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杨易臻 王甜 仲崇山

“学习困难门诊”“黑眼圈门诊”“音乐
治疗门诊”“动物咬伤门诊”……如今各类

“特色门诊”频频登上热搜。这些门诊为
何设置？看诊情况如何？能给人们带来
什么样的便利？记者走访南京多家医院
一探究竟。

学习困难门诊，解决成长烦恼

张女士这两年一直为儿子牛牛的“调
皮捣蛋”烦恼。上小学后，牛牛被“请家
长”的次数更频繁了：他在课堂上会旁若无
人地走动，用手推搡小朋友；学习时注意力
很难集中；认字镜像颠倒，阅读时漏字、跳
行……

张女士带牛牛挂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儿
科开设的“儿童学习困难与多动症门诊”，
最后确诊孩子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经过2个月的“药物+行为干
预”治疗，复诊时牛牛在学习效率和作业正
确率上都明显提高，性格上不再冲动易怒，
在学校交到了好朋友。

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很容易被家长和
老师贴上“小学渣”“小懒虫”等标签，但有
时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可能传递着预警信
号。该院儿科副主任医师郦银芳解释，“学
习困难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
家庭教育的原因外，还可能由各种神经发
育问题、情绪和精神心理障碍、文化和环境
不利因素等造成。”

据介绍，神经发育问题造成的“学习困
难”有一系列生理原因。这些生理问题在
诊断上可能包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
习技能发育障碍”“孤独谱系障碍（自闭

症）”等。其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最常
见，这些孩子因为神经发育不完善，难以集
中注意力，学习时容易分心、发呆、畏难。

另一种情况是“学习技能障碍”，这些
孩子虽然智力正常，但在某项特定的学习
能力方面发育落后。这两类孩子经过正规
治疗，情况可以得到大大改善，甚至从“学
渣”逆袭成“学霸”。

黑眼圈门诊，在“求美者”呼声
中应运而生

去年11月，南京市第二医院开设了南
京第一个“黑眼圈”专病门诊。门诊开设的
消息引起广泛讨论。开设一年后，如今的

“黑眼圈”专病门诊仍然一号难求。
“最多的时候一个下午有50多人问

诊。”“黑眼圈”专病门诊的坐班医师、整形
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胡亮说，因为现代社
会生活工作节奏快、压力大，人们熬夜愈发
频繁，黑眼圈的患病人群呈年轻化趋势，八
成求诊人群来自20-30岁的群体。

据悉，黑眼圈根据病因可以分为四种
类型：色素型黑眼圈、血管型黑眼圈、结构
型黑眼圈和混合型黑眼圈。“从当前病例来
看，只有5%的患者黑眼圈为先天形成，
95%左右的患者为后期形成。”胡亮介绍。

想要“拯救”不同类型的黑眼圈，需要
采取不同的治疗手段。比如，对于色素型
黑眼圈，可采用激光治疗、微针导入、外用
药物和功效性护肤品等。而面对血管型的
黑眼圈，常见的方法是激光治疗、自体脂肪
移植。

胡亮认为，“黑眼圈”门诊的紧俏，一方
面源于人们对容貌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因
为近年来“轻医美”需求上升，患者希望通

过做护理、打针等轻松便捷的方式来保持
姣好的面容。

客观来说，产生黑眼圈是正常的衰老
过程。胡亮建议，人们首先要科学理性看
待黑眼圈。他提醒爱美人士不要滥用化妆
品，“护肤品只能起到局部保湿、减轻细纹
的作用，不要因为有黑眼圈，就把所有的化
妆品都往脸上涂，这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音乐治疗门诊，音乐也是“一味药”

音乐不但可以愉悦心情，还可以成为
治病良药？答案是肯定的，《黄帝内经》两
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五音疗疾”理论。上世
纪40年代，音乐成为一种医疗手段被应用
到临床，在某些疾病的康复中起到一定效
果，包括降低血压、减轻疼痛等。如今，不
少医院也开设有音乐门诊。

