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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肺癌诊疗一体化中心”成立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普胸外科获评四川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被多家医院判定已没有手术机会的肺癌患者卢先生，在成

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普胸外科“肺癌诊疗一体化中心”实现了治疗

“逆转”——多学科团队先采用免疫联合化疗将直径4.5厘米的

肿瘤缩小至2厘米，再通过单孔胸腔镜微创方式切除，术后再辅

以科学有效的治疗策略。两年过去，卢先生依然健康地生活着。

从“绝望”到“重生”，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普胸外科以高质

量发展创下的“奇迹”还有很多。建科13年就成功申报为四川

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健康成都 健康好帮手 就医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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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一定要依靠安眠药吗？
不一定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发布的《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2）》显
示，57.41%被调查者表示在近一个月
有1-7天失眠。

传统治疗失眠的方式主要是药物
治疗，而药物治疗有不可避免的缺点：
容易产生依赖性，可能出现头晕、乏
力、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因此很多
人宁愿忍受失眠的痛苦，也不愿意服
用药物。在这一背景下，市四医院在
2021 年开展了非药物失眠疗法——
远程失眠认知行为治疗（远程CBTI），
这是四川省唯一一家开展该项业务的
医疗机构。

该院睡眠医学中心的主治医师于
跃介绍，失眠的首选并不是安眠药，长
期依靠安眠药入睡，会形成对安眠药
的依赖，造成日间嗜睡，影响记忆力。

通常来说，长期失眠后，人们会对
睡眠产生错误的认知和不良的行为来
应对失眠，比如对睡眠充满焦虑，整天
担心自己睡不着，或者总是计算自己
睡了几个小时，或者用提早上床和白
天赖床等方式增加睡眠机会。殊不
知，这样的认知和行为对睡眠反而是
有害的，会导致患者的失眠持续存

在。失眠认知行为治疗（CBTI，Cog-
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Insom-
nia）是针对慢性失眠患者的行为、认
知和生理的系列治疗策略，核心内容
包括睡眠限制、刺激控制、睡眠卫生、
认知疗法、放松训练。

简单来说，CBTI就是纠正患者对
睡眠的错误认知，减轻失眠焦虑，改变
不良的睡眠行为习惯，逐渐恢复正常
的睡眠规律。整个过程不用或者使用
很少的药物，更加安全和可靠。

远程CBTI
它就是我们身边的睡眠医生

据介绍，一个完整的传统 CBTI
疗程为 5-8 周，患者需要每周到医院
参加团体治疗，由治疗师进行现场访
谈和评估。这对于距离较远或者临时
有事的患者来说，完成全疗程确实有
困难，但是如果不能按时治疗，疗效会
大打折扣。

考虑到这一情况，市四医院在2021
年5月以互联网为载体开展了“无须服
药”“无须奔波”的远程CBTI治疗，患者
可以随时随地接受CBTI治疗。

远程 CBTI 适合不想吃药、肝肾
功能受损、孕期、哺乳期的特殊患者群
体，同时能兼顾到距离远、工作忙的患
者，更像是身边的睡眠医生。

它的一个疗程为 6 周，在治疗过
程中，患者一方面要学习失眠认知行
为治疗的相关视频，另一方面需要每
天将自己的“睡眠日记”上传到系统，
以便医生更好地掌握患者的睡眠趋势
和变化。医生会每天在端口查看患者
的“睡眠日记”，对作息不良的患者及
时给予提醒和干预。在治疗期间，医
生不仅会在线上教给患者一些放松的
方法，比如正念训练、肌肉呼吸放松训
练等，还会线上解答患者关于睡眠的
疑问，帮助患者更好地入睡。

数据显示，从 2021 年 5 月至今，
有近 600 位患者接受了远程 CBTI 治
疗，其中 70%以上的患者睡眠得到了
极大改善。

他们把多学科协作
做成了一张亮眼名片失眠一族注意了

远程诊疗也能帮你找回好睡眠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邓晓洪）“红包坚决不能收，保障
母婴安康是我们的天职。”近日，一名
曾发生危险的高龄产妇来到崇州市妇
幼保健院，执意要送红包感谢医生，但
被坚决拒绝。而这样的拒收红包行为
已发生多起，这正是崇州市卫健局近
年来致力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医德医风
教育收到的良好效果。

