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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
讯员 李文娟 孟天笑） 3月3日上午，
市中心医院生殖中心中医门诊正式开
诊。该门诊以中西医结合治疗为特色，
旨在满足全市人民的生殖健康与保健需
求，致力于帮助更多的不孕不育家庭圆
梦好“孕”。

市中心医院生殖中心自2012年成立
以来，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已为数以千计的
家庭带来福音。近年来，中医药逐步介入
辅助生殖技术中，对不孕不育的治疗、身体
机能的调理以及试管婴儿妊娠率的提高，
都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全国也有越来越
多的生殖中心设立了不孕不育中医门诊。

市中心医院生殖中心主任黄小艳介
绍，由于婚育年龄推迟、二孩政策开放等
原因，有生育需求的家庭越来越多，但一
些夫妻因为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环
境污染等原因，遭遇了不孕不育的尴
尬。不孕不育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及家
庭带来了很多烦恼，同时人们对于不孕
不育科学治疗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为
此，该院申请成立了生殖中心中医门诊，

通过中西合璧治疗不孕不育，给生殖中
心的辅助生殖技术插上了新的翅膀，为
更多的不孕不育家庭带来福音。

市中心医院生殖中心中医门诊开展
的特色诊疗项目包括中药调理、针灸调
理、电针、隔姜脐灸、督灸、穴位埋线疗
法、拔罐、刮痧、耳穴压豆、中药泡脚、中
药灌肠、中药熏洗、藤药包治疗等。开业
当天，很多患者前来预约体验针灸调理、
耳穴压豆治疗等诊疗项目。市中心医院
生殖中心医生黄小婉曾在全国多家医院
进修中医妇科及“调经促孕十三针”，擅
长针药结合治疗不孕不育。

黄小婉介绍，长期焦虑、失眠、恐惧
不安、心理压力大等成为一些不孕症患
者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医门诊
突出中西医结合、男女同治的特色，为每
位生殖健康与保健需求者提供优质的诊
疗服务。他们可以根据患者的自身状态
进行对症治疗，通过针药结合调理气血
等，提高卵子和精子质量，改善卵巢功
能，通过调经促孕安胎，提高不孕症的治
愈率。

市中心医院生殖中心中医门诊开诊

助力不孕不育家庭圆梦好“孕”

▲针灸调理。

▲耳穴压豆治疗。

2017 年，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式
更名为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为省
属大学附属医院。

站在新起点，勇担新使命。从“三级
甲等”综合医院成功创建、医疗综合楼破
土动工、国家级认证的药物临床试验机
构落户到国家级胸痛中心、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湖南省全科转岗培训基
地、湖南省儿科转岗培训基地、湖南省妇
科、耳鼻喉科微创临床医疗技术示范基
地均成功创建，再到江北院区建设纳入
邵阳市卫生健康事业“十四五”规划、市
级重点学科从6个发展到如今24个……
该院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道路。“十三五”期间，医院先后荣获“全
国医院感染监测先进单位”“全国巾帼文
明岗”“湖南省临床检验先进单位”“进一
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中南赛区十佳
提名单位”“湖南省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
位”等多项国家、省级荣誉称号。

回眸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十
三五”发展历程，“党建、变革、创新”是主
题词，也是关键词。其中，以“党建为前
提、以党建为根本、以党建为引领”，贯穿
了医院“十三五”发展始末。得益于邵阳
学院党委的坚强领导，该院始终厚植于

“一流大学一流附属医院”的核心元素，
积极探索医院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学校

“双一流”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重视党建引领，点燃医院
发展“新引擎”

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改变传统的
设置模式，采取以多学科合作为基础，尝
试推行党建与业务大融合、管理部门与临
床科室大融合、以及党、工、团大融合的模
式，设置党总支5个，党支部21个。落实
支部书记“双带头”制度，从中层干部队伍
中选拔103名政治素质强、业务能力精、
群众威望高的同志充实到党务干部队伍
中去，为党建、业务大融合发展夯实了组
织基础。创新用人机制，按照“双培养”制
度，在中层干部队伍发展新党员12名，并
提拔重用68名党员到管理岗位。

优化调整内设机构。坚持“精简高
效、职责融合、整体稳定、全面统筹、合法
合规、科学设置”的原则，对院内组织架
构进行调整，设置完整的党务工作机构，
对各部门的职能职责进行梳理，各层级
人员的岗位职责得以进一步明确，为医
院的高效运转提供了组织保障。

