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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任戌盈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24 年 1 月 8 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公布2022 年度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
考核结果，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综合排名全国第
5位，稳居A++等级，其中体现医院疑难急危
重症收治能力的病例组合指数（CMI ）位列
全国第3位。
  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被业内称为
“国考”，是检验三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发展
成效的官方评价工具，是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引
导三级公立医院进一步落实功能定位，提高医
疗服务质量和效率，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指挥
棒”。
  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由医疗质

量、运营效率、持续发展和满意度评价4个维
度的指标构成，考核总分1000 分，4个维度分
值分别占总分的 43%、 27%、 18% 和 12% 。
2022 年，全国共1521 家三级综合医院参与该项
考核工作，排名前 1% 的医院被评为最高等
级——— A++等级。
  在 2021 年度“国考”中，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综合排名为全国第13 位，首次进入A++
等级。本次其“国考”成绩综合排名上升8个
位次，再创佳绩。而体现医院疑难急危重症收
治能力的CMI值则从前一年的全国第6位跻身
全国前3名，成绩引人瞩目。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疑难急危重症的诊治
能力是如何提升的？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院长
陈玉国称，齐鲁医院践行公益性使命，把保
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聚焦

人民群众重大疾病诊疗需求，设置 110 余个
亚专业，形成疑难急危重症专病专治格局；
强化高难度手术、急危重症和疑难罕见病患
者的收治，反映疑难危重患者收治比例的
RW ≥ 2 人次占比由 2018 年的 10 . 9 9% 升至
2023 年的 21 . 04% ；改革床位管理模式，让急
危重症患者优先入院；提高手术台利用效
率，缩短患者住院时间，改善了患者就医体
验，平均住院日在两年内由 8 天缩短至 6 . 5
天；服务国家战略，将术后病情稳定或康复
期患者转回当地医院，推动医疗资源优化
利用。
  为提升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还开展了院级疑难危重病例讨
论——— 齐鲁求真大讨论，两周一期，线下现
场讨论、线上同步直播，目前已举办75 期。

为提升医务人员知识水平，该院每周进行医
疗业务知识讲座——— 齐鲁广智大讲堂，围绕
不同主题开展“病例分享”“病历内涵质
控”“ MDT ”专题讲座等系列活动，已举
办 11 6 期。两项活动单期点击量均已突破
7 万。
  提升疑难急危重症诊治能力是高水平医院
的使命，也是建设国家医学中心的要求。院长
陈玉国表示，未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将围绕
三大疾病群，即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和疑难急
危重症创建国家医学中心；在科技创新方面，
紧紧围绕“医工结合”迈出坚实步伐；在把医
疗服务基本功练好外，还会更加注重医院文化
建设。“医院服务的对象是生病的人，而不是
某个病。如何把生病的人服务好，我们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

  □ 本报记者 任戌盈 
   本报通讯员 赵梅

  在 2024 新年将要到来的时候，49 岁的李
先生重获新生。故事要从一个月前讲起。
  2023 年 11 月 24 日早上 7 点，济南市中
心医院心外科 12 病室内， 49 岁的李先生正
在紧张等待一场“人工心脏”植入手术。他
于 2019 年确诊扩张型心肌病，进而引起心
衰，“发病时胸口疼得上不来气”。这几年，
他长期居住在医院，进行药物抗心衰治疗。
  心衰是心脏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患者
会因心脏的收缩功能和（或）舒张功能发生
障碍，不能将静脉回心血量充分排出心脏，
进而导致静脉系统血液淤积，动脉系统血液
灌注不足，引起心脏循环障碍症候群。其
中，绝大多数的心力衰竭都是从左心衰竭
开始。
  李先生的主管医生邵宝伟介绍，正常人
的左心室射血分数是 55%— 75% ，也就是说
左心室每次收缩时可以向主动脉打出一大半
的血，进而满足各脏器的需要。李先生早期
的左心室射血分数大约是 35% ，而到 11 月
时已经下降到 14%。手术前，药物已经无法