该局负责人称，为了打造党风清

正、院风清朗、医风清新的清廉卫健，
驻市卫健局纪检监察组充分发挥“督
廉”作用，重点紧盯医药购销、建设项
目、总务采购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
着力制度建设，自 2019 年以来，已开
展专项监督检查 73 次，把发现的问题

遏制在萌芽状态。另外，他们把作风
和反腐败问题治理工作作为推动卫健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抓住行风建设这条主线，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零容忍，出重拳、长震慑，打造
一支“崇廉行医守初心”的卫健队伍。

打造“崇廉行医守初心”的卫健队伍
崇州：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在睡眠障碍普发的当下，这个健康节日再次引起
大家对睡眠问题的强烈关注。记者从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获悉，如今通过远程诊
疗就可以实现好睡眠。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诊疗方式呢？

及时
关注

想接受远程 CBTI 治疗的患
者，可以关注“成都市第四人民医
院服务号”，在预约挂号中依次选
择“九江院区”——“失眠认知行
为治疗”门诊。医生坐诊时间为
每周二下午及每周四下午。

想接受远程CBTI治疗
应该怎么做？

李京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洪

技术升华
从“大创伤”到“小切口”

13 年前，市三医院心胸外科发
展来到一个分界点——心胸外科
一分为二，成为如今的心脏大血管
外科和普胸外科两个独立科室。
这是市级医院中首个独立运行的
普胸外科。

彼时，刚成立的普胸外科面临
着技术进阶的巨大挑战。“以前一
说起胸外科治疗，联想到的就是开
胸。但大创伤的治疗不是患者想
要的，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患者的
利益，就是驱动我们进步和前行的
核心力量。”市三医院普胸外科杨
懿主任说。

从“启程”之日起，普胸外科就
着力于将技术“做小”，逐步迈入微
创时代——2013 年，杨懿在其导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伦旭教授的
指导下，奠定了坚实的单向式胸腔
镜手术基础，实现肺癌患者外科治
疗微创化；2018 年，科室与上海肺
科医院著名胸外科专家蒋雷教授
深度合作，实现从“三孔胸腔镜”到

“单孔胸腔镜”的技术延伸。如今，
科室可熟练开展包括单孔胸腔镜
下肺支气管血管袖式成型等高难
度术式在内的胸外科专业所有微
创术式，年手术量达千余台，高难
三四级手术及微创手术占比达科
室总手术量的95%以上。

理念革新
从“单一”到“一体”

2018年，“为高难肺癌患者寻
求治疗突破”的现实需求和肺癌
治疗领域诊治手段的高速发展，
将普胸外科推向另一个发展转折
点。这一年，医院率先践行“肺癌
诊疗一体化治疗”理念，集普胸外
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肿瘤
科、病理科、放射影像科、神经内
科、康复科等多学科力量共建，集
中发力为患者制定最优化的治疗
方案。受益于此，本文开头的卢
先生通过综合诊疗重获新生。

广东省人民医院首席专家吴
一龙教授被誉为“中国肺癌第一
人”，他在 2003 年就开启了以循
证医学为证据，组织多学科联合
诊疗肺癌的探索之路。2022 年，
这位享誉世界的肺癌专家受聘担
任市三医院客座教授，肺癌多学
科诊疗（MDT）再获升华。

精进的技术、领先的理念，让
市三医院普胸外科的“肺癌诊疗
一体化中心”建设成为亮眼的“成
都城市医学名片”。而今作为发
展“先锋”，更是在不断辐射优势
——通过与广东省肺癌研究所共
建的“川粤肺线”学术活动，定期
在川内各地展开交流，让规范化
的肺癌一体化治疗理念得到推
广，让更多患者获益。

携手共进
从“试点”到“全面”

“我们从肺癌诊疗上探索出来的多学科协
作经验已在各亚专业同步铺开。”杨懿说，除肺
之外，普胸外科在食管、纵膈、胸壁亚专业上协
同发展，诊疗上采取“一体化”协作经验，均与相
关学科建立起紧密联系。