基层党建亮点频出。尝试院地党建
共建，推行主题党日活动进社区、农村、

基层，经常开展义诊、急救知识培训等活
动，为困难居民提供健康宣教、免费体检
等惠民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2020年11月30日，在湖南省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该院荣获“抗疫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唐忠礼、赵锐、陈文
峰、蒋玉莲、谢垚鹏五位同志荣获“抗疫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唐忠礼荣获“优秀
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加快转型升级，深化医教研
协同发展

医院始终将学科建设作为医院的重
点工作，近年来，围绕五大医疗中心的建
设，依托多学科诊疗团队不断推进学科
发展，医疗服务水平得以持续提升。
2017年，邵阳市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和
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正式挂靠该院，每
年收治的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人数
逐年提升，截至目前，共收治了危重孕产
妇 1012 例，危重新生儿 6017 例，救治成
功率分别是 100%和 99.9%。2018 年，该
院加入湖南省卒中联盟，目前已完成了
386例神经介入手术，为脑卒中病人的早
期康复提供了有力保障。2019年，医院
启动胸痛中心建设，2020年，通过国家胸
痛中心总部验收，成为邵阳地区第一家
通过国家认证的标准版胸痛中心。中心
的建设极大地提高了心梗病人的救治
率，为急性胸痛和心肌梗塞的患者提供
了更加高效、安全的医疗服务。目前，医
院多学科诊疗模式已日趋成熟，院前急
救及急危重症救治能力得以全面提升。

同时，新技术、新项目的蓬勃开展：
眼科的玻璃体切割术、产科无痛分娩技
术、妇科宫腔镜微创技术、单孔腹腔镜技
术、耳鼻喉科电子耳蜗植入术、内耳显微
手术、消化内科的超声内镜技术及内镜
ESD 手术、神经外科的神经内镜术等多
项技术创造了邵阳医学史上的第一。其
中耳鼻喉科的电子耳蜗植入术、内耳显
微手术、妇科的盆底修复底棘悬吊术等
更是弥补了邵阳地区的空白。

从2018年起，该院开始承担全市全
科医生转岗培训工作，共计完成了355名
全科医生转岗以及全科骨干医生培训工
作。2020 年 12 月，顺利通过国家评估，
正式成为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
地。积极探索院校科研合作模式，分别
与南华大学、桂林医学院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建立院级科研申报体系规划，筹备
建设科学研究中心。

●严格质量管控，提升服务能力

加强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强化三
级质控体系，建立病历书写“驾驶员”扣分
机制，对病历书写进行了再规范；着重诊
疗过程的全员全程质控，每周对临床、医
技科室进行联合查房，推进医疗质量的持
续改进；以医疗质量与安全核心制度落实
为重点进行日常质量与安全督查，规范临
床诊疗行为；每月进行“医疗质量安全核
心制度”的专项考核，确保科室质量与安
全的持续改进；加强环节质控，做好重点
环节、重点人群、重点时段的质量监控。

不断创新护理服务举措。从整洁、
安全入手，实施全院6S管理；对探视人员
严格控制，为患者提供安静、人文、舒适
的就医环境；充分发挥三级管理体系，不
断提升护理质量，确保患者安全；改进业
务学习和护理查房模式，加强专科建设，
护理专科内涵建设得以不断提高。

优化门诊就诊流程，完成了门诊预
约、挂号、分诊、就诊等信息化流程的改
造。提升应急能力，科学制定应急预案，
组织全院性大型应急演练。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启动医疗综合楼、科教楼、江北
分院、住院楼改造等建设项目。提高后
勤保障质量，加强对物资采购、水、电、气
维修、院内绿化、环境卫生、食品安全的
管理，加强后勤信息系统建设力度，针对
后勤保障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

●加速构建专科联盟，拓宽医疗
服务范围

深入贯彻国家医改政策，积极推行
分级诊疗，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在市区与双清区人民医院成立城市医疗
集团，开设全科与儿童保健科；与火车站
乡卫生院签订医联体合作协议，建设全
科基层基地，开设共建病房……通过定
期派遣优秀的医务人员前往实践基地开
展技术指导、技能培训和诊疗活动，提升
基层医疗质量。专科联盟建设方面，与
城步县人民医院儿科、耳鼻喉科、泌尿外
科，邵阳县人民医院、新邵县人民医院耳
鼻喉科签订了专科联盟协议，并有实际
性工作开展。

