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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发挥挥中中医医药药特特色色优优势势 提提升升现现代代化化诊诊疗疗水水平平

周周口口市市中中医医院院““满满弓弓””推推进进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
（上接 A6 版）

截至目前，医院牵头成立一级学
会 4 个， 各专业委员会 20 个， 医院
13 名专家分别担任省级各专业委员
会副主委。 2022 年全年发表中医特
色疗法及中西医结合相关论文 33
篇；2019 至 2022 年度获得市级科技
成果奖 10 项， 厅局级科技成果奖两
项（2022 年获奖项目：火针与针刺短
刺法治疗乳腺增生的临床应用，大接
经针法联合灸法治疗脑卒中后认知

障碍的临床应用）； 承担河南省中医
药科学研究专项课题在研 6 项，已结
题 15 项。近年来，随着卒中中心建设

的快速推进 ， 脑病科得到长足的发
展，中西医结合治疗脑病的优势更加
凸显，“祛风止痛口服液治疗偏头痛
临床研究”“益气通脉丸治疗缺血性
脑梗死临床研究”获得周口市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化痰醒脑合剂对躯体
化障碍的临床研究”获得河南省中医
药科研专项资金支持立项。周口市中
医院在科研和临床方面已经形成相

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态势，医院自主创
新能力持续增强。

医院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引

进 。 目前医院拥有职工 1371 人 ，副
高以上职称 228 人 ， 中级职称 359
人，硕士以上学历 132 人。 每年选派

30 余名医护人员外出进修提升能
力、开阔视野，短期外出培训学习每
年近 200 人次 ， 对干部职工攻读研
究生进行奖励。 选树医院名医，形成
“名医”带动“名科”助力“名院”的发
展格局。

2 月 9 日，周口市中医院召开第
七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医
院工作报告中指出 ， 推进三大省级
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建设提速增

效， 持续强化急诊急救五大中心建
设，大力发展中医药特色优势 ，让中
医药发展成为医院发展的新引擎。

目前 ， 医院三大省级区域中医
专科诊疗中心建设快速推进 ， 心衰

中心、房颤中心、创面修复中心得到
了很好的发展 ， 中医药特色建设取
得重大突破。 康复中心病区、康复大
厅成为医院标志性科室。 2021 年，医
院制剂中心生产的 82 个品种全部
按要求纳入国家医保 ， 并完成贯标
工作 ；2022 年年底 ,治未病科独立建
科 ，以针灸 、推拿 、按摩 、穴位贴敷 、
耳针、 膏方为主的门诊中医外治中
心，传统疗法中心，膏方门诊运行良
好， 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
得到进一步发挥 。 规模和内涵实现
双提升双促进的周口市中医院在服

务群众健康需求中日益发挥着更大

作用。

推进信息化建设 打造智慧中医院

������走进周口市中医院 ， 医院信息
化建设为患者提供的便利让人充满

意外和惊喜。 近年来，周口市中医院
逐步通过信息化手段，充分利用 “互
联网+”优化就医流程，先后建成“一
站式” 自助服务区实现分时段预约
挂号、微信扫码支付医疗费 、在线住
院服务 、双向转诊 、远程医疗等 ，取
得了明显实效。

据了解 ， 为持续提升医院医疗
质量和服务水平 ， 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健康及医疗需求 ， 周口市中医
院领导班子审时度势、超前谋划 ，以
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为抓

手 ，提出建设智慧医疗 、智慧服务 、
智慧管理三位一体的数字化智慧医

院建设目标， 多次与技术人员一起
研究、制订医院信息化发展方向 ，协
调处理信息化建设工作中的困难和

问题， 使信息系统的开发与设计紧

贴医院实际，功能更加完善 ，流程更
加优化，持续赋能医院高质量发展 ，
以信息化建设推动医院进入高质量

发展快车道。
2021 年 8 月， 医院上线结构化

门诊和住院电子病历系统 ， 完成了
诊疗数据非结构化到结构化的升

级， 医院在电子病历的质量控制方
面再上新台阶 ， 在健康中国国家层
面汇集数据的要求上达到了国家相

关标准。
2021 年 9 月， 顺利取得周口市

第一个互联网医院牌照。依托互联网
医院建设和信息化平台，通过互联网
在线数据传输，有效拓展医疗服务半
径，提高医疗服务效率 ，更好地满足
广大患者的就医需求。 同时，着力打
造互联网医联体，打通以中医药为特
色的“线上+线下”“院内+院外”全流
程服务闭环 ， 构建以健康为中心的

“数字化”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以数
据分析推动中医药现代化进程，推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实现新突破。

在为病患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

智慧服务方面 ， 一是改造优化了综
合预约管理系统 ， 与省预约管理平
台完成对接，开通了互联网医院 、微
信掌医、 支付宝小程序 、 省预约平
台、自助服务预约五大预约途径 ，预
约诊疗的便民水平有效提升 。 二是
顺利完成与全市医共体平台系统的

