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周欣怡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第一医科大
学附属中心医院东院区胃肠外科联合泌尿
外科连续成功完成3例全盆腔脏器切除术。
全盆腔脏器切除术，指盆腔局部晚期或复
发肿瘤的多脏器根治性切除手术，切除包
括妇科器官、泌尿器官和胃肠道的相关部
分，同时重建消化道、尿道和盆底。该手
术需要胃肠外科、泌尿外科、妇科、麻醉
科等多学科合作，医生需具备跨学科技
能，手术难度大，因此，又被称为“珠
峰”手术。这一高难度手术的开展，标志
着该院在复杂肿瘤外科治疗领域迈上新

台阶。
  2024 年 12 月 24 日完成手术的患者是一
名中年男性，膀胱恶性肿瘤（IV 期）直肠
转移、淋巴结转移，经影像学和病理检查
确诊为晚期膀胱恶性肿瘤，已累及多处盆
腔脏器，于该院肿瘤科进行放化疗治疗。
患者辅助治疗过程中出现消化道出血，血
红蛋白41g/L，同时出现肠梗阻症状。患者
病情复杂，非手术治疗无法缓解消化道出血
及肠梗阻症状，且常规手术难以达到根治效
果。为此，该院胃肠外科联合泌尿外科、肿
瘤科、麻醉科及ICU等科室，进行MDT多学
科讨论，共同讨论制订详细的手术方案，及

针对围术期可能出现情况做出应急预案，
决定为患者实施全盆腔脏器切除术。
  手术在麻醉科医生刘曼、喻文青全程
保障下进行，历时6小时，由胃肠外科副主
任医师姜永胜和泌尿外科主任郭峰共同主
刀，联合麻醉科、胃肠外科、泌尿外科、
手术室多学科团队共同完成。手术中，手
术室护士贾玉婷、韩震的精准协助确保了
手术的高效进行。手术医师通过全腹腔镜
手术完整切除了患者的膀胱、直肠、前列
腺及转移的癌组织，同时进行了肠道尿路
改道手术。手术难度极大，不仅需要精准
切除肿瘤，还要求术后重建患者的基本生

理功能。手术过程中，多学科团队配合默
契，成功避免了重大并发症的隐患。目
前，患者身体机能恢复良好，术后影像检
查显示肿瘤完全切除，各项指标显示远期
预后乐观。
  全盆腔脏器切除术虽然风险高，但对
部分晚期肿瘤患者来说，提供了更好的生
存机会。该院连续3例全盆腔脏器切除手术
的成功，体现出该院在处理复杂肿瘤的多
学科团队协作能力，展示了该院在复杂手
术领域的综合实力，也为更多相同疾病类
别的晚期肿瘤患者提供了新的希望和治疗
选择。

  □记者 黄鑫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第一医科大
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消化内
科姜军梅教授团队成功完成了一例内镜下
阑尾切除手术，这标志着山东省立医院在
微创诊疗领域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患者为一名 60 岁男性，有高血压和
糖尿病病史。外院肠镜检查发现阑尾开
口处有一黏膜下隆起，入院后强化CT 显
示阑尾开口处有一 0 . 8cm×0 . 7cm 的环形
强化灶，内镜下冲洗阑尾开口处发现有

脓液流出。主任医师姜军梅分析患者病
情后，认为该黏膜下隆起很可能是单纯
性阑尾炎所致，遂与家属商议决定行内
镜下阑尾切除术。手术在麻醉科、消化
内镜室、胃肠外科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合
作下顺利进行。姜军梅教授团队凭借精
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成功完成了手
术，患者术后恢复良好。
  经自然腔道内镜手术（NOTES ）技
术是通过人体自然腔道（如口腔、肛门
等）进入体内，建立手术通道，完成对

目标病变的诊断和治疗，是一门新兴的
超级微创技术。此前，山东省立医院消
化科也成功开展了经消化道的腹腔肿物
内镜下切除手术，并取得了良好的成
果。阑尾切除术属于经自然腔道内镜手
术（NOTES ）的范畴，该技术应用内镜
进入回盲部并将病变阑尾从肠腔内侧切
除，避免了腹腔镜及外科手术，具有创
伤小、恢复快、体表无疤痕等显著优
势，近年来在国内外医学界备受关注。
此次手术的成功实施，为省内阑尾炎的

