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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所有温度的医院，做一位有温度的
医者”，这是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理念。在
这一理念下，该院护理团队以“优质护理服务
示范工程”为主题，制定了“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严密制度，开创性用“心、馨、新”护理理
念持续推动护理工作全面推进。“‘三 xin’理
念的推行，让每个护理人员都在贡献自己的
智慧，去寻找、发现、探索新的服务方式和手
段，因此每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满足患者的
多元化服务需求。”陶岚主任说。

全速前进的护理团队，不仅让“科学化、
精细化、个体化”的护理实践满足了患者多元
化的需求，同时也促成了护理科研的全面开

花。迄今，该院护理团队已发表核心论文 68
篇，SCI 论文 7 篇、最高影响因子达到 6.461，
申报专利96项，承担省市级课题18项，主编、
参编专业书籍和行业规范多部。仅 2022 年，
累计获奖达到 23 项，其中国家级 3 项、省级 6
项、市级14项。

荣誉绝不归功于哪一个人，而是全院
1272名护理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进取无止境。三医院护理人将继续秉持
初心，肩负使命，以行动践行“办一家有温度
的医院，做一个有温度的医者”的承诺。

李诗敏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
洪 供图 市三医院

一年一度的“5·12”国际护士节又要到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将目光投向

护士这个群体。但我们并非仅仅关注护士
群体本身，延伸开来的是整个病患群体。
护理技术的进步、理念的更新、服务的迭
代，都与患者密切相关，他们的付出都将直
接作用于患者。

打造极具标志性的“三xin”护理理念，
即：“心、馨、新”（用心、温馨、创新）——这
是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护理团队的坚持，
也是他们取得诸多亮眼成绩的根源。他们
始终在开拓、创新、引领，用自己的专业为
医院“排头兵”地位“加持”。

为了推动“三xin”理念发展，近年来医
院都会举办“三xin”大赛，让全院护理团队
亮出自己在技术、理念、服务上的“新招”。
而这，正是对“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办院
理念的最佳写照。

护理需要用心投入，市三医院护理部主任
陶岚对此有着真切的理解和感受。30 年的护
理从业经验告诉她，在专业工作中的用心，成
就的不仅是自己，更多是患者获益。

护理的用心不只是按照操作规范完成本
职工作就行，而是在临床实践中不断观察、发
现，去寻找和探索更多有利于病人康复的方法
和手段。医院的每一个护理人，也在用具体的
行动印证这样的理念。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护理团队创编的呼吸操便是例证。

慢阻肺、哮喘等呼吸系统慢性病，让患者
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如何让患者更顺
畅呼吸，让他们有尊严地生活？在治疗的同
时，辅以科学的呼吸锻炼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2019 年，该科护理团队创编了一套呼吸操，由
护士带领病人进行练习。

如何科学调动对应肌肉参与锻炼才能达
到更好的效果？为此，护士牟静趁下班时间外
出寻找解决方案——跟随专业健身教练学
习。在整个过程中，她越来越认识到，呼气时
用到的是肋间内肌和胸腹肌等肌肉，吸气用到
的是膈肌和肋间外肌等肌肉，如果运用得当将
有助于呼吸，相反甚至可能引发伤害。掌握一
系列的细节后，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理团队
对呼吸操进行了改良升级。从病区患者和出
院患者的康复速度来看，他们的呼吸顺畅度有
了明显变化。这份用心，确确实实在病患群体
中起到了良好效果。

很多病人在进入医院以及出院后内心都
隐隐有种不安，他们急需得到医护人员的心灵
关照。此时，服务的温馨，就成为化解不安的

“灵丹妙药”。
市三医院普外科·肥胖与代谢性疾病中心

已经全国知名，各地患者接踵而来，一年外科
减重手术可达千余例。“都说心宽体胖，其实情
况并不一定如此。”护士长勾玥说，一部分患者
会因为长期肥胖造成身体和心理上的不适。
彼时，护理团队为大家准备的“胖胖大礼包”，
便是向他们传递的第一份关爱。

“胖胖”小唐入院时收到的礼包里有定制
的大号病员服、健康指导单、移动输液架以及
术后控制单次饮水量的鸭嘴水杯和糖果，“太
感动了，比我妈给我准备的东西还齐全。”

勾玥说，“大礼包”内的物品会根据患者的
情况个性化配置，“我们希望传递一个信息：你
的每一个需求细节，我们都会关照到。”这种暖
心的举动不仅仅出现在入院环节，而是贯穿了
整个治疗和后续随访，“出院后会根据患者情
况提供个体化健康指导，这些举措会让大家感
觉安全和踏实。”

