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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蒋玲慧 

通讯员 彭杨） 2024 年 12 月 30

日 ，湖 南 省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发 布

《2024 年全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定点服务机构信息公告》，确定

了 373 个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

服 务 机 构 ，邵 阳 市 中 心 医 院 在

列。该院确定为邵阳市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孤独症、听力障碍、

言语障碍）定点机构，符合孤独

症、听力障碍、言语障碍诊断的

儿童可按条件申请补助指标，儿

童康复将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

据了解，市中心医院儿康保

中心是以医康教融合为中心，集

多学科的力量以促进儿童潜在的

大脑发育，提升儿童各项能力，最

大限度挖掘儿童各项潜能，为儿

童能力发展提供个性化、有效的

成长及康复训练计划的平台。该

中心开设言语课、口肌课、认知

课、感统课、多感官情景训练课等

课程，有一对一、一对多、集体课

等多种训练形式。同时辅以完善

的档案管理，综合数据分析，结合

数据分析定期调整个训计划，能

让家长随时随地了解孩子的发展

情况，定期开展家长课堂、家长培

训，让课堂训练、家庭训练有效结

合，更好促进孩子的发展。

市中心医院被确定为

邵阳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畅

珺 通 讯 员 龚 平） 上 月 30

日，我市举办了 2024 年下半年危

重孕产妇重点个案及 2024 年梅

毒感染孕产妇个案评审。

此次评审会议由市卫生健

康委主办，市妇幼保健院承办，

旨在通过深入剖析危重孕产妇

及梅毒感染孕产妇的重点个案，

总结成功的经验，发现救治及管

理过程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改进

措施，进一步提升全市危重症孕

产妇救治水平、梅毒感染孕产妇

及所生儿童的规范化管理质量，

保障母婴安全。

会上，评审专家组对 2024 年

下半年收集到的 3 例危重孕产妇

重点个案在诊断、救治、转诊、孕

产期保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并形成总结意见；对

2024 年 2 例梅毒感染孕产妇及所

生儿童个案在检测、监测、治疗、

随访与转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进行分析并形成总结意见。在

评审过程中，大家秉持客观、严

谨、科学的态度，各部门、各学科

打破壁垒，充分交流，以问题为

导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措

施。评审专家还针对个案相关

联的专业知识新进展给大家做

了学习培训，以评代训，有效提

升了参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跨

学科协作能力。

针对梅毒感染孕产妇的个

案 ，专 家 们 特 别 强 调 了 尽 早 筛

查、规范诊治与高质随访的重要

性。他们指出，通过加强孕期管

理，及时发现并干预治疗，可以

有效降低母婴传播风险，保障暴

露儿童的健康。同时，专家们还

分享了梅毒感染孕产妇及所生

儿童管理服务的成功经验，为参

会人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

考。

以评代训 守护母婴健康
  我市开展 2024 年下半年危重孕产妇重点个案
及梅毒感染孕产妇个案评审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蒋玲慧 

