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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蒋玲

慧 通讯员 李文娟 阳媚）在

第 29 个 世 界 帕 金 森 日 来 临 之

际，4 月 9 日，市中心医院及其东

院帕金森病综合治疗团队组织

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康复科专

家对 5 名帕金森病患者开展家

访，将科技与人文的双重关怀送

到患者家中。

活动中，团队携带智能运

动监测手环、远程医疗终端等

设备和慰问品，逐一走访术后

患者。东院神经外科主任李毅

钊通过手机 App 实时调取患者

近 3 个月的步态、震颤等运动数

据，结合 AI 分析系统评估病情

波动，现场为 3 名患者优化了脑

起搏器参数。康复治疗师彭建

中利用 VR 虚拟现实技术，指导

患者进行防跌倒平衡训练。团

队还为语言障碍患者配备了 AI

语音辅助沟通装置，让医患交

流更畅通。

“真是太方便了。现在不用

频繁跑医院，通过手机就能实时

看到治疗效果。”术后两年的邓

明（化名）展示着手腕上的智能

监测设备连连称赞。

近年来，市中心医院帕金森

病多学科团队通过“线上 AI 监

测+线下定期家访”模式，使患者

年均复诊次数降低60%。“团队已

建立覆盖帕金森病患者的全流程

智能管理系统，对患者的饮食、起

居、服药、运动、心理、康复进行系

统建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

进可穿戴设备、远程程控等新技

术应用，让更多患者在家门口享

受精准化、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该院神经内科主任邹永彪表示。

科技人文并重

照亮“帕”友康复之路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李熹

珩 通讯员 于豆）“今天碰上

了大专家，真是太幸运了。”3 月

27 日，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以“仁术心连心”为主题的学术

交流活动现场，来自山西太原的

王女士激动地说。

3 月 16 日，王女士在自驾前

往海南的途中突发急症，被紧急

送往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救

治，最终转危为安。活动当日，

省人民医院肝胆八科主任易为

民对王女士的病历进行了细致

审阅，耐心询问了她的病情细

节，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进一步的

治疗建议。

此次学术交流活动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省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赵卫华带领专家团队，

分别走进了邵阳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的急诊科、内分泌科、新生

儿科、儿科、康复医学科、心胸

外科及胃肠外科等科室。专家

们通过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

论以及手术示教等方式，将先

进的诊疗思路和前沿的医疗技

术“零距离”地传授给了基层科

室的医护人员。

在学术交流环节，赵卫华以

《分级诊疗下医联体建设的思

考》为题进行了授课。他结合多

年的管理经验和丰富的临床实

践，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分级诊疗

的部署要求、当前面临的问题与

挑战，以及未来工作的思考与建

议。此次活动旨在促进双方医

院在医院管理、学科建设、科研

教学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推动医

疗服务向更高效、更精准的方向

发展，从而不断提升两院的综合

实力与社会影响力，切实增强人

民群众的就医获得感，为健康湖

南建设贡献力量。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

委书记伍石华表示，将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借助专家团队的专业

优势，进一步创新思路，聚焦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等

关键领域，持续提升医院的医疗

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为人民群

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全生命

周期健康服务。

专家团队送仁术 诊疗服务心连心
  省人民医院与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邵阳日报讯（记者 蒋玲