为更好地支持医联体的建设，该院
改造建设了远程会诊中心，成立了多学
科会诊中心，建立肿瘤 MDT、消化疾病
MDT、感染疾病MDT，逐步打造院内多
学科会诊网络，辐射省内外近60家医院，
年内吸引两家外地市级医院赴该院参观
学习远程医疗业务。

坚持党建引领 不断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十三五”发展回眸

通讯员 姚 罡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马娟 通讯员 李文娟 孟
天笑 邓露） 3月3日，记者
从市中心医院了解到，该院
将整合医学影像诊断各科室
资源力量，建设我市首个一
体化影像诊断中心，为就诊
病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医
疗服务。

近年来，市中心医院在
智慧医院建设上频出新举。
不断优化就诊流程，基本实
现线上线下预约挂号、缴费、
查询等服务，并于一年前整
合医学影像科，集中临床诊
断科室人力资源与设备资
源，大大节省了百姓来回奔
波检查问诊的时间。

据悉，该院一体化影像

诊断中心改造将分三部分进
行：一是打造医院临床远程
会诊中心，增进与省级、县乡
医院的交流；二是建设一体
化影像诊断室，整合医生资
源，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
效率，加强学科建设；三是拓
展医技片示教室的应用范
围，提供影像教育培训、助力
医院科研创新。

该院负责人介绍，该院一
体化影像诊断中心建设着眼
于未来10-15年的医技科室
发展需求，将利用现有空间，
优 化 检 查 流 程 ，提 高 CT、
MRI、B超24/48小时完成率，
确保门诊及外科住院病人争
取24小时内完成检查，内科住
院病人48小时内完成检查。

我市将建首个一体化影像诊断中心

2021年3月3日，是全国
第 22 个爱耳日，今年的主题
是：“人人享有听力健康”。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耳鼻
喉科主任医师吴年周推出系
列耳科相关疾病的科普讲
座，普及耳科及听力保健科
学常识，提高大众的爱耳护
耳意识，帮助早期发现和预
防听力损失，降低聋病发生
率。这期吴年周给大家带来
了有关预防“宝宝”听力障碍
疾病的相关知识。

宝宝先天性耳聋分为：遗
传性耳聋，非遗传性耳聋。遗
传性耳聋有家族性耳聋史，可
以进行基因检测而确定。非
遗传性耳聋与母亲在孕期受
到致聋因素的影响有关，比如
母亲服用耳毒性药物、患传染
病；胎儿自身患病等。

听力“筛查”通常是指我
们所了解的新生儿听力检
查。随着我国新生儿听力筛
查的广泛开展，聋儿的检出
率也在不断地提高。早发
现，早诊断，早干预，可以杜
绝十聋九哑的传统现象。对
于聋儿来说，第一时间诊断，
并及时进行准确合适的听力
干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
少听力损失对其生活、学习，
以及就业、社交等影响。对
其长大以后顺利进入正常社
交，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生儿在出生后第 3 天
时，开始进行第一次听力筛
查；如果未通过，则在第42天
再进行第二次听力筛查；若仍
未通过，也不必过度担心，因为
有一定的假阳性率，但是需要
密切关注宝宝的听力情况，比
如日常生活中观察宝宝对环境
声音的反应，在宝宝6个月左
右，找耳鼻咽喉科医师进行临
床医学评估，进行听力学检测、
行为检测、必要时进行中耳内
耳CT或者MRI扫描等检查。

当我们发现患儿听力损
失后，应及时寻求相关专业人
员，如耳鼻咽喉科医师、听力
师、助听设备验配师等的帮助，
减少听力遗传性耳聋的基因
治疗。助听器或者人工电子
耳蜗手术植入的干预是帮助
听力损失患儿重新听到声音
的有效措施，而康复则是帮助
听力损失患儿回归正常社交
的重要手段。中度耳聋的宝
宝可以佩戴助听器；重度耳聋
的患儿，如果佩戴助听器疗效
不佳，可以在1岁左右进行人
工电子耳蜗手术植入；大部分
儿童经过术后积极培训，也可
以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吴年周
口述 邵阳日报记者 陈红
云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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