通讯员 凌柯 李文娟 阳媚） 

近日，市中心医院血管介入外科

成功完成了我市首例 WEB 瘤内

扰流装置置入手术，这是湘西南

地区首例应用 WEB 植入术治疗

颅内动脉瘤的案例，标志着我市

在脑动脉瘤介入治疗领域取得

了新的进展与突破，为破裂复杂

的脑动脉瘤患者的治疗提供了

新的利器。

患者毛芳（化名），女，67 岁，

突发头痛症状一天后前往市中

心医院，完善 CT 提示蛛网膜下

腔出血，脑血管造影提示前交通

动脉瘤，同时累及双侧大脑前动

脉，且形态不规则；脑出血原因

为前交通动脉瘤破裂。

颅内动脉瘤并不是真正的

肿瘤，是颅内动脉血管由于先天

异常或后天损伤等因素导致的

局部血管壁损害，在血流动力学

负荷和其他因素作用下，逐渐扩

张形成的异常膨出，就像鼓起的

气球，一旦发生破裂，就会导致

蛛网膜下腔出血，具有较高的致

残率和死亡率，轻则神经功能障

碍，重则危及生命；其易发于脑

底动脉分叉处及其主要分支。

传统治疗方式有开颅动脉

瘤夹闭术或经导管颅内动脉瘤

弹簧圈栓塞术或支架辅助弹簧

圈栓塞术。根据毛芳病情，血管

介入外科组织神经外科、神经内

科、麻醉科等专家进行多学科会

诊。在讨论中，血管介入外科副

主任、主任医师陈贤平提出 WEB

瘤内扰流装置置入的手术方案。

WEB（Woven EndoBridge）

扰流装置的出现使得分叉部动

脉瘤的介入治疗有了新的选择，

它在瘤内和瘤颈处自膨，利用其

在瘤颈方向上约 57% 至 62% 金属

覆盖率发挥血流导向的作用，并

诱导瘤内血栓快速形成，从而达

到治疗动脉瘤的效果。WEB 这

一既能介入治疗分叉部宽颈动

脉瘤又无需支架和双抗治疗的

特点，使其可用于急性期破裂及

未破裂动脉瘤治疗，是一项颅内

动脉瘤治疗的全新术式。

经过缜密的术前计划和反

复演练，在神经内科、神经外科、

麻醉科等多学科的密切配合下，

陈贤平带领团队用时不到半小

时顺利完成手术治疗。术后复

查造影显示患者动脉瘤栓塞满

意，动脉瘤内造影剂滞留明显，

且载瘤动脉均保持通畅。在医

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毛芳术后

一周顺利恢复出院。

市中心医院脑动脉瘤介入治疗领域取得新突破

首次成功开展WEB瘤内扰流装置置入手术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

加深，老年患者面临着多种躯

体疾病和精神心理问题的困

扰，其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

也随之增长。因此，对综合性

医疗和护理服务的持续优化

成为民之所盼。

为积极满足这一社会需

求，市民政局在医养结合、安

宁疗护等养老服务模式上持

续提供政策支持，鼓励医院

向多元化、专业化方向稳步

发展。

在此背景下，市老年病医

院积极破解“医养分家、医不

能养、养不管医”的难题，探索

出一条“能来住、住得起、住得

舒心”的新路子。该院不断完

善自身服务体系，通过实施医

养结合、健康寄养及安宁疗护

等多元、立体化养老模式，优

化科室设置，满足不同层次的

养老需求。

●健康寄养：是医患，

更是亲人

1 月 2 日，市老年病医院

活动室内，90 岁高龄的熊丽君

正与老友们围坐在桌前，话家

常。6 年前，老伴因病去世，她

便一直住在这里。

“每一天都很充实，很快

乐。”熊丽君说，“这里的医生

和护士对我们都很好，他们无

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让我们

感受到无尽的温暖。”