每周四下午，是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李靖上音乐门诊的时间。“音乐疗法绿
色、纯天然，无创伤、无毒副作用。”李靖说，
音乐疗法主要针对一些有心理、情绪问题
的患者。通过音乐这一疗法让曲调、情志、
脏器共鸣互动，从而达到“调畅气血、平衡
阴阳”的作用。

李靖说，音乐疗法其实并不神秘，每位
患者到门诊来，先由中医专家给予“望闻问
切”综合辨证，开具中医治疗处方；再由音
乐治疗师对患者进行专业音乐治疗量表评
估，包括认知、社交、情绪、行为、生理等，并
定制个性化音乐治疗方案。“治疗时，多选
择纯音乐，也可以根据病人喜好，选择影视
剧配乐等。甚至连音乐的创作背景，医生
也会讲解给病人听。”

音乐疗法在许多时候还需要配合其
他治疗方法一起实施。李靖表示，对于存

在心理、情绪问题的患者，医生有时还要
结合行为疗法、认知疗法来帮助病人进行
心理疏导。

动物咬伤门诊，为爱宠人士保驾
护航

现在，人们接触动物的机会越来越多，
但和动物过分亲密地接触，有时也会带来
意外伤害。

南京明基医院开设的“动物咬伤门
诊”，能够处理猫狗等动物咬伤、抓伤的伤
口，还能够诊治马蜂、蜈蚣等昆虫叮咬的伤
口。该院急诊科主任阳世宇介绍，门诊每
天都会接待100位左右的患者，其中大约
80%就诊患者都是来处理家养宠物造成的
伤口，其余患者则可能是在野外活动的时
候受伤。

“很多人相信家养的宠物不会咬自己，
于是对它们作出拥抱甚至亲吻等亲密举
动，但宠物终究是有动物性的，咬伤、抓伤
主人的情况并不罕见。”阳世宇说。

据悉，“动物咬伤门诊”设在急诊区域，
全天24小时开放，可以为急诊患者提供动
物咬伤后“一条龙服务”：伤口清创处理、狂
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注射、狂犬疫苗接种以
及破伤风注射等一系列标准化的伤口评估
及处理。如果伤口严重，急诊的外科团队
可以及时进行伤口缝合。

如何防止动物咬伤？阳世宇提出几
点建议：对于不清楚习性的流浪猫、流
浪狗，不要随意逗弄；家养宠物要按时
打狂犬疫苗，减小感染概率，人与宠物也
要保持适当距离；对于常去野外作业的人
群，或徒步登山爱好者等，建议提前接种
疫苗。

“学习困难”“黑眼圈”，这些“特色门诊”能看好吗？

□ 本报记者 仲崇山

“影像云”平台，患者可空着手
来看病

前不久，家住常州市金坛区的王女
士因为头昏和视物模糊就医，金坛人民
医院CT、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其病情比较
严重——脑子里长了个瘤子，建议她到常
州市大医院手术治疗。

11月4日一早，王女士就和家人来到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就诊，但由
于走得匆忙，到了常州才想起原先做的
CT、核磁共振片子都忘记带了。她正心怀
忐忑时，只见专家直接从电脑里调出了她
在金坛人民医院做的所有检查资料，并告
诉她直接可以根据这个片子进行手术，不
需要重复做核磁共振、CT 片子等检查
了。同时，让王女士安心的是，这里还有

“预住院”模式，手术前必要的检验检查在
门诊就可以完成。11月8日王女士按照
商定的时间顺利入院，次日就接受了经鼻
的垂体瘤微创切除术，术后5天平安出院
回家。

原来，王女士所有检查资料已经被输
入“影像云”平台了。据介绍，去年5月，省
卫健委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影像平台建设试
点，目前共有8个市（南京、徐州、苏州、常
州、南通、扬州、镇江、宿迁）125家医疗机
构纳入试点范围。“影像云”平台的数据统
一采集、统一存储、统一质控、统一调阅、统
一互认、统一开发使用，检查结果医疗机构
互认。