有效改善他的心功能，躺不下、咳嗽、喘、
活动能力下降成为常态。李先生告诉记者：
“‘人工心脏’必须得做了。”
  据统计，我国心衰患者约 1210 万人，
每年新发病例约 300 万。由于药物治疗局限
和心脏移植供体缺乏，机械性心脏辅助装置
（人工心脏）成为终末期心衰患者的新
选择。
  济南市中心医院心外科主任张锋泉介
绍：“这个手术会在李先生的心尖部打一个
洞，缝上左心室辅助装置，通俗来讲，就是接
入一个血液泵。这个泵可以将左心室的血抽出
来，再驱动血流打入主动脉，从而完全替代他
左心的泵血功能。”
  2023 年11 月 24 日上午 9 点 20 分，经过繁
忙的术前准备，邵宝伟开始打开李先生的胸
腔。“人工心脏”植入手术需要在心脏停
跳、体外循环支持下完成。 10 点 24 分，李
先生的心脏逐渐停止了跳动，体外循环机开
始工作。体外循环灌注师王振祥介绍，这个
机器可以代替病人的心脏和肺脏功能，在心
脏停跳时保持对病人的全身营养供应，维持
他的生命体征。
  “人工心脏”安装则由张锋泉完成。他

小心翼翼地在李先生的心尖部打上一个洞，并
一针一线缝上了左心室辅助装置的接口。与此
同时，永仁心左心室辅助系统临床工程师赵阳
在手术台边进行了血泵的连接和测试。这个血
泵如人的拳头大小，上面有一个入血口和一个
出血口。张锋泉将经过测试的血泵和心尖上的
接口慢慢拧在一起，并把血泵留在了李先生的
胸腔内。与血泵连接的电缆则从他的腹部穿
出，与外部控制器相连。据赵阳介绍，这个控
制器可以根据患者情况来调整血泵搏血量。未
来，李先生将随身携带这台控制器，以维持心
脏的正常泵血。
  经过 77 分钟的体外循环，李先生的“人
工心脏”安装完成并开机，手术只剩最后一
步：停掉体外循环，并让他的心脏恢复跳动。
张锋泉先用手刺激李先生停跳的心脏，试图让
它自主跳动，但并未产生明显效果。接着，在
张锋泉的指令下，启用除颤仪，电极片贴近李
先生心脏。在电流驶过的瞬间，他停跳77 分
钟的心脏终于再次有力地、有节奏地跳动了
起来。
  2023 年11 月 24 日下午 2 点 47 分，完成手
术的李先生进入心外科监护室。在之后的 8
天里，济南市中心医院心外科 ICU 负责人王

鹏飞带领的团队不断监测他的出血和右心功
能情况，随时调整治疗方案。据张锋泉说，
李先生的右心功能很好，当血液泵完全接替
左心室工作后，他的左心室将得到充分休
息。充分休息后的左心室有恢复正常泵血功
能的可能性。若功能恢复，李先生就可以彻
底摘掉这个辅助装置。
  手术 8 天后，李先生从监护室回到普通
病房。手术10 天后，他在家人和医生帮助下
开始下床活动。手术前，他“走两步就喘，
觉得心脏上压着一块大石头”“疼起来觉得
不如死了算了”。手术后一个月，他已经可
以提着“人工心脏”控制器在走廊里快速
行走。
  2 0 2 3 年 1 2 月 2 7 日是李先生出院的日
子，记者在济南市中心医院心外科病房内再次
见到了李先生，他正抱着 1 岁半的小女儿玩
耍。该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宋勇峰特意来探望
他，并献上鲜花庆祝他顺利出院。李先生说：
“这个控制器象征着我的第二次生命，我现在
对未来非常向往。”
  记者从济南市中心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宁
岩松处了解到，李先生目前病情稳定，身体机
能正在逐步恢复中。

