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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11月
14日是联合国糖尿病日，当天上午，沈
阳市糖尿病足病诊治中心揭牌成立。

据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主任甘宇介绍，沈阳市糖尿病足病诊
治中心是在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内分
泌科的基础上成立的，以内分泌科为
主导，联合骨科、中医科、皮肤科、放射
科、感染科以及检验科组成的以疾病
为导向的多学科联合诊治中心，集临
床、科研于一体，是沈阳市目前唯一的
糖尿病足病诊治中心。

“诊治中心成立后，我们把所有的

力量整合在一起，多学科合作、优势互
补，为糖尿病足病患者提供高质量的
医疗救治服务。”甘宇说。

糖尿病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
流行病。最新数据统计，全国 2 型糖
尿病的成人患病率为 10.9%，患病人
数已经超过 1亿。糖尿病患者中足部
溃疡的患病率为 4%至 10%。虽然占
比不是很大，但糖尿病足病是糖尿病
最严重和治疗费用最高的慢性并发
症之一，重者将导致截肢甚至死亡。
糖 尿 病 足 溃 疡 患 者 的 年 死 亡 率 为
14.4%，而截肢（包括大截肢和小截

肢）后的 5 年死亡率高达 40%，严重威
胁患者健康。

然而，很多人对糖尿病特别是糖
尿病足病缺乏了解。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李
先生今年 55 岁，左脚前脚掌溃烂很
长时间不愈合，一直以为是鞋子磨脚
所致，直至来到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就 诊 ，才 知 道 他 的 血 糖 高 达 19
mmol/L，脚掌发生溃烂，经过一段时
间的治疗，溃烂创面才逐渐愈合。

根据我国糖尿病及糖尿病足病
患病率并结合临床实践，据甘宇估

算，沈阳地区的糖尿病足病患病人数
至少有 3 万，其中重症糖尿病足病

（Wagner 分级 3 级以上）的患者大约
有 1.5 万。

甘宇表示，沈阳市糖尿病诊治中
心成立后，不仅注重提升医疗技术水
平和管理能力，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
规范、系统的糖尿病足病诊疗模式，带
动全市糖尿病足病诊疗技术不断发
展，还将在疾病的预防方面持续发力，
重视对糖尿病患者的健康宣教，逐步
达到有病早期治疗、有隐患推迟发作
甚至不发病的目的。

多学科合作为患者提供高质量医疗救治服务

沈阳成立首家糖尿病足病诊治中心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11月
14日，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
按照《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
离”改革的通知》要求，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日前下发了《关于在全省推行卫
生计生行政审批“证照分离”改革的通
知》（以下简称为《通知》），在省内卫生
健康领域全面推进“证照分离”改革，
为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便利。

根据《通知》要求，此次卫生健康领
域“证照分离”改革事项主要有5项，即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审批、营利性医疗机
构设置审批（含港澳台资，不含外商独
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一次
性使用医疗用品的生产企业除外）、医
疗机构执业登记、医师执业注册。

对“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实行告知
承诺，制订《卫生行政审批告知承诺
书》，一次性告知企业审批条件和需要
提交的材料，对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
提交有关材料的企业，当场办理审批，
核发许可证；对其余4项优化准入流程
服务，全面实行网上办理，加快推进信
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凡是能通过与其他部门信息共
享获取相关信息的，不再要求申请人
提供相关材料，简化申请材料，暂时不
能实现共享的，可运用其他线下手段
代替证明事项。”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审
批处相关负责人说，在前期一系列改
革的基础上，这次新推出的“证照分
离”改革，是“放管服”改革的深化与拓

展，涉及更多部门、更广领域、更大范
围的综合性改革，是发照与发证的有
效衔接，是涉企审批制度、审批模式、
审批流程的简化和变革。

通过改革，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的
审批，只要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
并提交有关材料，当场即可办理审
批，核发许可证件；其他 4项行政审批
事项的审批时限将由 20 个工作日调
整为 13 个工作日，比过去减少 7 个工
作日。

事实上，今年初，我省已在辽宁自
贸试验区大连、沈阳、营口片区以及大连
所有区县推行“证照分离”改革，并取得
了不错的成效，这些地方的企业最快7
个工作日便可获取相关行政审批。

《通知》还指出，允许营利性医疗
机构开展药品、器械等与医疗相关的
经营活动，医疗活动场所与其他经营
场所应当分离。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证照分离”
改革虽然精简了审批材料、优化了审
批条件，但并不意味着对这些事项的
审批放松管理。

《通知》强调，各地要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做好审批和监管的有效衔接，
避免出现监管真空。要扎实做好“双
随机”抽检工作，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加强社会监督，对违法行为依法严肃
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查处结果，强
化经营者的卫生管理第一责任人意
识，逐步形成多元共治格局。

省卫健委全面推进“证照分离”改革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审批当场可核发证件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11月14日，记者从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获悉，中国医大一
院整形美容中心日前正式开诊。
该中心建立于医大一院整形外科
基础之上，工作人员为整形外科
原班人马，除了担负疑难重症患
者的伤疾重建修复治疗，还将开
展整形美容，满足爱美人士的美
容需求。

作为整形美容中心的负责
人，中国医大一院整形外科主
任、博士生导师郭澍教授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市面
上的医美机构医疗水平良莠不
齐，一些从业人员甚至不具备
资质，医用耗材也不正规，且整
个市场收费混乱。为响应国家
基础医疗与特需医疗共同发展