“有了‘影像云’平台好处多多。首先，
患者就医更便捷，甚至可以‘空’着手来看
病，而不必像过去到医院要带着病历、CT
片、磁共振等一堆资料。”常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副院长刘琰介绍，其次，减轻了医药费
用负担，提升了诊断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
性，提升了病人满意度。“我们从去年初起，
就取消了打印实体胶片，病人可在手机或
电脑上查看自己 CT 片、磁共振检查结
果。全年仅此一项，就少打印了21万张胶
片，约节省患者费用500万元。”

刘琰表示，“影像云”平台可以助力卫
生健康部门实现智慧化的监管，对医疗机
构开展影像检查的监管工作更加精细、实
时、高效。此外，影像平台将分散在各个医
疗机构的影像数据汇聚起来，也为健康管
理、精准医疗、医学科研、医药产业发展等
提供了大数据支撑。

据省卫健委体改处处长刘益兵介绍，
“影像云”平台是我省加快智慧健康体系建
设的一个方面。目前我省已经初步建成全
省统一医疗卫生数据交换网络，形成省数
据中心与设区市、县（市、区）、三级医院之
间的信息交换共享机制，并广泛开展互联

网医疗健康服务，自2019年8月首批互联
网医院正式上线运行以来，全省建有互联
网医院139家，准入执业人员2.5万名，累
计服务量（开展在线复诊、医疗服务咨询
等）253万人次，开具在线处方89.3万张。

上车即入院，“五大中心”抢救
生命分秒必争

“您好！我是120，车内接到一位中年
女性患者，神志不清，面色苍白，怀疑脑卒
中，请做好抢救准备……”“收到，请把病人
心电图等检查结果发来！”这一问一答的场
景，是近日苏州120急救车上医护人员与
苏大附一院急诊科医护人员的对话。

当天早上，患者陈女士的家人怎么
也叫不醒她，并发现她口角歪斜，于是马
上拨打了120。20分钟后，陈女士被送
进苏大附一院急诊室。检查发现她大脑
内一根动脉血管被完全堵塞，时间就是
生命，医护人员迅速为她采取了溶栓、取
栓等急救措施，术后陈女士生命体征平
稳、得救了。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陈女士，面色红润，

声音洪亮，完全看不出是大病初愈。该院
神经内科主任蔡秀英医师告诉记者，脑卒
中抢救大脑必须分秒必争。由于120在路
上就将陈女士相关生命信息提供给了医
院，病人“上车即入院”，为医院及时抢救节
省了宝贵时间。陈女士治疗及时，因此恢
复得很快，从入院到能下床走路还不到一
周时间。目前她正在接受康复训练，预计
很快就可回家。

急性心脑血管疾病、重度创伤、高危孕
产妇、新生儿危急重症等具有起病急、病
（伤）情危重、病死率和致残率高等特点，已
成为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主要致
死性疾病。为此，近年来，我省探索加强胸
痛、创伤、卒中、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

“五大中心”建设工作，以中心大医院为龙
头、以基层医院为依托、充分利用信息化手
段为支撑，建立起了上下联动、应对有序、
运转高效的“高速公路”。

这些“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
达，大大提高了救治成功率、降低死亡率，
提升重大疾病防治水平，为老百姓打造了
一艘规范救治的“诺亚方舟”和一张保障生

命安全的“救命网”。
据介绍，目前，全省已建成省级胸痛、

卒中、创伤救治中心各7家、孕产妇救治中
心16家、新生儿救治中心14家，建成区域
级胸痛救治中心9家、创伤救治中心9家、
卒中救治中心6家；各市建成市级胸痛救
治中心57家、卒中救治中心62家、创伤救
治中心60家、孕产妇救治中心24家、新生
儿救治中心24家。依靠救治中心的建设，
有效节省抢救时间、提高诊断准确率。

提升基层能力，九成疾病解决
在县域

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医院
服务能力水平，“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
县、康复回社区”，实施分级诊疗，双向转
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是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的“重头戏”。