60 岁的何爷爷是“跨界”治疗的获益者之
一。他被查出长有 5 厘米的肿瘤，瘤体从食管
一直延伸到胃。单纯经胸腔或经腹腔手术都存
在治疗短板，经过普胸外科、消化内科、普外科·
胃肠微创中心、放射影像科、病理科及肿瘤科等
多学科专家讨论，最终确定联合手术方案——
先由普外·胃肠微创中心刘雁军主任团队利用
腹腔镜进行全胃切除术并完成腹腔淋巴结清
扫，再由普胸外科食管组张志国、牟云飞团队接
棒在胸腔镜辅助下清扫纵隔淋巴结、游离食管
并做空肠-食管吻合。这样的方案，将最大化
降低肿瘤复发的可能。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创造一个又一个奇
迹。13 年时间，让市三医院普胸外科跃升为省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发展的道路仍在延
伸，目前该科已投入“中心病房制”建设新目标，
计划以打造“胸部肿瘤一体化诊治病区”为试
点，率先进入肺癌诊治新时代——在病区内建
立涵盖多学科力量的系统化配置，同步引入多
种先进设备、技术，实现患者“一站式”的“智慧
化”诊疗新模式。同时，将积极投身临床及胸部
肿瘤基础研究，通过与西南交通大学共建胸部
肿瘤实验室等路径，实现医、教、研协同发展，多
方联手解锁更多疾病诊治“密码”。

李诗敏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洪

点位 闻笛路60号

方便自己停车
门口私自搭建雨棚

车辆乱停乱放、私拉电线违规充电等行
为，不仅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不便，还存在不小
的安全隐患。昨天记者走访了闻笛路60号小
区，发现这里存在此类问题，亟待整改。

昨天下午 2 点 30 分左右，记者来到了位
于闻笛路 60 号的彩舞园小区。小区内每个
单元门口都划有停车区域，但仍有很多摩托
车、电瓶车随意停放在路边 ，影响道路通
畅。记者发现，甚至有住户在单元门口私自
搭建了小型雨棚，方便自己停车，却影响了
他人通行。私家车随意停靠在路边，占用了
消防通道，存在安全隐患。

记者看到有装修材料堆在路边，单元
楼门口、转角处还堆积着杂物，显得杂乱无

章。绿化带中还有住户随手扔的垃圾。有
一楼住户从阳台牵出约 10 米长的电线，插
线板放在绿化带中，仅用一个剪开口的塑
料瓶做保护。此处靠近居民楼，一旦出现
短路等意外，很容易引发火灾，危及小区住
户的安全。

记者随机走进某单元楼道内，发现头顶
电灯灯罩破损，墙边有电力设备保护罩脱落，
电线外露，具有安全隐患。在二楼电梯口，有
住户堆放了大量杂物，都是易燃物品。此外，
楼梯口地砖破损，踩上去有明显的晃动感，给
住户出行带来不便。

点位 白马寺街

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
交通秩序较差

昨天上午 9 点半，记者来到白马寺街探
访，发现该条街机动车以及非机动车乱停放

现象较为严重，交通秩序较差。
记者来到现场，发现在菜市的门口随意

停放着多辆机动车，甚至有的机动车已经被
交警贴上了罚单。该条街除益民菜市外，街
的另一边也有很多卖菜的摊主，记者在现场
看到，该条街划有非机动车停车位，可仍有市
民为了图方便没有把车辆按规定停放，直接
将电动自行车或共享单车停到街边，十分不
文明。再往前走，电动自行车乱停放的现象
依然严重，有的甚至占了一半的机动车道，现
场的机动车只能占道行驶，很容易引发交通
事故。

“这条街本来就不宽，这种乱停车的行为
真的很不文明，而且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市民胡女士说，自己每次骑车来买菜时，都会
先把车放到规定停车位里，然后再去买菜，希
望大家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按规定停放车
辆，做文明市民。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点位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安静排队、文明就医
营造和谐就医环境

医院向来是人流量较大的地点，昨天记
者来到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发现这里
虽然人来人往，但整体环境井然有序。

下午 3 点半，记者来到医院，虽然是工作
日，但来看病的人依旧不少。门诊楼门口的
草坪旁，有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经过，但没

有人去践踏草坪，偶有小朋友想踏进草坪，
会被家长及时叫住，指着一旁的文明标语细
心教导。

门诊部一楼的挂号窗口前，市民都自觉
排队，没有插队、加塞的情况。药房前的自助
签到机旁，在没有志愿者引导的情况下，大家
依然有序排队。门诊二楼的候诊大厅里，患
者及陪同家属找好座位，有序等候，偶尔有小
朋友大声喧哗，家长也会及时劝阻，共同维护
好医院内的文明环境。