交谈中，熊丽君亲切地拉

着该院原健康寄养科主任袁

秋萍的手，眼中满是感激。朝

夕相处 6 年来，袁秋萍每去一

个地方旅游，都会给远在医

院的“亲人”带特产。不分平

日和过年，同吃同喝，忧喜相

共。“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止医

生和患者的关系，更像是亲

人。”袁秋萍握住老人的手，

笑中含泪。

每到年关将至，熊丽君的

女儿会从长沙赶来，将她接回

家中过年。而一般未能过完年，

熊丽君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回

到医院。她说：“我本来可以跟

女儿一起搬到长沙，在长沙养

老。但我舍不得这里的朋友们，

舍不得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 熊 奶 奶 以 前 是 小 学 教

师，她是我们这里的活动积极

分子。主持、唱歌样样行。”一

旁的医护人员赞叹道。在健康

寄养科的日子里，熊丽君结交

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晨

练、打牌、看电视……逢年过

节大家还一起参加科室举办

的各类节庆活动，好不热闹。

据袁秋萍介绍，该院健康

寄养科主要针对的是健康、生

活基本能自理的老人，提供基

本食宿、清洁、洗衣换被和日常

的医疗保障等全方位的服务。

此外，节假日及晚间科室均有

医生轮流值班，确保老人们在

出现身体不适时能够得到及时

的诊治。科室配备丰富的娱乐

设施和活动分区，还有丰富的

日常与节假日活动，让老人在

闲暇之余充分享受乐趣。

在这里，老人们不仅能够

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和生活

服务，还与工作人员和其他老

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找到了

家的感觉。

●医养结合：让养老

更有“医”靠

“我在这都挺好的。你也

要注意多休息，别太累。”上月

26 日，该院老年一科病房内，

年逾九旬的黄小媛正在和在

外地工作的孙子打电话。

丈夫十几年前突发中风

后，她便陪着丈夫一直住在这

里。从老院区到新院区，他们

在这里见证了科室的成长与

蜕变。

几年前丈夫离世，她的生

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年纪渐长，腿脚不便，加之身

体还有一些基础疾病，孩子们

在外地忙碌，无法时刻陪伴左

右。几经权衡之下，她决定继

续留在该院养老。“这里既能

提供医疗服务，又能满足养老

需求。”黄小媛说。

“我们老年一科是‘医养

结合’特色科室，主要收治有

基础疾病的老年人。随着老年

人对医疗需求的不断增长，我

们也同样收治一些急重症老

年患者。”该院老年一科主任

王红介绍，很多患者的病症需

要随时看护。定期复查，及时

给药，根本离不开人。

据悉，老年一科作为该院

的重要科室之一，自 2011 年 3

月 26 日创建以来，始终致力于

为老年患者提供全面、优质的

医疗服务。

该 科 以 医 养 结 合 为 特

点，注重提高老年人的生活

质 量 。科 室 主 要 收 治 高 血

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 病 、糖 尿 病 、慢 性 支 气 管

炎、肺气肿、肺心病、脑血管

意外及后遗症、阿尔茨海默

病 、癌 症 、临 终 关 怀 以 及 各

种康复期患者等病人。科室

还 具 备 处 理 各 种 急 危 重 症

的 能 力 ，为 患 者 提 供 及 时 、

有效的救治。

医疗设备方面，该科配备

了心电监护仪、心电图机、呼

吸球囊、吸痰器、中心供氧等

先进设备，确保诊断的准确性

和治疗的有效性。在诊疗项目

方面，科室可开展心肺复苏等

急诊急救术，以及各种康复理

疗术。

除了专业的医疗服务，该

科还注重患者体验，提供个性

化的诊疗方案。科室拥有一支

专业的陪护团队，为患者提供

全面的陪护服务。

●安宁疗护：敬佑每

一个生命

“敬佑生命，维护尊严。”

长期以来，该院安宁疗护科致

力于以此理念开展安宁疗护

工作。舒缓医疗、舒适照护及

人文关怀服务是安宁疗护实

践中极为重要的几个环节，也

是现阶段高质量安宁疗护追

求的主要目标。

1 月 3 日，该院安宁疗护

科病房内，护士长黄民香正

在给压疮晚期的病人进行细

致的消毒和换药工作。“这位

患者的病情非常严重，如果

不精心护理，生命质量可能

难以保证。院前评估显示，她

的生命周期预计不超过一个

月。”黄民香说，“目前通过我

们的安宁疗护，她的全身状

况已经有所改善，生命质量

也有所提高。”

病房里，像这样的危重症

患者还有很多。肿瘤晚期患

者、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癌

症晚期患者等生命终末期患

者都需要医护人员夜以继日，

随时看护。

在安宁疗护病房，医护人

员通过安宁疗护告知书、生存

期评估、KPS 评估、营养评估、

疼痛评估及心理评估等评估

量表，希望提高临终患者及照

顾者生命质量，进行死亡意识

的建构。“要让患者了解自身

病情和可能的生命阶段，做

到‘我的生命由我做主’。”该

院安宁疗护科主任李小波介

绍。科室鼓励患者签署生前

预嘱，明确表达想要实现的

五个愿望：我要或不要什么

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

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

谁帮助我、我想要我的家人

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别

人怎么对待我，让患者能够

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最后的

时光，得以善终。

“2020 年，在省卫健委和

省民政厅的政策推动和支持

下，我院着手创建省级‘安宁

疗护示范病房’工作。”该院

院长刘文涛说，安宁疗护门诊

于 2021 年开诊，2023 年 8 月 8

日病房改造完成并正式投入

使用。科室设有治疗室、谈心

室、家属陪伴关怀室、配膳室、

活动中心等。“越来越多的老

人参与到生命尊严这一议题

中来。”刘文涛说，科室的建设

目标是让每个临终患者无痛

苦，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的

旅程。

“我们将继续秉承‘以患

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断

加强专科体系建设，建立长效

人才培养机制，努力破解发展

难题。”刘文涛说，“未来，我们

也将持续完善医养结合体系，

优化医疗与护理服务，积极探

索更多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养

老服务模式。”

市老年病医院走在探索“能来住、住得起、住得舒心”的新路上

让养老时光更温暖
邵阳日报记者 李熹珩 通讯员 杨海龙 徐雯倩

袁秋萍（右）为熊丽君递上热饮。

健康寄养科老人们喜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