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3 月 24 日是第
26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当
日，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
区三级卫健委联合行动，在
南昌市青山湖区绿康豫章
家园养老服务中心开展了
主题宣传活动。 刘丽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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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医一附院肿瘤科
在省内率先开展立体定向放疗治疗

近日，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以下简称“赣医一附院”）
肿瘤科放疗室在省内率先开展
应用实时影像引导下的放疗新
技术，顺利为一位肿瘤患者实施
基于光学体表追踪系统（OSMS）
技术平台下的立体定向放疗
（SRT）治疗。

患者今年60岁，诊断为右肺
腺癌脑转移，左顶叶脑转移灶大

小1.8x1.5cm。经科室讨论，拟采
用OSMS引导下的SRT治疗这一
精准放疗技术。据悉，这是省内
首例应用这项技术治疗的患者。

“OSMS 技术不但在整个治
疗过程中实时监控患者的位
置，而且更精准、安全、有效。”
专家介绍，今后，OSMS 技术将
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保证放
疗质量。 （吴先群）

3 月 27 日，由中国器官移植
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医学影像技
术研究会联合党支部、中国器官
移植发展基金会主办，南昌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南昌
大学二附院”）承办的“生命接力
先锋队”走进“百家医院”系列之
南昌大学二附院联学联建活动
暨 2021 年器官移植管理培训班
在南昌举行，同时南昌大学二附
院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
平台也于当日正式上线。

据介绍，施予受器官捐献
志愿者服务平台是由中国器官
移植发展基金会运维管理，在
原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
网（中国首个网上器官捐献志

愿者登记系统）基础上升级改
版完成，面向所有器官捐献志
愿者提供服务，包括志愿登记、
志愿服务、志愿权益等内容。
今后网站将继续优化，进一步
细化志愿者服务内容，除志愿
登记服务，还包括志愿服务、慈
善公益、志愿者权益等，吸引更
多的社会爱心人士及企业，共
同为广大器官捐献志愿者提供
更加全面的服务。

南昌大学二附院器官移植
科自 1993年开展肾脏移植以来，
每年可完成肝肾移植手术200多
例，移植手术量位居我国医疗机
构第一方阵。 （章鹏举）

南昌大学二附院
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余江区人民医院
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近年来，鹰潭市余江区在医
疗卫生事业上不断加大投入，聚
焦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
问题，补短板、强基层、促健康，
推动了卫生健康事业协调发展。

余江区人民医院作为当地
“龙头”医疗机构，在为群众提供
安全、规范、优质的医疗服务进
程中不断改革创新。近年来，该
院不断加大软硬件投入，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医院二期
工程进度，构建规范化的医疗新
布局。

在学科建设方面，该院与
省人民医院签订相对紧密型医

联体协议，全方位加强与省人
民医院的合作，特别是加大对
重点专科、重点扶持专科、特
色专科的扶持力度。目前，该
院培育出以普外、骨科、心血
管内科等为代表的一批优势学
科，能够施行心脏介入、肺部
介入、外周血管介入等技术先
进的微创手术，三四级手术比
例逐年提高，逐步实现“大病
不出县”。与此同时，该院还
建立以本院为中心的医共体，
实现县域内医疗资源共享，切
实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等问题。 （张德讯）

健全法规制度

2010 年，我省作为全国首批 11 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省
市之一，正式启动了遗体器官捐献工作，经过 3 年的探索，
2013 年 3 月 1 日，《江西省遗体捐献条例》正式施行。该《条
例》的颁布施行，不仅填补了我省在遗体及器官、组织捐献
方面的立法空白，而且使我省的捐献工作逐步走向了法制
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人们互相“传递生命”的善举得以合
法有序地进行。

此外，省红十字会联合省卫健委、省民政厅、省公安厅
进一步完善了相关工作制度，印发系列通知，促进了遗体
器官捐献事业快速发展。器官捐献从 2010 年试点一年仅 3
例，到 2020 年实现一年 250 例，我省年度成功捐献器官数
跃居全国第 10 位，实现了质的飞跃。