  □ 李秀芳

  近年来，济南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立足全区
人口发展和老龄化区情，紧盯老年人医养结合需
求，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路径设计，扩大服务供
给，促进医疗卫生资源与养老服务有效衔接，推
动医养康养深度融合发展，有效满足了辖区老年
人多层次、多样化健康养老服务需求。
  济南市市中区是济南市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
的区县之一。截至目前，机构在养老人约 180 0
人，占比 1 . 38% ，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日间
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在养老人约 9500 人，占
比 7 . 3 1% ，居家在养老人约 11 . 8 7 万人，占比
91 . 31% 。针对三种形态养老模式，医疗机构主
动对接、主动服务，实现了三种形态老年人医疗
服务全覆盖。
  首先，聚焦凝聚工作合力，不断健全组织保
障机制。坚持政府主导，成立由分管副区长任组
长，区卫生健康、民政等 12 个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为成员的医养结合工作领导小组，形成“政府
主导、部门协同、多方参与、政策支持”的工作
格局，确保医养结合工作组织有力，高效推进。
明确工作职责，制定完善了区卫健、民政、医
保、发改、财政等多部门合作机制，明确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职责任务。密切协同配合，积极协调
财政部门设立医养结合工作专项资金，按照标准
落实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健全监管机
制，建立健全由区卫健、民政、市场监管、住房
和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
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协同监管机制。同时，聚焦
满足群众需求，不断拓展“三种服务模式”，在
全区普及“ 1+3+N ”医养签约服务模式，其中
“1 ”指 1 家养老服务机构，“3 ”指 1 家基层医
疗机构（含一级医疗机构）、 1 家二级综合医
院、 1 家三级综合医院，“N ”指中医、眼科、
口腔等其他专科医疗机构。
  聚焦提升服务质量，不断夯实“三个关键支
撑”。突出人力支撑，围绕破解健康养老护理行
业招人难、留人难的突出问题，与山东中医药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合作，挂牌成立市中区医养结合
培训基地，对医养结合、长期护理、养老服务从
业人员分批次组织免费培训，培养业务全面、技
术过硬、服务规范的医养服务人员。突出标准支
撑，分类制定市中特色的医养结合管理、服务、
监管等地方规程，逐一打造示范样板，全面提升
医养结合服务规范化水平。突出政策支撑，简化
医养结合机构办事流程，以备案制代替养老机构
内部设置诊所、卫生所（室）、医务室、护理站
的行政审批，可直接向区卫生健康部门申请
备案。

  □记者 黄鑫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经山东省各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
事业单位推荐和个人自荐，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组织审查遴选，确定并公布山东省职业健康专家库
（2023年）名单，并对明确职业健康专家职责、发
挥职业健康专家作用、严格职业健康专家库管理有
关事项作出具体安排。
  职业健康专家的主要职责是参与地方职业病防
治规划、政策措施、法规标准的研究制订；参与职
业健康重大问题调研，撰写调研报告或论文，提出
改善与促进职业健康工作的建议；参与职业病危害
专项治理、职业健康工作督导、调研和抽查、职业
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及调查处理等活动，提出专
业、客观意见；参与职业健康行政审批相关的评
审、监督检查等工作；参与职业健康监护和职业病
诊断、鉴定、治疗等工作；参与职业健康宣传教
育、培训和科普工作；参与职业病防治科研和技术
咨询工作等。
  山东省职业健康专家库按照开放、流动、择
优、分类的原则实施动态管理，省卫生健康委适时
组织对专家进行相关政策、法规、标准的培训、考
核和工作评议，对专家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记录，根
据专家情况和工作需要及时进行调整和充实，其
中，无正当理由，1年内连续两次及以上无故未完
成指（委）派任务或不参加专家库正常活动的专家
将被终止资格。
  省卫生健康委指出，各市卫生健康委可根据需
要成立市级职业健康专家库，或共享省职业健康专
家库资源。职业健康专家所在单位要支持本单位专
家参加相关职业健康工作，为专家履职提供必要的
保障。