前不久，家住张家港市晨阳镇刘女士
12岁的儿子，被电动车撞骨折后，被送到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仅用了一
周，孩子就出院了。刘女士说，孩子骨折
这么大的手术过去肯定得去苏州大医院
就诊，如今在家门口也能做手术了，又方
便又快捷。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高嵘
说，他们院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大医院
专家建立起亲密的关系，经常邀请他们在
网上会诊、授课等，并与苏州大医院建立起
医联体，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与此同时，正在张家港市中医院接受
治疗的65岁肝癌患者包大爷告诉记者，他
是2013年体检时查出肝癌的，过去要到苏
州大医院去化疗，而现在就在家门口也能
进行“免疫治疗+靶向治疗”，方便、省事，
还节省不少费用。

“医改的目标是让老百姓看上病、便
宜看病、看好病，而提高看病能力的关键
是人才。”张家港市卫健委主任於海良说，
近年来张家港市大力营造引才、留才的软
环境，积极开展医疗机构能力建设，过去
老百姓通常要到北京、上海就诊的肿瘤、
心脏病、小儿疾病等，如今在家门口就能
实现就诊，县域内就诊率超过九成多。为
此，2021年张家港市被评为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示范县（市）。

据刘益兵介绍，目前，我省居民两周患
病首选基层、县域内 就 诊 率 分 别 达
68.75％、93.94％，较 2017 年提高 14.5、
7.64个百分点。全省2型糖尿病、高血压
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分别达69.73%、
70.59%，同比提高 4.84、4.97 个百分点；
98%的县区实现健康档案向签约居民开
放。截至2021年底，全省建有医联体683
个，其中，城市医疗集团102个、县域医共
体141个、专科联盟337个、远程协作网
170个。

修建医疗网络“高速路” 搭建急救“生命网”

我省“医改”为老百姓带来看得见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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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关注｜医视窗

□ 本报记者 王甜
策划 陆丹丹

眼下已进入秋末冬初季
节转换阶段，频频出现的降温
天气容易刺激人的呼吸道，导
致呼吸系统疾病高发。从中
医角度来看，这一季节人们多
会受到风邪、寒邪以及燥邪的
侵袭，从而致病。此外，老人
和小孩由于呼吸系统比较脆
弱，秋冬季也容易患病。日
常生活中，我们为何会感染
呼吸道疾病？秋冬时节该预
防哪些呼吸道疾病？又该如
何正确防治这些疾病？本期
《跟着名家学健康》栏目记者
邀请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
院呼吸科主任张业清，请他
为我们科普秋冬季如何呵护
呼吸道健康。

人体呼吸道为什么在
秋冬季易患病？张业清解
释，从西医角度看来，呼吸
道作为与外界相通的器官，
每天有大量气体进出。这
些气体可能会带来很多病
原微生物，或有毒、有害颗
粒，有可能导致“中招”发
病。另外，近期气温断崖式
下降，气温骤降后呼吸道黏
膜由充血状态立刻收缩，其
功能也会大受影响；以及在
农村一带，由农作物丰收接
触到的植物尘、落叶、花粉
等也会引起呼吸道疾病。
而从中医角度看，肺主呼
吸，外合皮毛，皮肤只要受
凉，呼吸道就会感应到，容
易得病；肺起于中焦和大
肠相表里，有时候饮食
如果不注意，进食生冷，
同样也会引发呼吸道
疾病。

有关秋冬时节
该预防哪些呼吸

道疾病，张业清
表示，新冠肺

炎 、普 通

感冒、流感与哮喘都在其
中。如何区分流感与感
冒？“普通感冒是急性上呼
吸道感染的病症之一，症状
也局限在上呼吸道部分，持
续时间一般五到七天，可以
自行好转，也可以通过用药
以后改善。而流感则不同，
流感由病毒引起，一是其具
有传染性，可以在小范围传
染，也可以世界大流行；二是
其具有变异性，可以通过提前
注射疫苗进行预防。流感的
症状主要是全身酸痛、高热，
也可以影响消化系统，而局部
上呼吸道部分，如咽痛、鼻塞、
流鼻涕的症状可能很轻微。”