微创治疗开创了新的道路。
  内镜下经盲肠阑尾切除术目前仅在
北京、上海、广州及郑州等少数城市开
展，山东省立医院是省内首个独立开展
该 项 技 术 的 医 院 ， 达 到 了 全 国 先 进
水平。
  姜军梅表示，内镜下阑尾切除术尤
其适合一些不能耐受传统手术或追求超
级微创治疗的患者。未来，山东省立医
院将继续探索和推广更多先进的内镜技
术，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 本报记者 周欣怡 黄鑫 本报通讯员 杨光

  编者按：为进一步弘扬卫生健康崇高职业精神，山东省卫
生健康委联合大众新媒体大平台·健康山东云平台推出“鲁医
风采”系列报道，介绍我省优秀医务工作者的先进典型事迹，
凝聚建设健康山东的力量，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
  绵延的桥子山山凹处，坐落着日照市东港区三庄镇西王家
村，村里的青年人进城挣钱，老人们则大都留了下来。在近
300 人的村子里，49 岁的乡村医生王远平已经算得上是年轻
人。对于村里老人们来说，非常熟悉的一幕就是王远平弓着身
子，肩背行医箱，在山路上蹒跚前行的身影。

“弓身”行医，他是步履蹒跚的乡医

  西王家村因为地处偏僻，村里一直没有乡村医生，村民看病
要走上七八里地到外村就医。王远平从小在村子里长大，18 岁
时，他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卧床多年。病痛让王远平至今行走困
难，四处求医的经历，也在王远平心里种下了学医的种子。
  2006 年，王远平考入东港卫生学校，2010 年，取得乡村医生
资格证书，被三庄中心卫生院招聘录用。随后，王远平便回到西
王家村，开始了他的乡医生涯。
  工作中，王远平总是尽己所能为村民提供周到的服务，耐心
细致地对待每一位病人。他坚持合理配方，对症下药，开具“健
康处方”，尽量让病人少花钱治好病，能吃药的不打针，能用健康
生活方式调理的就不开药。
  因患强直性脊柱炎，王远平的腰部、腿部僵直，行走不便，不
能弯腰。西王家村临山而建，行医途中多有山路，每需上门看病
时，王远平便背着医药箱，弓着身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崎岖
的山道上。雨雪天气，山路更加难行。但王远平总是有求必至。

“需要上门去看的，除了随访，就是急症，不能耽误。”王远平说，
“早一秒到，就可能早一秒帮助病人缓解病痛。”

跪地看诊，他是留守老人的“侄儿”

  王远平所在的村卫生室，在村子中段河流的沿岸。卫生室
面积不大，但治疗室、观察室、输液室、药房一应俱全。窗明
几净、清爽整洁，卫生室的排椅上还铺上了浅蓝色的毛巾被，方
便老人们入座。在村民眼中，王远平虽非血亲，却是可以信任和
依靠的“亲人”。
  83 岁的庞莲彩是村卫生室的常客，每隔几日便会来量一次
血压。“有时候忘了，我‘侄儿’就打电话叫我来量。”王远平根据
每年免费体检的数据，将村民们的健康情况分类整理，建档立
卡。针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王远平时常
提醒他们定期复诊。村民们也愿意到村卫生室来，“我们都乐意
过来坐坐，就算没有头疼脑热，过来耍耍也开心”。
  由于疾病引起脊柱强直和髋关节强直，王远平无法弯腰或
坐低矮的板凳，于是，倾斜身体、双膝跪地成了他诊疗时的常
用姿势。村民们了解王远平的习惯，在他上门随诊前也会清扫
地面，方便他跪地问诊，防止弄脏他的白大褂。双向的体恤关
怀，在小山村的医患之间，已流淌了10多年。

坚守大山，他是村民健康的守护人

  西王家村距离日照市区50 余公里，四面环山。王远平则
成了行动不便的老人们与外界沟通的“桥梁”，除健康问题之
外，交电费、存话费、连WiFi、处理电视故障，老人们也都
愿意找王远平解决。
  从西王家村到三庄镇的16 公里路，王远平每隔10 天便要
往返一趟，去镇医院补给药品。由于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工具，
他最初总是骑着三轮车往返，山路崎岖，王远平没少摔跤。“今年
我考了残疾人驾驶证，买了辆二手车。去镇里更方便了，有需要
去医院的村民，我还可以开车接送他们。”王远平颇为自豪地说。
  “我学医，就是为了村里的老人，我愿意在这里做到退休。
等到退休了，没有新的医生过来的话，他们返聘我，我就还干。”
年近50岁的王远平身形清瘦，常年的病痛也让他的腿脚愈发不
灵便，但他依然每天走在西王家村蜿蜒的山路上，守着他小而整
洁的卫生室，从日出到深夜，守护着村民的健康。