截至 2021 年 1 月，我省成功实现遗体、器官和组织捐
献 1301 例，其中遗体 373 具，器官 780 例（共捐献肝、肾等大
器官 2300 多个），挽救了 2300 多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让 1000 余位失明患者恢复光明，有力推动了医学事业的发
展，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健康。

提升服务意识

遗体器官捐献离不开高效协同的机制，更离不开专业
的捐献协调员团队的努力。为提高我省遗体器官捐献协
调员的工作水平，省红十字会联合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各器官移植医院每年举办全省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培训
班，邀请心理学、伦理学、医学专家等对从事捐献工作的协
调员和志愿者进行培训，涉及志愿者服务精神、遗体器官
捐献基本知识、法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内容。目前，我省
2000 余名红十字工作者、医务人员通过培训系统地了解了

遗体器官捐献知识，59 名红十字工作者、医务人员通过考
试获得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资格。

2008 年 11 月 5 日，“江西省红十字志愿捐献者之友”协
会成立，聘请第 44 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邹德凤为会长。

“捐友”协会组织各种丰富的活动，推广普及遗体器官捐献
理念和知识，促进社会及民众对遗体及器官、组织捐献的
认知、认同，目前，全省登记捐献志愿者已突破 5 万名。

彰显人文关怀

2008 年，我省在爱心单位捐助下建立了“江西省遗
体器官捐献 者 青 山 纪 念 园 ”；2016 年 4 月 ，爱 心 单 位 在
南昌市新建区西山镇捐建了我省第二座遗体捐献者纪
念园——江西省遗体器官捐献者西山纪念园；2019 年，
省 财 政 拨 款 对 青 山 纪 念 园 进 行 改 造 升 级 ，于 2020 年 5
月落成新的“江西省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每年清
明前夕，省红十字会都会邀请各方代表在捐献者纪念园
举行清明追思会，共同缅怀遗体及器官、组织捐献者，弘
扬正能量，引领新风尚。

为响应省委省政府绿色殡葬改革的号召，我省还推动
各设区市建设遗体器官捐献纪念场所。目前，九江、宜春、
萍乡、上饶、景德镇、新余、鹰潭已落成市级纪念场所，婺源
县落成首个县级纪念场所。

与此同时，省红十字会还设立了专项人道救助基金
“生命光彩基金”，对已捐献遗体器官的困难家庭提供必要
的人道救助和走访慰问等人文关怀。截至目前，已对 720
户捐献困难家庭进行了人道救助，救助金额达 3588 万元。

今年，省红十字会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加大对
捐献者的服务力度，推动设区市纪念园建设全覆盖，“生命
光彩基金”筹款不少于 1000 万元，救助不少于 200 个捐献困
难家庭。

生命不止一种延续
——江西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工作纪实

□ 汪清林

让疑难眼底病患者就医不出省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眼底病科发展侧记

“每年完成几千例眼底病手术，其中30%左右
属于疑难复杂眼底病。”作为我省唯一一家省直公
立三甲眼科专科医院，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以
下简称“南大眼科医院”）让数以万计的眼底病患

者足不出省就能得到优质眼科服务。国内知名眼
底病专家、二级教授游志鹏作为学科带头人，持续
引领该院眼底病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眼底疾病
的诊治水平正朝着国内一流不断迈进。

医界 家名
YI JIE MING JIA

□ 吴舒琴

每年 清 明 这 一 天 ，

我们怀念逝去的亲人、朋

友……但有这样一群重

获新生的人，他们缅怀

的却是陌生人——遗体器

官捐献者。在我省 1300
多名遗体器官捐献者中，

年龄最大的 95岁，最小的

只有 36天，每一次捐献背

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红十字会是党和政

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

的桥梁和纽带。近几年

来，省红十字会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将“人道、博爱、奉献”的

红十字精神传递到赣鄱

每一寸土地，让每一份爱

心善意熠熠生辉。

近日，乐平市人民医院胸
外科成功开展了该院首例胸
腔镜下肺癌根治术，术后患者
恢复良好。此类难度手术的
开展不仅体现了该院的整体
医疗水平，也让患者无需前往
大城市求医，大幅降低其就医
成本。