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系统对接工
作， 以周口市中医院为主的周口市
中医健康服务集团 ， 利用全市医共
体平台实现对帮扶对象单位的远程

会诊 、远程影像 、远程心电诊断 ，让
信息多跑路、让患者少跑腿。 三是按
照周口市医保局的统筹部署 ， 作为
试点区域率先在全市完成医保移动

支付和医保电子凭证全流程应用的

系统升级 ， 来中医院的患者使用医
保码即可就诊 ， 同时在手机端也能
完成医保结算 ， 提高了医保结算效
率， 减少病人在就诊各个环节的等
待时间，方便了群众。

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质
量、提高病房管理水平 ，医院上线了
智慧护理系统，在传统的护理管理模
式上实现了护士移动查房，当值护士
可手持 PDA（护理移动终端）及时核
对患者信息和执行医嘱，通过智能协
作终端（电子白板系统 ）更加直观有
效地获取各个病房实时信息，打通护
理信息化管理的最后一公里，助力护
理管理数字化、精准化。

周口市中医院各项信息化建设

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效益的不断

提升， 更带来了医疗服务质量的不
断提升， 促进了医院各项工作规范
开展，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融现代医学科技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2022 年 10 月 9 日， 位于周口市
中医院 5 号楼的内镜中心正式投入
使用。 重装升级后的内镜中心共有 8
间诊疗室，拥有日本奥林巴斯 290 高
清内镜系列放大内镜、 高清内镜、染
色内镜、超声内镜、磁控胶囊内镜，德
国爱尔博高频电刀、氩气刀 ，全结构
化内镜网络信息平台，内镜质控追溯
内清洗消毒工作站， 全自动消毒机、
闭环追溯系统及控感质控平台等一

流的设备。 该中心分设预约分诊台、
内镜准备区、内镜诊疗间 、内镜洗消
间、内镜储藏间、麻醉复苏间等；拥有
专业技术人员 12 名， 其中副主任医
师 3 名， 主治医师 1 名， 主管护师 3
名，护师 3 名，从空间、设备、流程及
医护力量等方面全方位优化升级，为
病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保证患者良好的就医体验。

目前，周口市中医院高标准建设
的内镜中心在区域内处于领先水平，
在省内也屈指可数。

“我院检验科开展的特色项目中
琼脂糖凝胶电泳技术及易栓症筛查

填补了周口市空白。 ”检验科科长刘
美华介绍。 据刘美华介绍，文献记载，
浆细胞病多发于 40 岁以上的中老年
人，发病率为 2%。 但自 2020 年 6 月
份周口市中医院开展该项目检测以

来，共做标本 500 余例，发现阳性 52
例，阳性检出率高于全国浆细胞病阳
性检出率的 5 倍。

“此外 ，检验科双流水线设备的
使用，缩短了标本检验时程 ，增加了
检验项目。 ”刘美华一一介绍这些检
验设备的特殊技能和“功劳”。

在 2023 年 1 月成立的超声介入
科，目前仅有副主任医师一名 、执业
医师 1 名、护理人员 1 名。 超声介入
科虽然成立得晚，但周口市中医院却
早在 2021 年就开展了这项技术 。
2021 年，开展穿刺活检术 63 台，置管
引流术 55 台 ， 射频消融术 80 台 ；
2022 年，在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开展

穿刺活检术 178 台， 置管引流术 141
台， 射频消融术 114 台；2023 年仅 1
月份，已开展穿刺活检术 23 台，置管
引流术 43 台，射频消融术 21 台。 从
该科室的工作量来看，超声介入涉及
病种覆盖医院内科、外科 、妇产科等
多个科室的病例。

“超声引导下子宫病变射频消融
术在周口市率先开展，甲状腺肝脏病
变射频消融术水平在市级医院中处

于领先地位……” 提起具体工作，该
科室负责人如数家珍 ， 语气坚定有
力。

为完善医院整体服务功能而建

设的内科病房综合楼（5 号楼）投入使
用后，医院部分重点科室建设将得到
极大完善和提升。 其中，内镜中心、检
验科、超声介入科在全市乃至全省的
同级医院中均处于领先水平。

“持续提升危急重症救治能力、实
现现代诊疗技术和中医特色优势的

有机结合，是推动中医院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点。 ”程维明说，“以往提到中
医院都是‘三根手指头一个脉枕’，现
在的中医院，是在中医整体诊疗观的
指导下， 为患者提供融中西医学优
势、中医药三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
医疗健康服务，在服务人民群众健康
需求时也多了一份从容和自信。 ”

周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周口
市中医院的发展，位于周口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的周口市中医院东区分

院建设正加快进行，医院将迎来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在服务群众健康需求
中将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23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周口市中医院全院
员工以务实高效、积极进取的精神状
态投入新一年的工作中，以打造中医
特色突出的现代化综合医院为目标，
全力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周口做出中医院

人新的更大贡献。
（据《河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