“有我们在”，是市三医院护理团队向病人
提供的心理保护，这点在消化内科也有具体呈
现。2022 年 6 月，该科在成都市属公立医院中
率先引进 5G 随访信息化系统，让病人得到更
为周全的温馨呵护。

消化二病区护士长段慧告诉记者，以前病
人的随访是护士通过电话开展，这种传统模式
不仅难实现全覆盖，更难做到健康教育的细节
周全。5G 随访信息化系统的投用，可以让护
理团队获得大量循证数据，并根据疾病和患者
特点制作有针对性的宣教素材。“当患者的病
情信息录入系统后，就会收到个体化的图文、
视频宣教信息。”段慧说，以肠镜患者为例，系
统会向患者推送肠道清洁、肠镜检查过程、检
查后注意事项等方面的科普资料，“简单易懂
的健康宣教能帮助患者了解检查过程、消除疑
虑，肠道准备的成功率也跟着大幅提升。”

数据显示，从系统启用以来，仅消化内科
就有超过 10 万患者获益。如今，该系统已经
覆盖所有临床科室。病人出院后依然会收到
具有温度的健康教育信息，让大家感觉护理团
队始终在身边呵护，从而获得满满的安全感。

护理不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一门专业性
极强的学科。只有抱着锐意进取的态度，才
能实现学科的持续化高质量发展。“三 xin”理
念中的“创新”，便是推动市三医院护理团队
不断勇攀高峰的源源动力。

就医流程上的创新，在市三医院眼科得
到了充分体现。该科率先成立“预入院一体
化服务中心”，让病人“少跑路”的同时，更是
缩短了住院时间。

什么是“预入院一体化服务中心”？眼科
护士长秦岭告诉记者，眼科病人入院后要接受
一系列的疾病检查和评估，以前需要奔走在不
同的地点，烦琐又劳累，增加了就诊的时间成
本。为让病人便捷完成评估和检查，护理团队
逐一对流程进行梳理，打造出以“预入院一体
化服务中心”为主线的新诊疗流程。

在门诊五区的眼科“预入院一体化服务中
心”设有评估室，患者入院前就会针对病情开
展“一站式”评估，确定是否可以手术、如何手
术。办理入院手续后，病人会在“一站式病房”
接受抽血化验、病历复核、眼部检查等。这些
事先完成的准备，将实现患者手术的快速推

进。数据统计，“预入院一体化服务中心”启用
后，患者的住院天数从最初的5天逐步下降至
如今的 1.2-1.4 天，“流程通顺便捷了，住院天
数自然下降了，就诊成本也会同步降低”。

类似的创新，在市三医院普胸外科也有经
典呈现。该科的“预康复”模式，让心肺功能不
好的患者受益良多。护士赵蓉介绍说，大众眼
中认为胸科手术是大手术，手术风险大、恢复
时间长，部分心肺功能不好的患者更是担心。
通常在住进医院后还需要经过 2-4 周的心肺
功能康复才能手术，无疑增加了患者的时间成
本和住院周期。为此，该科于今年4月创新性
启动“预康复”模式，心肺功能不佳的患者在门
诊就建档评估，制定个性化的心肺功能康复
方案，帮助强化心肺功能储备，抵御手术产生
的应急创伤，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这个
期间患者不用住院，在医生、专科护士、临床
营养、康复医学、心身医学多团队的协作下，
共同实现患者心肺功能康复，待达到治疗要
求后再行办理入院手续。这是一种多学科协
作（MDT）的模式，截至目前已有患者在“预
康复”模式的干预下，成功接受了手术治疗。

创新
挖掘每个人的智慧，为病患提供便捷与舒心

让每个病患都感受到

危险：“心门”关不紧了

袁婆婆在 5 年前就被诊断出“二尖瓣关闭
不全”，近两年更是反复因胸闷气紧、双下肢水
肿、心衰入院。“心脏就好比是一座房子，不同
的心室就相当于是不同的房间，心脏瓣膜就是
房间之间的门。”市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
师刘汉雄说，瓣膜和现实的门一样，使用时间
长了也会损坏，二尖瓣关闭不全就相当于年久
失修的门“关不拢”了。当这扇“门”无法正常
闭合的时候，血流就会逆向流动，当血液大量回
流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心脏功能，甚至会威胁
生命健康。

传统开胸手术对高龄的袁婆婆来说已无法
承受，怎么办呢？

微创：以腿部血管当通道治疗

经心血管内科团队对患者病情进行多次研
究讨论评估后，他们决定采取目前全球最新的
一种微创手术方式为袁婆婆开展治疗——经导
管二尖瓣钳夹术。

刘汉雄告诉记者，二尖瓣钳夹术是一种微创
介入治疗技术，可以避免开胸手术的体外循环、心
脏停跳等环节，创伤小，恢复时间更短。手术以患
者腿部的股静脉作为通道，在超声引导下完成房
间隔精准穿刺，并将钳夹导管输送系统送至心
房。在定位返流严重的部位后，再让特制的二尖
瓣夹合器“落户”，进而夹合“失灵”的二尖瓣叶。
这样一来，可以让二尖瓣在收缩期时由大的“单
孔”变成小的“双孔”，从而实现最大程度改善返流。