人才是医院发展的重要
引擎。近年来，乐平市人民医
院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及引进
工作，通过“走出去、请进来”
等方式加强与上级大医院的
合作交流，通过上级医院专家
义诊、教学、查房、手术示教等
形式，助推学科发展及人才培
养；邀请广东赣籍医疗专家义
诊，让当地群众足不出户就能
享有国内一流专家的诊疗服
务。此外，该院不断加强学科
建设及深耕亚专科，医疗服务
能力及水平显著提升。

“五大中心”是大型综合
医院的标配。该院在成立“创
伤急救中心”“危重新生儿救
治中心”后，加快推进“胸痛中
心”“卒中中心”“孕产妇急救
中心”建设，以更加优质、高效
的医疗服务体系保障患者健
康。值得一提的是，该院创伤

急救中心安装了智能医疗急
救预警系统，创伤急救水平处
于全省前列。

“智慧医院”是医院发展
的大趋势。近年来，该院不断
推进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力
度，致力于建设成赣东北一
流、数字化、智慧型医院——
探索“互联网+医疗”管理新模
式，实现线上挂号、缴费及检
查结果查询以及CT、DR胶片
和报告自助打印，缩短患者等
候时间；引进血透智能管理系
统，通过透析中心信息化和智
能化技术，为患者提供精准、
细致的医疗方案；在门诊药
房、慢性病药房建设了“智慧
药房”，并配备自动发药机。
这些智能设备的应用，不仅减
轻了医务人员工作负担，也提
高了群众就医满意度。

与此同时，该院还成立了
县域慢病健康管理中心并设
立慢病咨询门诊，通过慢病
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院前
筛查、院中管理、院后随访的

“一站式”患者管理流程，为
慢病患者提供系统连续的医
疗服务。

（汪清林 应清华）

为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乐平市人民医院改善医疗服务见闻

引进先进技术造福患者

眼底病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玻
璃体、视网膜等病变，其病因复杂、
病情多变，当患者感觉视力下降时，
病情已经很严重了。目前，眼底病
已成为不可逆转性致盲的重要原因
之一。

“一般普通的眼底病手术需要
一到两个小时左右，在我们医院可
以半小时内完成。”学科带头人游志
鹏谈起技术很有信心。从医 20 多年
来，他不遗余力地将国内外眼科最
新技术引进江西，针对手术无法解
决的黄斑部疑难疾病，2005 年，他首
次将光动力治疗引进我省，在光动
力疗法治疗黄斑部新生血管性疾病
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研究成果获江
西省科技成果推广。对于以往特别
棘手的眼底新生血管性疾病，2007
年，他首次在江西将抗 VEGF 药物玻

璃体注药术用于临床，获得同行专
家一致认可。

近年来，他更是致力于微创玻
璃体切割手术治疗玻璃体视网膜疾
病，帮助众多患者恢复视力，甚至部
分以前根本无法治疗的患者也得以

“重见天日”。目前，游志鹏每年开
展玻璃体视网膜手术 5000 余例，个
人手术量居全省同行首位。

打造眼底病学科特色

“医生，我能看见路了，太感谢你
们了！”患者孙先生为自己重见光明
而兴奋不已。孙先生是一位超高度近
视患者，因左眼早年失明，右眼黄斑裂
孔性视网膜脱离导致生活无法自理。
多方求医未果最终找到了该院，游志
鹏为其施行了内界膜覆盖手术+玻璃
体切除联合视网膜复位+脉络膜复
位+黄斑裂孔封闭手术，患者术后视

力恢复良好，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黄斑部手术是眼底病科特色，技

术“含金量”很足。眼底病手术就像
在“针尖上跳舞”，手术切口不足 1 毫
米，需要万分精细的操作。而黄斑是
眼睛视觉最敏锐的地方，在该区域进
行手术，可谓是难上加难，因此黄斑
部手术被称为眼科手术的“禁区”。

