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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成为私人助手
为患者提供防复发转移建议

会上，桑楠教授团队现场演示了
这个 AI 肿瘤大数据平台。团队技术
负责人王心超介绍说，平台可以实现
数据的深度挖掘与智能分析，形成

“数据层—服务层—应用层”分层架
构。患者通过微信小程序上传病历、
影像、检验检查等相关资料，即可获
得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个性化康复管
理。系统持续学习患者数据，可逐步
进化成具有个性化特色的私人 AI 助
手，提供防复发转移建议，实现“居家
如在院”的智能康复管理。对医生来
说，智能助手助力多团队协作，实现
科研数据自动化采集与精准临床决
策支持，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当前，
平台正加快肿瘤通用模型研发，联合
医疗机构、设备厂商构建产学研生
态，未来将拓展基层 AI 辅助筛查、个
性化治疗推荐等功能。

协会副会长王成全说，AI肿瘤大
数据平台将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多机
构数据共享分析，为精准医疗、科研协
作提供有力支撑，推动科研创新与患
者管理升级，“这标志着成都市抗癌协
会在数字化建设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该平台作为肿瘤多模态通用模
型，深度整合临床数据与科研成果，已

与多家医疗机构共建产学研生态。未
来将拓展基层AI筛查、个性化治疗推
荐等应用场景，推动肿瘤防治向智能
化、普惠化发展。

定位大健康领域
我市拟研发更多大健康产品

除了AI肿瘤大数据平台外，成都
市抗癌协会整合多方参与并实现上市
的萝卜硫素也成为与会人员关注的焦
点。王成全以萝卜硫素在澳门成功上
市为案例，分享了“推进协会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
他表示，“四川是一个中医药大省，药
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在政策推动科
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大背景下，
协会结合自身优势，精准定位大健康
领域，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
发展的实践路径，通过加强与科研机
构、企业合作的创新模式，构建产学研
用一体化的协同创新体系，加速科研
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萝卜硫素的
成功上市，为医疗专家开启了产业发
展新思路，启发多机构、多专业协作，
研发更多大健康优质产品。

成都在抗癌领域的创新探索，正
为患者带来更多希望，引领抗癌事业
迈向新高度。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洪
供图 市抗癌协会

前不久，54岁的李明（化名）从成都开车往返攀枝
花，两天时间开了1400公里。这趟“越野”行程，让他的
右腿出现红肿、胀痛、皮肤发亮的症状，连走路都困难。
近日，家属将他送到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普外科（血管
外科），医生检查后判断，这是因长时间开车导致的下肢
深静脉血栓。

李明介绍说，他和朋友自驾去攀枝花办事，两天开了个来
回，返程中途只休息了一个小时。没想到回来仅一天后，右腿
的大腿根部到踝关节都胀痛，此后情况越来越明显，右腿比左
腿要粗3厘米，皮肤发亮、走路艰难，这才赶紧来到市五医院。

普外科（血管外科）医生在听了李明的描述并查体
后，立即为他安排血管超声检查。检查发现，他的右腿
患上了下肢深静脉血栓，必须要手术取出血栓。普外
（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姚佐懿介绍，该科每年都会接诊
这样的患者，特别是在大假过后更多，“他们因长时间站
或坐引发下肢深静脉血栓，比如长时间坐飞机、开车、打
麻将等。像这样久坐久站后，有的人会立即出现血栓症
状，有的人则会在几天后才出现。”

医生提醒：长途旅行时要注意适当休息，做一下腿
部的勾拉动作，促进血液循环。如果出现单侧腿胀痛、
肿大等情况，最好到医院检查排除下肢深静脉血栓。严
重的情况下，下肢深静脉血栓可能导致截肢，也可能导
致肺栓塞。 宋建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洪

住院找病房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对于很多记忆
力减退、认知功能障碍的老年患者来说，每间病房都长得
一样，很容易走出去就“找不回来”。记者从成都市第七
人民医院获悉，为了避免老年患者迷路，该院推出了“水
果病房”，将水果图片贴在病房外，帮助老人更好地记忆。

“水果病房”率先在该院骨科三病区推出。护士长
黄华告诉记者，作为外科中的老年科，骨科三病区不少
患者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针对患者普遍高龄化、记
忆力减退、认知障碍等易迷路的特点，该科从常见的水
果中挑选出蕴含美好寓意，以及在颜色、形状、口味上具
有强烈冲击记忆的种类，制成图片贴在病房门上，达到
让患者过目不忘的目的。

