对这些市民的实际需求，今年2月起，市一院在全市率先推出腹痛门诊、头痛门诊、颈肩腰腿痛门诊等三大症状门诊，周一到周日正常
开诊，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多年来，市一院坚持聚焦市民最关心、最切身的医疗需求，创新推出一系列医疗服务举措。以症状门诊为全新着力点，市一院将继续“以
患者为中心改善医疗服务”，主动回应群众看病就医新期盼，打造更受市民欢迎的医疗服务体系，为擦亮“常有健康”民生名片贡献更大力量。

医疗连着民生，民生连着民心。
近年来，市一院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
急难愁盼，以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
体验为着力点，在改善医疗服务上下
功夫、出新招、办实事，以改善服务的

“小切口”，撬动看病就医“大民生”。
此前，从患者视角出发，依托新理

念、新技术、新模式，市一院先后成立
MDT（多学科诊疗）门诊、设立“一站
式”服务中心、增设周末专家门诊、推出
入院准备中心等服务，及时满足市民多

样化就医需求。此次推出的症状门诊，
是市一院改善医疗服务的新抓手，也是
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新探索。

症状门诊的挂号费用与普通门诊
一样，线上MDT会诊不另外收费；症状
门诊限号，保证医生有更多时间与患者
进行充分沟通与交流；症状门诊不轻易
转诊，有效减少患者被“踢皮球”的现
象；症状门诊的专家在医院直播平台开
展公益科普，与网友积极互动，关注度
飙升……一系列措施，在方便患者就医

的同时，更有效改善他们的就医体验。
不仅要治已病，更要治小病、治未

病。市一院脊柱外科主任仇胥斌打开
一本随访本，里面每一页都有20—30
个患者的随访记录，“我们专门安排了4
名医护人员，分别在门诊后一周、三周、
三个月、一年时进行电话随访，希望通
过对颈肩腰腿痛门诊患者的长程追踪，
实现对慢病管理的一些尝试和探索”。

更重要的是，症状门诊坚持以患者
为中心，打破传统学科和科室的壁垒，

形成统一的诊疗理念和规范流程，为患者
带来便捷、科学、精准的诊疗服务。在症
状门诊的有益尝试基础上，市一院正积极
推进颈肩腰腿痛中心等多学科医疗中心
的探索，进一步探索这种以患者为中心的
诊疗模式。“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构建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诊疗
为链条的多学科融合型诊疗体系，不断推
动医院高质量发展，为常州及周边地区群
众带来更高水平的优质医疗服务。”市一
院副院长邵耐远介绍。

27岁的李小姐是一名在上海工
作的白领，近两年来，每当天气转凉或
过度劳累时，颈痛就反复发作，辗转于
上海、南京多家医院均未查出原因。
在市一院颈肩腰腿痛门诊，专家从一
堆数据、报告、影像资料中发现端倪：
原来，李小姐的椎动脉异常细小，主要
依靠从颈后肌肉中穿行的变异血管为
大脑供血，一旦天气转冷或过度劳累，
颈后肌肉压力出现变化，就会影响到
脑部供血，从而导致颈肩部疼痛及头
昏。得知这一消息，李小姐简直不敢
相信：“听说这样的情况很罕见，真的
想不到竟是这个原因！”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头痛也好，腹痛也好，颈肩腰腿痛
也好，症状看似简单，但往往都可能涉
及到身体多个器官系统，如何揭开层
层迷雾直击真实病因，考验着门诊医
生的能力，也考验着医院的管理智慧。

“症状门诊在清晰了解患者诉求的
基础上，可以实现按症索医，真正让患
者少跑腿，部分疑难病症还可以采取多
学科讨论，让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医疗
服务为患者带来更规范、精准的诊疗。”
市一院医务处处长杨敏介绍，腹痛门
诊、头痛门诊由医院大内科、大外科统
一排班，两名医生共同坐诊；颈肩腰腿

痛门诊由脊柱外科、骨关节科、疼痛科、
康复医学科、针灸科团队对患者症状进
行综合评估，并提供最优治疗方案。坐
诊医生均经过系统培训，每个门诊均制
定出规范诊疗流程图供参考。

以颈肩腰腿痛门诊为例。虽然颈
肩腰腿痛门诊的坐诊医生来自于脊柱
外科、骨关节科、疼痛科等科室，但他们
在统一疾病认知的基础上形成规范的
诊疗流程，以症状、体格检查和影像学
检查等三方面为基础，科学诊断出疾病
及疾病所处阶段，由此给出一套综合治
疗方案。“对于不同时期的患者，我们有
一套从物理治疗、介入治疗到微创治