慧 通讯员 刘晓亮）4 月 8 日，

市中心医院精准医疗再添一员

“ 猛 将 ”，首 台 256 排 512 层

Apex Expert 超 高 端 CT 在 该

院落户开机。

此 次 引 进 的 256 排 512 层

Apex Expert 超高端 CT，能够

清晰地显示全身血管（直径 1 毫

米以下的血管），做到肿瘤早期

筛查、低放射辐射剂量（大范围

多部位联合扫描，高清低剂量检

查），聚焦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

为卒中中心、胸痛中心等全院临

床科室提供更好服务。

“该设备是目前最宽的 CT

探测器，拥有超高时间分辨率、

多种物质能谱成像，有着打破年

龄限制、机体覆盖广速度快、大

范围扫描、直击微小病灶等优

点。”该院影像科主任冒晓表示，

不仅要充分发挥该设备作为临

床诊断的“利器”作用，更要积极

挖掘其在科研攻关方面的潜力，

使其成为该院科研工作的坚实

“基石”。

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朱鹏程

表示，Apex Expert超高端CT的

投入使用，是医院医疗设备升级

换代的重要里程碑，更是医院高

质量发展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它能大幅提升医院胸痛中心、卒

中中心、肿瘤中心等科室在疾病

早期筛查及精准诊断等方面的能

力，为临床诊疗提供更有力的支

撑，也让邵阳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国内一流的影像诊疗

服务。

精准医疗再添“猛将”
  市中心医院引进首台 256 排 512 层
Apex Expert 超高端 CT

邵阳日报讯（记者 伍洁 通讯员 

李花 佘翠娥）4月10日，市中医医院时珍

楼前坪热闹非凡，由该院主办的“杏林巧手

烹百草 巾帼药香绽芳华”首届中医药膳

大赛在这里举行，中医药大师们大显身手，

创意制作出各种具有养生保健功效的药

膳，吸引许多市民前来观摩学习。

此次中医药膳大赛共有来自该院的

15 支代表队参赛，比赛分为药膳制作和药

膳讲解两个环节。各参赛队围绕自选主

题，精心准备，现场制作了既具有养生保

健功效又色香味俱佳的一道药膳和一道

点心或饮品。评委团依据药膳制作的

色、香、味、形以及养生保健功效等方面

进行了综合打分。参赛的药膳配方不仅

科学合理，而且充分体现了中医药的养

生保健特色。

经过 50 分钟的紧张制作与烹饪，选

手们呈现出了黄芪当归老鸭汤、天麻鸽子

汤、玫瑰山药桂花糕、养肝祛湿茶等样式

丰富、功效各异的中医药膳，这些色香味

俱全的药膳让围观的市民们垂涎欲滴。

此次中医药膳大赛不仅是对传统文

化的一次传承与创新，更是对市中医医院

中医药特色优势的生动展示。选手们通

过以赛促学，将经典药膳配方与现代营养

学结合，设计出“低脂轻盐不减味”的创新

食谱；医院以赛促宣，向全社会传递“吃出

健康、吃走疾病”的中医养生智慧，让药膳

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3 月 28 日，在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神经内科住院部，19 岁的藏族女孩拉泽（化

名）将洁白的哈达逐一献给医护人员。

半个多月前，一场突发的急性脑梗死

连接了跨越 2700 公里的医患情。

紧急开展生命救援

3 月 11 日傍晚，邵阳学院七里坪校区

篮球场陷入慌乱——拉泽在打球时突然倒

地，左侧肢体无力、神志模糊、失语并伴随

呕吐。同学立即拨打 120，救护车呼啸而

至，将她火速送往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她才 19 岁，刚才还在打球……”随行师生

颤抖地重复着。

18时 23分，急诊科医生李春艳接诊时，

拉泽已完全失语、反应迟钝，左侧肢体肌力

仅 1 级。“启动卒中绿色通道。”李春艳说。

随后，急诊科与神经内科团队瞬间进入抢

救状态。

头颅 CT 排除脑出血后，诊断明确：急

性脑梗死。NIHSS 评分 16 分，意味着患者

脑细胞正以每分钟 190万的速度坏死。

“ 必 须 立 即 溶 栓 。”然 而 家 属 远 在 西

藏。值班医生几经辗转联系上拉泽的哥

哥次仁（化名），“医生，救救我妹妹，我们

赶过来要两天……”经医院与校方紧急协

商，家属通过电话授权辅导员及总值班签

署手术同意书。

介入手术室内，该院神经内科、急诊科

团队屏息凝神进行手术，监护仪上的每一

次波动都牵动着医护人员的心。

1 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团队发现，拉泽

的脑血管仍处于闭塞状态，左手仍无法抬

起，多次抽吸、取栓效果均不理想。手术团

队讨论后决定联合动脉内溶栓。

终于，显示屏上闭塞处的血管开通了，

远端血流供应丰富。“通了！通了！”在场的

医护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

“等我好了，邀请你们去西藏玩！”