  □记者 黄鑫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 月 4 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
属眼科医院（山东省眼科医院）首台飞秒白内障手
术顺利完成，彻底改变了白内障手术长久以来要用
刀的传统方式，在精准度、舒适度上实现了质的跨
越。 
  据悉，白内障是目前全球排名首位的致盲性眼
病，手术是目前治疗白内障唯一有效的途径。随着
科技的不断发展，白内障手术也在不断迭代，在治
疗白内障的同时更加注重术后视觉质量的提升。该
院医生为患者个性化设置切口位置、深度、宽度等
参数，在电脑的智能引导下按照参数实施飞秒激光
白内障手术，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为患者提供更
多 手 术 安 全 保 障 。 据 悉 ， 该 院 还 引 进 了
CATALYS® 白力士® 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设
备，它提供了专为亚洲人设计的非压平式液体光学
接口，能覆盖各类小眼球患者，可让更多的白内障
患者得到个性化、多层次的医疗服务。
  据了解，山东省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作为山东省
临床精品特色专科，一直不断优化和提升白内障诊
疗技术。飞秒白内障手术的引入，也标志着山东省
眼科医院白内障手术从此进入智能无刀时代。

  □记 者 任戌盈 李丽 
   通讯员 卢骁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山东省医学会第二次
健康传播学术会议在济南举办。会议期间，山
东省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召开了第二届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
班子。此后，会议宣布启动2024 年“服务百姓
健康”双百工程和健康传播创新作品评选
活动。
  学术会议开幕式之前，山东省医学会健康
传播分会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召
开，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党委委

员、副院长肖伟当选山东省医学会健康传播分
会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宣传处处长吴黎明到会指导，山东省医学
会驻会副会长、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林，监
事邱源，全省77 名委员参加全体委员会议。
吴黎明说，全省健康传播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积极参与健康传播分会的工作，
加强交流与合作，推动我省健康传播事业的蓬
勃发展，为健康山东、健康中国的建设贡献力
量。张林充分肯定了健康传播分会第一届委员
会的工作，强调各位委员要重视换届选举工作，
选出最好的专科分会带头人和高质量的专科分

会领导团队。邱源监事宣读了《山东省医学会
专科分会换届工作四不准》并对换届工作现场
监督。
  健康传播学是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应用分
支，在健康政策解读、健康资讯发布、健康传
播人才培训等方面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自2020 年 12 月成立以来，山东省医学
会健康传播分会开展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
为山东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社会舆论保障。
  会议开幕式上，山东省医学会健康传播分
会2024 年“服务百姓健康”双百工程正式启动。

该工程以“坚持人民至上，全方位全周期保障群
众健康”为主题，将通过100 场现场义诊、100 场
科普宣教活动，促进人民群众健康行为和生活
方式养成，帮助其提高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
  肖伟介绍，2024年山东省医学会健康传播分
会还将组织开展“健康传播创新作品评选活动”，
对选送的短视频类、摄影作品类、报刊书籍文创
类健康传播创新作品进行评选，并择优表彰。
  开幕式后，来自大众日报、济南市公安
局、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和新
浪网•微博的代表结合自身工作情况开展了健
康传播学术分享交流。

山东省眼科医院

首台飞秒白内障手术完成

山东省公布

2023年职业健康专家库名单

济南市市中区推动

医养康养深度融合发展

山东省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

100场义诊100场科普宣教活动启动

  □记 者 黄鑫 
   通讯员 赵新英 报道
  本报滨州讯 2023 年12 月21 日，滨州
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同神经内科一起，以
优异成绩获评山东省临床重点专科。
  据了解，滨州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坚
持“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的服务
理念，积极为患者提供优质化、人性化的服
务。其中，为做好糖尿病的健康教育，2002
年起，该院内分泌科就积极开展“糖尿病大
讲堂”活动，对糖尿病患者进行糖尿病知识
宣教，讲解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治，还有
饮食结构的规划等，让糖尿病患者正确认
识糖尿病，有效控制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提
高生活质量。
  图为该院内分泌科医生为患者进行糖
尿病知识宣教。

滨州市人民医院获评

山东省临床重点专科

“人工心脏”植入记
——— 49 岁李先生重获“心”生

2022 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结果公布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综合排名全国第5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