  □ 张立祥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健康中国”作为
我国 2035 年发展总体目标的一个重要方
面。“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
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以
中医药学科赋能健康中国战略需“因势”
“求是”“应时”。
  因势而起，推动中医药融入健康中
国战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十四
五”中医药发展规划》等多项文件为中
医药全面参与健康中国行动奠定了政策
基础。中医药作为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
巨大的经济资源、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
优秀的文化资源、重要的生态资源，在健
康中国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医药
传统文化发展形成的天人合一、道法自
然、调和致中、大医精诚等价值理念提
升了人类的健康意识和能力；中医养生
也逐渐成为现代人健康需求的直接来源
和生活实践；中医知识将成为全人类的
“健康知识财富”。
  求是而行，山东中医药大学在中医
药学科赋能健康中国方面作了多方探索。
  以培养复合型中医人才为先导，积极
打造中医药拔尖创新人才“山东模式”，
山东中医药大学开设扁鹊书院、王琦书院
齐鲁分院，打造扁鹊班、华佗班、仓公
班、凤梧班等创新实验班；首创中医药高

等教育长学制，中医专业少年班典型经验
被《人民日报》整版报道；同时，打造
“红心铸魂”、“红黄育人”等中医药特
色思政育人品牌，提升“三全育人”
内涵。
  以遵循中医药规律的科研为关键，学
校健全完善中医药科技管理机制和创新体
系，促进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先后两年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成立了全球
首家石墨烯医学研究院、全国首家中医药
新质生产力研究中心和中医药抗病毒研究
基地，还先后建设海洋中药研究院、鲁澳
中医药产业研究院等多所高水平研究平
台，实现科研平台建设推动学科建设全面
发展。
  以传承创新中医药文化为核心，坚持
擦亮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
的“老招牌”，先后编纂《中华医藏》、
《中医古籍整理规范》、《中国古医籍整
理丛书》等书目。坚持做强“中医药+”的
“新招牌”，与山东省委宣传部共建中医
药文化与中华文明研究中心，打造中医药
文化传承发展新的流量密码。坚持打造中
医药以文化人的“金招牌”，先后承办尼
山世界中医药论坛、“泰山论灸”、“沂
山论健”等重大活动，儒医文化、扁鹊故
里、针砭发源地“三张名片”愈加闪亮。
  以促进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为重心，
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四五”高水平
重点学科唯一的同类中医全科医学学科建

设，为基层中医药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建立了省市县三级中医药优势专科集群，
借助AI 技术和信息平台，完善青少年近视
防控、慢病管理等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
体系。
  以中医药国际合作交流为纽带，中医
药已传播至全球196 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治
疗人数超世界总人口的1/3。学校积极承担
“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中国—波
兰中医药中心”“中医外治国际合作基
地”等高层次对外交流平台建设任务，以
中医药交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应时而动，山东中医药大学将持续开
展以下五项探索，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
“山中医智慧”。
  持续探索中医药现代化之路。学校将
积极对接健康中国战略和海洋强省战略，
充分结合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新
材料，加强医工交叉创新研究中心、海洋
中药研究中心、中医药外治新材料研究院
等研究平台建设，利用好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重点研究室和全国唯一的中医药特色疗
法评价推广中心的特色优势，为中医药现
代化进一步发展铺好路，垫好底。
  让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数智化。中医药+
AI 的未来之路，也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医
药高质量发展的“新”实践。学校将聚焦
数智化发展，利用好全国中医药院校首个
生物医学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的优势，并
加强中医诊疗技术与装备、中医康复技术

与装备、中医药生物信息学研究及转化三
个特色专业的建设，努力实现数智中医的
新突破。
  让中医药发展逐渐产业化。围绕中医
药全产业链建设，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的长效机制，不断推动中医药特色疗法
评价推广标准规范提升、关键技术突破、
发展生态优化和模式机制等创新，打通由
中医药特色疗法到标准、产品、场景和装
备的通道，带动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能力
和水平的整体跃升。
  让中医药走向国际化。学校将积极
利用世界针联对外交往工作委员会以及
世界中联中医外治、脉象、抗病毒等专
业委员会挂靠单位的优势，持续推进中
医药海外中心、中医药国际标准、中医
药国际合作基地、中药类产品海外注册
服务平台等的建设，进一步深化中医药
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提升中医药文化软
实力、影响力。
  让中医药发展生活化。学校积极利
用养生文化和产业促进两个载体，建立
理论知识、政策支撑、实施保障三大体
系，聚焦学科建设、标准制定、传播路
径、产业发展四个关键，继续开展中医药
夜市、中医药文化服务月、中医药进校园
等特色活动，真正做到赋医于民，让“信
中医、爱中医、用中医”成为大众的文化
和行动自觉。