闯过“鬼门关”仅是第一步，再灌注损

伤的风险、脑出血转化、脑水肿高峰等并发

症都不容小觑。术后，神经内科副主任医

师彭志辉仔细向该科住院部护理团队交代

术后护理要点。

神经内科护士长潘淑花介绍，由于手

术是从股动脉穿刺进行的，护理人员必须

时刻确保穿刺点没有出血，下肢血液循环

畅通。住院半个月，护理团队耐心地协助

拉泽进行肢体活动，抬高下肢，以防止血栓

形成。“拉泽，再抬一次腿。”这样的鼓励，在

病房里时常响起。

对于肢体康复，该院康复医学科团队制

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每日，治疗师都会帮

助拉泽进行肢体活动，比如抬起手臂、弯曲

膝盖等，以增强肌肉力量和关节的灵活性。

等拉泽病情逐渐好转后，该团队还鼓励她进

行一些简单的主动运动，比如尝试抬起手

臂、握拳等。除此之外，还制定了针灸理疗、

药物治疗、心理疏导等康复方案。

独自在他乡住院，面对身体上的病痛

和陌生的环境，拉泽难免感到焦虑和不安。

医护团队深知这一点，他们总是坐在她的

床边，和她聊西藏的风土人情，聊西藏和邵

阳的饮食差异，聊她喜欢的篮球和锅庄舞。

无微不至的陪伴让拉泽感受到了家的温

暖。她说：“谢谢。等我好了，邀请你们去

西藏玩。”潘淑花握住她的手，说：“一定。”

哈达献给救死扶伤的医护团队

术后第三日，拉泽的哥哥次仁和嫂子

丹珠（化名）从 2700 公里外的西藏自治区那

曲市赶到病房。哥哥是检验师，嫂子是护

士，此后的半个多月里，哥嫂全程陪伴在她

身边。

次仁回忆：“我们当时接到电话，心里

十分焦急。我们远在西藏，面对妹妹的安

危无能为力。但看到医护人员这么专业、

这么用心地救治，我们的心也慢慢平静下

来。现在，医护人员每天都和我们沟通，告

诉我们护理重点和注意事项，我们也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去配合。”

“患者左侧肢体无力及言语较前明显

好转，精神及睡眠饮食均可，予以出院。”到

了出院的日子，神经内科团队例行最后一

次查房。医生黄斌仔细叮嘱她：“出院以后

要注意低盐低脂饮食，三餐要定时定量。

还要监测血压，适当运动……”

查房结束，次仁从一旁的行李箱中小

心翼翼地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哈达。丹珠搀

扶着拉泽，一点一点从床上站起身来。拉

泽说：“我要亲自献上哈达，感谢你们。”

拉泽亲手将一条条洁白的哈达献给了

在场的医护人员。白色哈达在藏族文化里是

最神圣的礼物，承载着真挚的感谢和祝福。

16 条哈达，轻轻搭在了神经内科医护

团队的颈间。哥嫂二人双手递过锦旗，一

字一顿念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护理细

心。谢谢你们救了我妹妹。”

16条哈达，2700公里感恩路
——19 岁藏族女孩急性脑梗死术后获新生

邵阳日报记者 李熹珩 通讯员 于豆

拉泽为医护人员献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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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条哈达，2700 公里的感恩路，藏

语与湖南方言的碰撞、勾勒出生命最动

人的底色。拉泽出院后，护士长潘淑花

在朋友圈深情写下：“格桑花在绽放，而

我们，只是托住她的风。”

选手现场制作药膳选手现场制作药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