如何正确预防这些呼
吸道疾病？张业清给出建
议，首先应当适当减少聚集，
外出戴口罩，回到家后勤洗
手，注意通风。“这里有一个误
区，通风并不意味着需要一天
24小时都通风，只需要间歇
性通风，即每天定时两到三
次，每次15分钟将房间的空
气置换即可。”张业清还提到，
中医中常说肺为娇脏，忽冷忽
热的空气对它刺激很大，容易
引发气道高敏或者气道痉挛，
诱发咳嗽或者气喘发作。“故
而天气寒冷时，需要注意保
暖，避免受凉；如果是过敏性
疾病，应当减少致敏原的接
触，同时要注意
调整饮食结构，
进行适当的户
外活动，强身健
体以提升自身
免疫状态。”

本报讯（记者 王甜）南京
老年医学学会近日成立。学会
由南京市中心医院牵头、南京医
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
院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养老服务
与管理学院共同发起。

老年医学作为临床医学中一
门综合性的新兴学科，是老年健
康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
年来，南京人口老龄化状况不断
加剧，截至2021年，全市60岁以
上人口总数占全市人口总数
19.3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老
年人的就医、治疗、护理、照护、养
老等问题日益凸显。因此，迫切
需要成立一个专门为老年人服务
的老年医学人才和组织机构。

记者了解到，学会会长单
位——南京市中心医院（南京市
市级机关医院、南京市老年病医
院）为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直
属单位，目前已发展成为集医
疗、保健、教学、科研、养老为一
体的三级老年病医院。“作为南京
市城区中心首家公立三级老年病
医院，医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致力于为南京进一步做好老龄健
康事业。”南京老年医学学会发起
人之一、新当选学会会长、南京市
中心医院党委书记印小荣表示，

“想要补齐老年医疗服务短板，做
好老年人群的医疗服务，还需要
聚集老年医疗界的精英，携手共
进，方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
多元化的医疗需求。”

“学会的成立能够为老年医
学工作者提供很好的沟通、交流、

培训和服务的平台，是南京市老年
医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国老
年医学学会副会长、北京老年医
院原院长陈峥表示，希望学会把
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
入学会建设发展中，服务老年医
学工作者，探索建立健康教育、预
防保健、疾病诊治、长期照护、安
宁疗护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并加
强老年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老
年社会与心理学、康复医学与工
程技术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推动南
京乃至全省老年医学的进步。

中国医师协会原副会长、中
国老年医学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
长陆君表示，学会的成立为老年
医学机构和老年医学人才搭建了
学术研究与交流的平台，必将为
长三角地区的老年医学发展发挥
重要作用。“希望学会能够积极推
动地区老年医学领域的友好交流
和技术合作，系统性地组织开展
老年医学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前
瞻性研究，牵头制定老年医学的
相关规范、标准，培训、培养老年
医学的专业人才，推进老年医疗
技术的产业融合和应用推广。”

“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我省老
年医学学科建设又增添了新的力
量，必将对我省老年医学发展起
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广大老年
人群的健康将得到更好保障。”中
国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
老年医学学会会长许家仁表示，相
信学会一定会在推动南京地区老
年医学高质量发展、开创老年医学
事业新局面中发挥巨大作用。

跟着名家学健康

江苏省中西
医结合医院呼吸
科主任 张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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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呵护呼吸道
健康，您还有什么疑问？欢
迎关注“新华日报健康”
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给
我们留言，我们会邀请
专家为您解疑释惑。

南京老年医学学会
近日成立

秋冬呵护呼吸道健康，
专家详解防病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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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互联网云平台，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实施
分级诊疗，大病进医院，小病和康复回社区，让更多的人在
家门口看上病、看好病；打造胸痛中心、卒中中心等“五大
中心”，提高危急重病救治成功率……近年来我省积极深
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疗综合服务能力不断增强，记者
来到江苏医改试点市常州、苏州、张家港进行采访，感受百
姓看病就医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