（作者系山东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山东省立医院全省首次成功开展内镜下经盲肠阑尾切除术

中医药学科赋能健康中国战略的方向与路径

■鲁医风采

王远平：“跪地行医”10余年，

做山村群众的健康守护人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成功完成3例全盆腔脏器切除术

在复杂肿瘤外科治疗领域迈上新台阶

  □ 杨柳

  你是否经常感到腰酸背痛、腿抽
筋？你是否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变矮了，
弯腰驼背了，牙齿也开始松动了？如果

出现以上症状，可不要掉以轻心！你可
能已经被骨质疏松这一健康“隐形杀
手”给悄悄盯上了。据统计，我国 50 岁
以上人群骨质疏松患病率已超过50% ，且
发病趋向年轻化。骨质疏松已被世界卫
生组织列为心血管疾病之后的第二大健
康威胁。
  骨质疏松是最常见的骨骼疾病，主要
由于骨形成减少，骨吸收增加所致，表现
为骨的脆性增加，容易发生骨折。发生骨
质疏松的风险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家族

遗传、饮食缺钙、缺乏运动、绝经等都可
能导致骨质疏松，另外吸烟，过量饮酒，
内分泌、胃肠道疾病等也可诱发骨质
疏松。
  如何科学防治骨质疏松？第一，加强营
养，均衡饮食。多摄入蛋白质、钙和维生素

（特别是维生素D），多吃富含钙质的食物，
如牛奶、豆制品、虾皮等。第二，控制体重，
进行适量运动，如散步、慢跑以及游泳等。
第三，戒烟限酒，避免过量饮用咖啡和碳
酸饮料。第四，多晒太阳。每周在适宜阳

光下“晒太阳”2次，每次15-30 分钟。第
五，药物治疗。可服用钙剂和维生素D 制
剂，也可服用降钙素类、双膦酸盐类药物
等。具体用药应
遵循医嘱。
（作者系烟台经
济技术开发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通
讯员刘祥征记者
周欣怡整理）

骨质疏松，常被忽略的健康“隐形杀手”

  □记者 李丽 
   通讯员 杜厚平 报道
  春节期间，我省各地举办了丰富的
民俗文化活动。右图为游客们在山东
美术馆体验中医香囊的制作。

香囊迎春

感受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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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这是蒋绍博医生”，“这也是蒋绍博医
生！”春节前夕，由健康山东云平台倾力打造的山东省立医院
泌尿外一科主任蒋绍博的首位数字人医生正式与观众见面。
  在科技与医疗深度融合的今天，“医生”的身份也可以多
元化和智能化。传统的医生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他们不仅是
治疗疾病的专家，更是创新化医疗的应用者。在春节前，一位
特殊的“医生”通过健康山东云平台亮相，成为山东首位数字
人医生，这位数字人医生不仅继承了蒋大夫丰富的医学知识和
临床经验，更借助AI技术和“数
字分身”，让健康知识科普、医
疗决策咨询等坐上了多场景、多
功能的时空穿梭机，将医疗服务
推向了新的高度。
  未来，这位数字人医生将在
多个医疗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患者带来更加便捷、高效、有
趣的医疗服务。请扫码观看数字
人医生精彩视频。

分身有术

山东首位数字人医生

春节前亮相

  □记者 李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25 年春节假期，全省卫生健康系统认真落
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和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医务人员值班值
守200 余万人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就医需求。二级以上医院
全面开展无节假日诊疗服务，发热门诊24 小时开放；加强呼
吸、创伤、儿科、心内、神经内等重点科室医护力量配备；畅
通急诊绿色通道，切实加强冬春季呼吸道疾病监测和救治，各
项医疗服务工作平稳有序。
  节日期间，全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共接诊门诊患者282 . 4 万
人次、急诊49 . 7万人次，出院18万人次，完成手术3 . 6万台次。门
急诊和慢病门诊疾病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心脏病、糖尿病、高血
压，与去年同期基本一致；呼吸道疾病、外伤患者均较去年同期明
显减少。全省采供血机构出动采血车590台次，采集全血、成分血
1 . 14 万单位，有效保障了临床治疗用血。16 市120急救（指挥）中
心共接听急救电话13 . 9万次，出动救护车辆4 . 6万台次。

我省医务人员

春节值班值守200余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