记者在病区看到，每间病房门上都贴着不同的水
果，有梨子，寓意大吉大利；有苹果，寓意平平安安……

“这个好，我只需要记住苹果就不会走错屋了，我是苹果
病房。”85岁的刘奶奶高兴地说。

黄华告诉记者，“水果病房”上线后帮不少老年患者
解决了迷路问题，“接下来，我们计划进一步优化‘水果
病房’设置，比如增加更多种类的水果图案或更换为更
具互动性的形式。同时，还要将这种创新思维应用到康
复指导、健康宣教等方面，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优质服
务。” 宁雪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洪

6厘米的结石
把胃磨出个大溃疡

“6厘米大的结石把胃都给磨烂了。”消化内
科副主任医师王世美介绍说，胃结石把小胡的胃
角“磨”出了一个2.5厘米的溃疡，一部分血管都
被磨破出现了出血状况，“再不取出，将可能因为
进一步磨损造成溃疡面积增大、加深、个数增加，
出现急性消化道大出血、穿孔等严重并发症。”

直径6厘米的胃结石已属巨大，超过了食管
及咽喉部的管腔直径，强行取可能造成管腔撕裂
穿孔。医生利用内镜分了两个步骤完成取石：先
利用器械将结石击碎，先行取出较大部分；再粉
碎剩余较小的结石，并充分“打捞”。

皆是因为“贪嘴”
专家分析三类胃结石成因

如此大的胃结石是怎么造成的？王世美医
生解释说，皆是因为“贪嘴”。她说，胃结石是由
于食入的某种动植物成分、毛发或某些矿物质在
胃内不被消化凝结成块而形成的，根据成分常可
分为三类：

植物性胃结石：主要由各种未消化的植物成分
组成，包括鞣酸、纤维素、果胶、胶质等。最常见的
是空腹大量进食柿子、黑枣、山楂等富含鞣酸的食
物。鞣酸在胃酸的作用下，能与蛋白质结合形成不
溶于水的鞣酸蛋白，鞣酸蛋白与果胶、树胶及食物残
渣等黏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形成胃结石。

毛发性胃结石：由毛发组成，也可混有毛线及
动物毛等，多见于有吞食毛发习惯或有精神障碍
的人群。

药物性胃结石：碳酸钙、铋剂等药物在胃内如

果没有被充分溶解和吸收，就可能聚集形成结石
样物质。在长期、大量服用这类药物且饮水较少
的情况下，更易发生。

注意：
胃结石的常见症状有这些

王世美医生介绍说，胃结石可以引起腹痛等
不适，严重者可引起消化道溃疡出血、肠梗阻、穿
孔及腹膜炎等并发症危及生命。

消化道一般症状：通常会感到上腹部隐痛、
胀痛或钝痛；部分患者会因结石刺激胃黏膜导致
胃部蠕动功能紊乱，从而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

消化道梗阻症状：当胃结石较大时，有可能
堵塞幽门导致胃内容物无法顺利通过，引起梗
阻，出现剧烈呕吐、腹胀腹痛加剧等；若结石较小
通过了幽门排入小肠，还可能引起小肠梗阻。

小胡的特殊“药方”
可大量喝可乐

在给小胡的术后治疗建议中有这样一条：病
情允许术后大量喝可乐。

可乐为啥能对付胃结石？这是因为可乐中
含有的柠檬酸和碳酸氢钠，可以将胃结石逐层溶
解，但这只对部分植物性胃结石的患者有效，特
别是刚形成不久的。对形成时间较久、硬度较大
的结石，这种方法没什么效果。

“建议大家有疑似症状时首选及时就医，在
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接受治疗。”王世美医生特别
提醒，在不明胃结石情况之下盲目饮用大量碳酸
饮料，也可能起到反作用，不仅可能导致病情加
重，甚至可能引发胃出血、胃穿孔。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洪 供图 市三医院

一时贪嘴 吃出6厘米胃结石

30岁的小胡（化名）没想到，一
时贪嘴竟把自己吃进了医院。前

些天，他在菜市场买了约1斤酸酸甜甜的“糖雪球”，回家
后一口气吃了个干净。次日，他因为胃痛来到成都市第
三人民医院急诊科就医，医生通过胃镜检查发现，他胃
里有个6厘米的结石，已经把胃给磨烂了。