协作：“透视”下完成修复

术前，心血管内科团队联合超声医学科、麻
醉科等多学科会诊，充分评估术中可能遇到的难
点与风险，制定了完整而缜密的手术方案。手术
在经食道三维超声的“直视”下有序推进，实现不
开胸但全程可视，进而保障治疗的精准化开展。
术后食道超声显示：夹合器位置形态良好，二尖
瓣返流现象明显减轻，手术效果理想。

首例经导管二尖瓣钳夹术的成功开展，标
志着市三医院心血管内科在心脏瓣膜领域的治
疗水平再次迈上新的台阶，为二尖瓣病患群体
的治疗创造了更多的可能。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李诗敏 记者 邓晓洪
供图 市三医院

5月8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肺癌联盟正式
启动“线上远程 MDT 会诊中心”，通过远程会
诊平台，提升联盟医院对重症肺癌的诊疗水平，
并为每一位在联盟医院治疗的重症肺癌患者提
供更优的综合诊疗方案，让身处县级联盟医院
的病人真正实现“大病不出县”。

川大华西医院肺癌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
2022 年中国新发肺癌病例约 87.1 万，新增肺癌
死亡病例约 76.7 万，分别占癌症发病和死亡的

18.1%和 23.9%。这相当于每 100 个癌症患者中
就有 18 个是肺癌，每 100 个因癌死亡者中有 23
人是肺癌。肺癌已成为中国发病率与致死率

“双最高”的恶性肿瘤。川大华西医院著名肺癌
专家周清华教授告诉记者，《“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实现总体癌症5年
生存率提高 15%的战略目标。随着我国肺癌防
治体系的逐步完善，肺癌的登记、筛查和早诊早
治的全面推进，以及整体诊疗能力的显著提升，

肺癌患者的 5 年生存率正在不断提高。他介绍
说，在不断发展和推进肺癌诊疗能力的过程中，
该院肺癌中心发现多学科诊疗模式（MDT）是
实现肺癌个体化综合诊疗、提高肺癌患者 5 年
生存率与生活质量的最佳模式。

在此背景下，该院肺癌中心于 2023 年 2 月
成立了重症肺癌 MDT 联盟。联盟囊括全国 48
家医院，涵盖大型三级甲等医院、全国的地级市
和县级医院，不仅填补了重症肺癌学科联盟的

空白，更将联盟打造成为团结融合、精准创新的
肺癌 MDT 学术平台，为各个层级的肺癌 MDT
团队提供学术交流及实践的机会。

川大华西医院肺癌中心主任车国卫教授告
诉记者，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 MDT 模式，可以
为每一位肺癌患者提供更优的综合诊疗方案，为
他们带来更持久、高质量的生存获益。他说，“线
上远程 MDT 会诊中心”的启动运行，将通过远
程会诊平台，提升联盟医院对于重症肺癌的诊疗
水平，患者可以在联盟医院就获得更优的综合诊
疗方案，真正意义上做到“大病不出县”。

川大华西医院医务部欧阳英科长说，远程
会诊项目有利于推动分级诊疗模式、优化医疗
资源配置、促进肺癌诊疗协同创新，全方位助力
改善肺癌患者生活质量和疗效。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洪

雨量丰沛的初夏，草木葱郁，路边、田间都
冒出了许多长势喜人的“野菜”。一些人喜欢
把这些“野菜”采摘回来食用，却因“识菜不清”
闹出了不少野菜中毒事件。前不久，家住温江
的李大叔夫妻俩就被在小区门口采的“红参”

（实际是商陆）毒得双双紧急送入了ICU。

家门口的野菜，毒翻夫妻俩
事情发生在4月26日。吴阿姨和朋友一

起逛街，走到小区门口时，同行的阿姨指着
一旁的一种植物说：“这个菜可以吃，多细嫩
的。”“就是就是，这个叫‘红参’，比菠菜还好
吃！”另一位阿姨也附和着。

看着朋友摘了一些，吴阿姨也跟着摘。
当天中午，吴阿姨就把新鲜“野菜”炒了和丈
夫李大叔一起吃。吃完没多久，两人开始头
晕、浑身没劲、眼花，且神志不清，想睡觉，吴
阿姨的朋友知道后，立即拨打了120。