在医院内，专门设有文明宣传栏，里面贴
着很多倡导文明的海报。家长会为孩子们细
心讲解，让他们养成讲文明、守礼貌的习惯。

点位 枫林南路

规范停车、有序出行
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有序文明停车，不仅可以营造良好的交
通环境，方便人们出行，还可以助力提升城市
文明水平。

昨天上午 11 点 40 分左右，记者来到成华
区枫林南路，尽管该路段车流量和人流量较
大，但交通秩序良好。划线停车区域内，无论
是电动自行车还是共享单车，都停放整齐，车

头车尾方向一致，没有车辆乱停放的现象。
记者看到，整个路面十分干净整洁，没有

垃圾。在路口处，市民也都在行人等候区静
静等候，待绿灯亮起才走斑马线通过马路。

“大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等红绿灯、走斑马
线文明安全出行。”市民王阿姨说，每一位市
民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当旁观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依林）商家
的叫卖、广场舞的伴奏⋯⋯这些声音一旦“越界”，就
会给市民带来困扰，为城市“降噪”关系着民生福祉。

3月21日，成都市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
战役”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成都市“三大战役”
办）召开新闻通气会。记者从会上获悉，2022 年城
区区域声环境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55.9 分贝，同比
下降1.1分贝；道路交通声环境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68.0 分贝，同比下降 0.3 分贝；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
区昼间、夜间达标率分别为 91.2%、68.4%，与上年相
比，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成都市噪声扰民投诉在群
众关注的环保领域投诉中较高。其中社会生活噪
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工业噪声分别占
69.3%、24.5%、5.3%、0.9%，办结率 100%。下一步将
如何强化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旷良义透露，成都市“三大战役”办将
致力于完善制度建设、缓解噪声投诉、加强能力建
设、加大宣传力度；继续推动《成都市环境噪声（震
动）管理条例》修订，按照《成都市 2023 年噪声污染
防治工作行动方案》要求，聚焦市民反映强烈的噪声
扰民问题，持续开展噪声专项整治。其中，2023 年
底前，将在各区（市）县分别完成 7 套声环境功能区
自动监测系统的安装，开展“宁静小区”创建试点和
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考核体系研究试点，并加大道路
交通噪声形成机制及防治方法、效果的研究，推进噪
声科学治理能力建设。

不文明行为 曝光台

安静就诊有序排队 走斑马线文明出行

守护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需要广
大市民把文明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从点滴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维护
好城市的环境秩序。

昨天，记者对我市部分医院、街道进
行走访，发现大部分市民都能做到文明
就医、有序出行，既方便自己，也不影响
他人。“文明不是喊口号，而是要落实在
行动上，大家都积极参与，才能营造出好
的氛围！”一位市民说。

私搭停车雨棚 影响他人通行
昨天，记者继续针对我市部分院落、

街道进行暗访调查，结果发现不少点位
仍然存在脏乱差问题，车辆乱停放影响
交通秩序、私拉电线存在隐患等现象，都
破坏了群众的生活环境，也影响了城市
的文明形象。

成都去年噪声扰民
投诉办结率100%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孟浩） 记者
22 日获悉，2023 成都国际环保博览会将于 3 月 30 日
至4月1日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
西部今年首个通过国际展览业协会（UFI）认证的环
保主题展会，本届成都环博会预计展出面积25000平
方米，目前报名参展企业360余家，已经超过2019年
成都环博会参展企业总数，预示着西部环保产业市
场迅速恢复升温。

据悉，成都环博会将集中展出水、大气、环境监
测、固废、生态修复、节能与新能源、环境服务等节
能环保领域技术、装备和解决方案，同期将联合国
内外行业机构举办“2023 川渝环保产业发展高峰论
坛”等10余场论坛、会议及活动。

“2023 川渝环保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由中国环
保产业协会指导，川渝环保产业协会联手承办，四
川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邵志军介绍，届
时论坛将围绕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双碳”目标推
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全国环保产
业发展新趋势等主题，探讨川渝和西部环保产业高
质量发展新途径。

候诊大厅里患者及陪同家属有序等候，偶尔有小朋友喧哗，家长会及时劝阻

市民为图方便直接将电动车停到街边

今年西部首个环保主题展会
成都国际环保博览会3月30日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