健康警示

连续开车1400公里
他“开”出下肢深静脉血栓

避免老年患者迷路
市七医院上线“水果病房”

成都自主研发的AI肿瘤大数据平台来了
癌症患者将在家得到智能医生陪伴

抗癌志愿者试用AI肿瘤大数据平台。

癌症患者出院回家，脱离
医护专业照护，常感紧张不安，
他们如何延续专业照护？如
今，这一难题在成都有了新解
法。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成都市
抗癌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获悉，协会与电
子科技大学桑楠教授团队携手
研发的AI肿瘤大数据平台，已悄然迈入试运行阶段。平台以打造“数字抗癌生
态圈”为愿景，融合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深度整合临床数据与科研成果，不仅
为肿瘤患者送去“智能医生”，也为医生精准医疗与科研提供坚实助力。

及时关注

用内镜为小胡取出巨大结石。

成都市第十人民医院，这家老成都人熟知

的医院近年来似乎正在被淡忘。但就在2月10

日，随着综合外科的入驻，位于净居寺路18号

的该院正式宣告“回归”。该院区虽然仍是成都

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的一个院区，但不再

接诊传染病患者，而是以全新的综合性医院“再

出发”，为普通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据了解，成都市第十人民医院目前已开设

内一科和综合外科。内一科分别有内分泌代

谢、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神经内科、风湿免疫

等亚专业，而综合外科则有胸科、普外、骨科、泌

尿、肛肠、耳鼻喉头颈等亚专业，不论内科还是

外科，基本涵盖了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范围。

成都市十医院以普通综合医院方式重回大

众视野有着怎样的背景？它具体能为患者提供

怎样的服务？今天，让我们走进该院详细了解

一下。

为普通患者服务
成都市第十人民医院“回归”
成都市公卫中心净居寺院区将不再接诊传染病患者

对整个成都市公卫中心来说，2025年2月将
是该院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从这个月开
始，该院的航天院区和净居寺院区在发展方向上

“泾渭分明”，航天院区专门为传染病患者服务，而
净居寺院区（成都市第十人民医院）则专门为普通
患者服务，不再“染指”传染病。

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石雪梅说，不论是内一
科还是综合外科，市公卫中心为净居寺院区配齐
了患者所需要的门诊，而且还预留了足够的床位，
以满足患者所需。“为方便患者就医，医院还专门
通过信息化手段为净居寺院区升级小程序，向患
者提供导医服务。”她介绍说，医院已经上线AI智
能客服，在挂号之前可以指导患者挂号；随后会上
消息推送和院内导航，这样患者挂号后可以通过

信息推送，获知下一步该怎么做，再结合院内导
航，相当于配备了一名导医全程指导就医。

航天院区和净居寺院区虽然发展方向有了不
同，但在专家资源上仍将彼此协作。该院副院长
范合璋说，当疑难重症患者需要航天院区支持时，
医院将及时协调，在第一时间派出专家配合。同
理，当航天院区相关科室患者需要支持时，净居寺
院区也将派出专家予以配合，“一切以患者生命健
康安全为第一要务。”

副院长范合璋说，从医院整体发展角度来说，
未来，市公卫中心将打造独立的胸科医院以及肝病
研究中心，“所以，要让市公卫中心快速并入高质量
发展轨道，就必须通过做强综合的方式来为医院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洪观/文 供图 市公卫中心

成都市第十人民医院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
那医院有怎样的特点？患者就医时如何选择？为
了方便大家了解，我们分别对综合外科和内一科
进行详细解读。

首先来看综合外科。
据副院长范合璋介绍，为了向辐射区域内的

患者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诊疗服务，成都市公共
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在市十医院（净居寺院区）开设
综合外科，经过前期充分的调研与筹备后，综合外
科于2025年2月10日正式开始接诊患者。

那市十医院的综合外科有怎样的特点呢？范
合璋说，主要有三大特点。

首先是便民化。综合外科设置的亚专业几乎
涵盖了各种常见及复杂的外科疾病，“综合性医院
具备的外科我们基本上都有，就是为了方便覆盖区
域内的患者实现就近治疗，避免他们舍近求远。”