下午 1 点过，温江区人民医院急诊医生
赶到时，李大叔已经不能走路，被担架抬上
了救护车，吴阿姨症状稍好一点，扶着还能
慢悠悠地走。此时，两人都出现了幻觉，手
不自觉地乱抓，意识模糊、反应迟钝、答非所
问。送到急诊科后，两人开始嗜睡，出现明
显意识障碍等症状，医生初步判断为食物中
毒，立即对他们进行紧急洗胃后送入ICU。

排毒治疗，两人劫后重生
李大叔出现了严重昏迷和全身抽搐，医生

通过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支持和血液灌流快
速促进毒素排出等治疗，及时挽回了他的生命。

4月28日，吴阿姨和李大叔病情都稳定后，
转入了消化内科进行后续治疗。5月5日，吴阿
姨康复出院，李大叔还需要继续住院治疗。

啥野菜这么毒？这个野菜被送到了温
江区疾控中心进行化验，原来它叫商陆。

据了解，商陆属多年生粗壮草本植物，
全株有毒，其中根和果实的毒性最强，毒性
一般会在 3 小时内发作，出现抽搐等精神障
碍现象，严重者会导致心脏麻痹死亡。商陆
中毒临床表现为行为异常、精神异常、不伴
呕吐腹泻，极易误诊。商陆有两种，一种是
紫红色的茎，一种是绿色的茎。茎紫红者有
毒，不能食用，而绿茎商陆过了清明节，茎叶
木质化后就不可食用。

温江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医生提醒大
家，不要乱吃野菜及不明来源的虫子，如果
食用后有头晕、头痛、恶心、腹痛和腹泻等中
毒症状时，应立即催吐，及时就医。

谢小英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余星
雨 供图 温江区人民医院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
洪）在“五一”假期期间，成都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核工业416医院的医疗保障医护队伍与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工作人员齐心协力，
成功救治了外伤、中暑等游客185例。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是全球知名
的旅游打卡地，每年接待大量“熊猫迷”。今
年“五一”假期，即便采取严格限流措施，该
基地仍累计接待游客 26.4 万人次。作为长
期与基地合作并负责基地医疗保障工作的
416 医院，为了保障游客的健康安全，专门选
派了一批技术骨干进驻基地，医院也开通绿
色通道为游客安全保驾护航，为需要转运的
患者提供直送 416 医院的便捷服务，从基地
到医院仅需15分钟。若出现急诊或重症，医
院还有备班医生，保证患者抵达医院后快速
进行治疗。数据显示，短短的“五一”假期
中，该院成功救治185例外伤、中暑等患者。

川大华西医院肺癌联盟

线上远程MDT会诊中心正式启动

经 典 手 术

从血管送来个夹子“虚掩”的心门关上了

新 闻 快 阅

416医院
成功救治185名“熊猫迷”

本报讯 （宋建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邓晓洪）5月6日，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举
办“中国心身医学整合诊疗中心”授牌仪式
暨综合医院 MDT 诊疗活动学术交流活动。
本次授牌仪式的举行，标志着市五医院心身
医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与会的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中心教
授周波说，市五医院心身医学科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为患者的快速康复起到了极大推动作
用，他希望市五医院加入“中国心身医学整合
诊疗中心”后通过多交流、多合作，持续推动
心身医学发展。市五医院负责人表示，在新
时代下，综合医院心身医学科需要承担更多
的使命和责任，该院将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继
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诊断和治疗水平，帮助
更多的人了解和预防心身疾病，为广大群众
提供更高效、更专业、更便捷的惠民措施。

市五医院挂牌
“中国心身医学整合诊疗中心”

年过七旬的袁婆婆胸闷气短多年，是因为二

尖瓣后瓣极重度关闭不全。民间的说法，就是心

门“关不拢”。放在过去，想要彻底解决问题需要

通过开胸手术置换出有问题的心脏瓣膜，但如今

一项全新的技术改变了这种重大创伤手术方

式。日前，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团队

利用一个“夹子”，通过血管介入的方式为袁婆婆

解决了心门“关不拢”的问题，这也是该院完成的

首例“经导管二尖瓣钳夹术”。

用心
创编呼吸操，护士专程请教健身教练

温馨
全程呵护，让患者随时感觉到“有我们在”

进取无止境
用团队的协作，诠释“有温度的医院”

这份温暖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护理团队用“心、馨、新”诠释“有温度的医院”

健 康 警 示

小区门口采“红参”
夫妻双双进ICU

商陆商陆

❶全 速 前
进的护理团队

❷5G 随访
信息化系统

❸帮 助 患
者进行呼吸康
复训练

❸❸❶❶

❷❷

心内科团队完成首例心内科团队完成首例““经导管二尖瓣钳夹术经导管二尖瓣钳夹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