的政策，同时为求美者提供一
个相对健康、安全的医疗环境，
医大一院出于公立医院的责任
和担当，在整形外科的基础上
建立美容整形中心。

医大一院整形外科美容中心
现设有万级手术室，专业的注射
室等，开设的项目有注射微整形、
线雕、激光美容、毛发移植、眼鼻
整形、乳房整形、吸脂、脂肪移植、
改脸型、瘢痕修复等。

“这些美容项目都是经过长
时间验证，确保安全、可行才在
中心开展，并且所用的医用耗材
都经过了严格的招标审查。”郭
澍说，医院整形美容中心所开展
的项目均依照辽宁省公立医院
自主定价标准，经过省物价办批
准而定。

中国医大一院整形美容中心开诊

本报讯 日前，沈阳市李时
珍杯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大赛圆
满落幕。

经过激烈角逐，沈阳市中医
院代表队以优异成绩荣获一等
奖、沈阳市第二中医医院代表队
获得二等奖、沈阳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代表队及辽宁奉天中医院代
表队获得三等奖。

本次大赛由沈阳市中医管理

局主办，沈阳市中医院承办。通
过竞赛为全市中医药工作者搭建
了一个切磋技艺、交流经验的平
台，在全市掀起了学习中医药知
识、传承中医药技术、弘扬中医药
文化的热潮。同时扩大了中医药
健康文化影响力，丰富了百姓的
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充分展现
了沈阳市中医药文化宣传及健康
教育成果。 路 远

李时珍杯中医药知识大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11 月 14 日，记者从省卫生健康
委获悉，由辽宁、山西、内蒙古、
甘肃、青海等 14 个省（区）组成
的省际联盟日前已完成进口抗
癌药品联合议价工作。此次共
有 57 个产品申报参加了议价，
议价成功 47 个产品，与 5 月 1 日
前 14 省（区）挂网价格和 2017 年
采购量相比，平均降幅 15.54%,
每年节约资金 1.03 亿元。与 14
省（区）现行挂网价格和 2017 年
采购量相比，平均降幅 11.3%，每
年节约资金0.91亿元。

今年5月1日起，国务院决定
对进口抗癌药品实行零关税。国
家医保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为贯
彻落实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制定
印发了《关于开展抗癌药省级专

项集中采购工作的通知》（医保发
〔2018〕4号），要求各省（区）组织
开展专项采购，尽快将抗癌药品
降税政策体现在采购价格端，进
一步减轻患者负担。山西、内蒙
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广
西、海南、贵州、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和陕西 14 个省（区）按照公
开公正、平等协商、共议共享的基
本原则，自愿组成省际联盟，充分
利用联盟的市场规模和技术优
势，共同开展进口抗癌药品专项
采购工作。

据介绍，此次14省（区）组成
省际联盟联合议价，将单一省区采
购转变为省际区域联合，符合药品
集中采购的发展方向，为降低抗癌
药品价格，减轻患者用药负担做了
一次积极的探索和尝试。

47种进口抗癌药品价格
平均降一成

11 月 14 日，沈阳市老科学技术
工作者协会卫计委分会组织 36 名退
休医护人员及爱心企业家、志愿者，
走进辽中区大黑岗子乡东余村进行
义诊义治。

医护人员当天入户义诊义治村民
30余位，同时，他们还普查了全村村民
健康状况，摸清了疾病谱，为今后精准
选派专家开展义诊义治奠定了基础。

爱心企业家与大黑岗子乡党委、
政府就引进造血经济项目举行座谈
会。双方经充分沟通后，决定引进扶
贫经济项目，助力乡村经济发展。沈
阳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卫生计生
委分会会长刘喜成介绍说，从 9 月至
今，他们分别走进医疗资源薄弱地区
的 4 个村子开展义诊义治，参与专家
近 200 人次。今后，他们还将有计划
地在其他县、区开展活动，总结经验，
并逐步在全市推广实施。

本报记者 王敏娜

退休医护人员两个月4次进村义诊义治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冬令进补，来春打虎。日前，辽宁
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启动第
四届膏方节，由15名专家联袂坐
诊。截至目前，已为千余名市民
进行中医体质辨证，定制个性化
膏方。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副院长、辽宁省中医药学会膏
方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庞敏积极
致力于推广中医保健知识，大力
倡导养生保健文化。作为膏方节
活动坐诊专家，庞敏每次出诊都
提前半小时到诊室，那时已有不
少人在排队等待。

来医院开膏方的市民不少是
铁杆“膏粉”，从首届膏方节起每
年都来开膏方。沈阳市民李阿姨
告诉记者：“在第一届膏方节上，
我请专家开了一剂药，吃了一个

冬天，病情好转了，身体抵抗力也
增强了。”

庞敏介绍，在中医理论里，膏
方是一种具有高级营养滋补和治
疗预防综合作用的成药，且不同
于其他千人一方的药物，很有针
对性。“膏方是在大型复方汤剂的
基础上，根据人的不同体质、不同
临床表现确立不同处方，经浓煎
后掺入某些辅料而制成的一种稠
厚状半流质或冻状剂型，因其滋
补作用，又被称为膏滋。

膏方不仅能够补虚扶弱、增
强体质、防止早衰，而且对调节
阴阳平衡、调整亚健康状态效果
显著，在节奏快、压力大的环境
中工作，不少年轻人因精力透
支，出现头晕腰酸、疲倦乏力、头
发早白等症状，膏方可使他们恢
复常态。

15名专家坐诊为市民定制膏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