其次是精准化。为了保障服务质量，成都市
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组建了一支经验丰富、技
术精湛的医疗团队，注重多学科协作，为患者提供
精准、个性化的诊疗方案。

第三是微创化。如今，外科技术已经进入微
创时代，腹腔镜、胸腔镜、关节镜、胃肠镜、胆道镜
等微创技术的广泛使用，将凸显综合外科手术创
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的优势。

综合外科负责人吴邦贵说，在2月10日综合
外科开诊第二天，一名肺癌患者便从都江堰慕名
而来。该患者之前就想到市公卫中心接受手术，
但碍于“传染病”三个字带来的心理畏惧，就放弃
了。没想到仅仅几天后就听说市十医院的综合外
科开诊了，“这里不再收传染病患者，我才放心过
来。”他对吴邦贵说，之所以选择到这里治疗，是因
为该院的胸外科专家长期为患有肺结核的患者做

复杂的手术，“相比之下，普通的肺癌手术、食管癌
手术肯定就简单了。”

再来看内一科。
在市十医院，内科已经在此深耕了近 40 年

时间。该科主任刘大凤说，综合内科成立于1996
年，2015 年成立综合内科内分泌代谢/心脑血管
专业组，在此基础上又于2023年独立成内一科，
而今专门为非传染病患者提供诊疗服务。她介
绍说，目前，内一科已成为以内分泌代谢疾病、呼
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风湿免
疫系统疾病等专业特色构建而成的集医疗、教
学、科研为一体的内分泌代谢/呼吸/心脑血管综
合诊治中心。

需要强调的是，市十医院内分泌代谢病学不仅
是成都市卫健委医学重点学科，还是成都市内分泌
质控中心专家单位、成都市内分泌疾病专科联盟成
员单位。此外，该科还是成都市神经内科质控中心
专家单位、中山医科大学附属三院神经系统感染联
盟单位，内一科门诊是“中国骨质疏松筛查与规范
诊疗能力建设项目骨质疏松防治门诊”。

作为科室主任，刘大凤博士所从事的专业便
是内分泌代谢，长达20多年的内分泌疾病诊疗经
验让她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患者。她介绍说，如
今，医院为内一科配备了13名医师，很多都是颇
受患者认可的专家，“为了给患者提供优质的诊疗
服务，医院为内一科开足了马力。”

刘大凤表示，在市十医院内一科，内分泌代谢
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他们的长项。除此之外，
心血管病、神经系统疾病以及风湿免疫疾病等也
拥有不俗的实力。“在社会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
们将致力于打造老年病综合诊治中心，为辐射区
域的老年患者健康保驾护航。”

位于净居寺路 18 号的成都市第十
人民医院原本就是一家以接收传染病患
者为主的综合性医院。在发展过程中，
该院先后合并成都市结核病防治院和成
都铁路局结核病防治院，并于2012年将
医院主体搬迁至航天立交桥旁，更名为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但净居
寺院区依然保留“成都市第十人民医院”
的牌子。

作为一家老牌医院，净居寺院区一
直有着较为深厚的综合医疗能力。1994
年便在市十医院工作的综合内科主任刘
大凤介绍说，该院在内分泌、呼吸、肾脏、
心血管等内科疾病的诊治上有较强实
力，而且有很强的群众基础。但后来随
着传染病事业的发展，普通患者担心到
医院就诊发生交叉感染，因而患者逐渐

减少。综合外科负责人吴邦贵也是医院
的“老人”，他说，早在1992年，市十医院
便开始发展外科系服务普通患者，而且
在普外、骨科、泌尿等多个专业建立了优
势。同样，出于对“传染病”的恐惧和担
忧，普通患者避而远之。

市十医院位居成都中心城区人口
密集地段，周围有大量居民小区，医院
服务辐射人口达 300 余万人。市公卫
中心副院长范合璋表示，为了更好地服
务患者，让群众能够实现就近治疗，从2
月起，净居寺院区在原有内科基础上，
抽调外科精兵强将组建综合外科，让市
十医院重回综合性医院序列。“市十医
院的门诊和住院将只收治普通患者，不
再接收传染病患者，大家不必再心存顾
虑和担心。”

市十医院内外科有这些特点就诊患者请注意

市十医院只接诊普通患者不再担心交叉感染

位于净居寺路18号的市十医院。

今后，市十医院只收治普通患者。

市公卫中心抽调外科精兵强将在此组建综合外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