疗、开放手术的阶梯式治疗方案，力争为
每名患者真正带来科学诊断和适宜治
疗。”市一院疼痛科负责人袁岩介绍。

与此同时，针对一些疑难杂症，症状
门诊还建立线上MDT会诊形式，依托全
院45个临床科室雄厚的专家力量，为患
者提供综合全面的诊疗建议。“像头痛，
从学生到老人都可能遇到，其中既有偏
头痛、紧张性头痛等，也有流感季因感染
引发的头疼，有时也会有疑难杂症。”头
痛门诊医生叶丹介绍，遇到疑难杂症，首
诊医生可以指导患者提出申请，专家团
队在48小时内与患者在线交流并给出
答复，为患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撬动看病就医“大民生”

“一站式”解决疼痛困扰

创新推出三大症状门诊

一萱供图

本报讯（李青 杜蘅） 4月 17日
15时，我市新北区长江路上，一辆救护
车呼啸而过，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小
型急救现场——

“伤口长约 4厘米，有活动性出
血，足背动脉有搏动！”

“血压91/60mmHg，心率68次/
分，呼吸22次/分，氧饱和度96%！”

“血压有点低，开通静脉通道，生
理盐水500，快速滴注，把相关信息传
回医院！”

“好的，已经通知医院抢救大厅！
生理盐水500静脉滴注！”

“周护士，帮我抬一下腿，我来帮他包
扎止血，防止钢筋移位，增加二次伤害！”

车上医护人员不顾车辆颠簸，全
神贯注地抢救眼前这位44岁的男性
患者。他在打磨时不小心割断了一根
直径约1.5厘米的钢筋，被飞溅而出的
钢筋扎入了左侧大腿根部。

“我们到现场时，发现患者痛苦貌，
面色苍白，全身大汗，判断他有可能会

发生休克，就立即启动通讯设备，与医
院联系。同时，我们紧急进行现场处
置，开通静脉通道、包扎、止血等。”

救护车很快驶入市四院急诊入口
处，急诊外科韩卫卫、创伤中心黄恺等
医护人员已经在等候，抢救车、床边摄
片机、彩超等等也已准备就绪。患者
一到抢救大厅，医护人员就开始忙而
不乱、有条不紊地进行抢救。

半小时后，患者被安全转运至手
术室。历时46分钟，医生为其取出钢

筋，同时修补了内收肌及股动脉穿
支。术中取出的异形条状钢筋长约15
厘米，刺入体内约4厘米。

由于患者伤后出血较多，且伤口深
伤及动脉和肌腱，目前仍住院治疗中。

市四院创伤中心副主任方晓辉介
绍：“患者上救护车后，相关信息就传
送到医院，让我们可以根据患者情况
提前准备，开通绿色通道，从而缩短危
重病人抢救的响应时间，做到上车即
入院，急救零等待。”

男子操作失误，钢筋飞溅入体

救护车秒变急救现场

本报讯（李青 耿茜 孙镇江） 4
月 16日，我市西太湖细胞治疗前沿
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发的“PD-1抗体
自分泌 γδT细胞治疗晚期实体瘤的
I期临床研究”在市二院肿瘤科正式
启动。该项目由市二院肿瘤科牵头
开展，是国际首个PD-1抗体自分泌
型 γδT细胞治疗实体瘤的临床研究
项目。

细胞研究是目前生命科技前沿探
索重要的领域之一，2020年9月成立
的西太湖细胞治疗前沿技术研究院肩
负重任——打造国内领先的细胞治疗
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先进技术转化与
项目孵化平台、高端的细胞产业设备
研发平台。此次首个临床试验项目的
顺利启动标志着西太湖细胞研究院步
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市二
院在细胞治疗临床应用转化方面迈出

坚实的一步。
市二院党委书记秦锡虎表示，细

胞与基因治疗作为新兴的医疗技术，
为癌症、遗传病、罕见病等疾病治疗开
辟了新的道路，这项临床试验研究是
市二院与西太湖细胞研究院的首次合
作，具有重大深远意义。医院将秉承
患者权益和安全至上的理念，牵头科
室要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开展临床研
究，保证临床试验过程规范，数据和结
果的科学、真实、可靠，尽职尽责高质
量完成实验项目，真正为百姓健康带
来更多福音。西太湖细胞治疗前沿技
术研究院院长张建民表示，细胞研究
院将以此次临床研究合作为契机，带
动细胞和基因治疗行业资源汇聚长三
角，支持更多细胞和基因治疗前沿成
果在常州转化，构建常州地区细胞治
疗临床转化平台。

我市自主研发细胞治疗
晚期实体瘤启动临床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