为攻克黄斑部手术这一难题，
游志鹏带领团队不断探索，开展了
内界膜覆盖术或填塞治疗黄斑裂
孔、保留中心凹内界膜剥除术、黄斑
下膜取出术等一系列先进技术，让
我省黄斑部疑难疾病患者不出省就
能享有国内先进的诊疗服务。

推进眼底疾病规范治疗

相比发达地区，我省眼底病诊
疗起步较晚。2012 年，南大眼科医
院在建院之初便开设了眼底病科。

短短 9 年时间，从学步者到领跑者，
游志鹏带领下的团队形成了别具一
格的学科特色，其诊疗技术已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

如今，该院眼底病科诊疗范围
涵盖黄斑病变、视网膜变性类疾病、
脉络膜炎症、全身疾病相关性眼底
病变（如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高血
压性视网膜病变）及婴幼儿早产儿
视网膜病变等。

下一步，南大眼科医院眼底病
科将依托医院在省内的影响力，逐
步构建覆盖全省的眼底疾病防治

“一体化”网络，整体推进眼底疾病
的规范化治疗。游志鹏表示，该院
眼底病科已经拥有扎实基础，各项
投入也在不断“加码”，今后将瞄准
区域眼底病诊疗中心的目标，不断
啃下“高精尖”技术的“硬骨头”，进
一步培育眼底病治疗领域的新优
势，助力“健康江西”眼健康建设，造
福更多患者。

J i a n
K an g

健康健康广广角角

近日，省儿童
医院泌尿外科团队
为一位尿失禁20年
的患者进行了畸形
矫正手术，解决了
其“难言之隐”。

魏美娟摄

九江市妇幼保健院
成功抢救体重0.9千克早产儿

0.9 千克，不足两斤，这是九
江市妇幼保健院前不久成功救
治的一位超早产婴儿出生时的
体重。这位婴儿仅孕26周，全身
各脏器发育严重不成熟，救治难
度非常大。最后，该院产科、新
生儿科、麻醉科、手术室等科室
全力配合，成功保住了产妇及婴
儿的生命。

据介绍，该产妇 39 岁，因羊
水早破被送到九江市妇幼保健
院分娩，该院产科和新生儿科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宝宝出生时体
重仅 0.9 千克，因为孕周太小，其
全身皮肤薄嫩，四肢肌张力极
低，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极度不

完善。该院专家团队立即对宝
宝行气管插管术，经气管插管行
吸痰护理，打开呼吸道，行复苏
囊加压给氧，并给予新生儿洗胃
（洗出宝宝误吸入胃内的羊水及
胎粪）。

“宝宝从出生、初步复苏，到
保温、转运，再到建立循环，新生
儿科和产房医护人员的无缝衔
接式配合，为患儿抢得了黄金救
治时间。”该院相关负责人说，经
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
宝宝后来闯过了呼吸衰竭、感
染、败血症等重重“关卡”，目前，
其各项生命体征平稳，体重也增
加了不少。 （杨 敏 甘 颖）

近日，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
二科李思云团队为一位混合型
颈椎病患者成功施行复杂颈椎
前路手术。

据介绍，患者颈肩部及左上
肢疼痛10余年，伴左上肢麻木乏
力，经多次保守治疗无效，症状
逐渐加重，随后前往该院进行治
疗。经临床诊断为混合型颈椎
病，后纵韧带骨化症。

“通过颈椎前路椎体次全
切 术 切 除 椎 体 ，减 压 更 加 彻
底，对椎间隙重度狭窄、椎体
后方有骨赘压迫和后纵韧带
骨 化 效 果 尤 佳 。”李 思 云 表
示，该手术对医生技术要求很
高，经过周密讨论，手术团队
对患者施行手术。术后当天
患者即可下床行走，双上肢麻
木消失。 （黄 刚）

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成功施行复杂颈椎前路手术

近日，省胸科医院（省第三人民医院）联合南昌市墩子塘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在叠山路马家池社区开展多学科义诊，为社区居民宣传普及
健康知识。 孙玉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