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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关注

本报讯 记者从贵州省卫健委

获悉，为加快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

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

格局,2024 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

转诊中心试点，在全省二级及以上

医疗机构开展第一批转诊中心建

设。今年，我省将围绕“一般病在市

县解决”的原则，推进医疗资源下

沉，畅通城市和县级医院之间的转

诊通道。

据介绍，第一批转诊中心建设

以“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

上下联动”为原则，坚持群众自愿、

政策引导，鼓励并逐步规范常见病、

多发病患者首先到基层医疗机构就

诊，对于超出基层医疗功能定位和

服务能力的疾病，按照各级转诊标

准和疾病分级诊疗标准，由基层医

疗机构为患者提供转诊服务，重点

畅通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恢复

期患者向下转诊渠道；急危重症患

者可直接到二级及以上医院就诊；

完善治疗—康复—长期护理服务

链，为患者提供科学、适宜、连续性

的诊疗服务。

今年，我省将围绕“一般病在

市县解决”的原则推进医疗资源下

沉，畅通城市和县级医院之间的转

诊通道。县办医院要培训和指导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承担县级

区 域 内 居 民 的 常 见 病 、多 发 病 诊

疗，急危重症抢救与疑难病转诊；

市办医院要向市级区域内居民提

供代表本区域高水平的综合性或

专 科 医 疗 服 务 ，接 受 下 级 医 院 转

诊；省办医院要向省级区域内若干

地市提供急危重症、疑难病症诊疗

和专科医疗服务，接受下级医院转

诊；部门办医院主要向跨省份区域

提供疑难危重症诊疗和专科医疗

服务，接受下级医院转诊。同时，

各地转诊中心建设要实现以点带

面、迭代升级，推动分级诊疗服务

能力不断提升。

（曾浩洋 杨承涛 贵阳日报

融媒体记者 张梅）

贵州省卫健委——

建好转诊中心
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开展义诊宣教活动
本报讯 3 月 5 日至 6 日，贵阳

市妇幼保健院联合花溪区教育局、

花溪区卫生健康局等单位，走进贵

州师范大学、贵阳市第二十五中学、

贵阳市花溪区溪南高中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 走进基层送健康”义诊

宣教活动。

义诊现场，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计划生育科、妇科专家为校园师生

提供了面对面的问诊服务。专家们

耐心倾听师生的健康诉求，细致询

问病情，讲解疾病防治的要点，并给

予针对性的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

此外，为响应第 11 个“世界艾

滋病零歧视日”活动，向公众普及艾

滋病防治知识，提高群众对艾滋病

的认知与自我保护意识，消除对艾

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歧

视，参加活动的专家以《爱、不要伤

害》为主题，向师生宣传了艾滋病防

治、宫颈癌防治知识。

据悉，此次义诊宣教活动接诊

100 余 人 次 、发放宣传资料 200 余

份，覆盖宣讲对象 2000 余人次。下

一步，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加

强健康服务延伸，将优质的医疗资

源和健康知识送到更多基层，为公

众提供更多、更好、更便捷的健康

服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清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聚焦急难愁盼
践行“医心为民”

本报讯 清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聚焦群众就医过程中的急难愁盼问

题，多措并举，打造有温度的省内一

流县级综合医院。

在优化就医体验方面，设立“综

合一站式服务中心”，患者不仅能一

站式办理挂号、缴费、打印发票等业

务，还能获得导诊、咨询、预约等贴

心服务。近一年来，该中心已累计

服务患者近七万人次；借助信息化

手段创新床位管理模式，合理分配

床位，提高了床位使用效率；启用

“一键呼叫”维修中心电话，为医院

的后勤保障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在提升医疗技术水平方面，医

院邀请老中医坐诊中医科，为患者

提供更优质的中医诊疗服务；与贵

阳市口腔医院建立紧密型专科联

盟，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家

级的治疗；建立“严芝强博士工作

站”“沈茂博士工作站”，为医院学科

发展注入强大动力。2024 年，医院

共申报 14 项科研项目，其中 2 项获

得省级立项，3 项获得省卫健委、省

中医药管理局立项。

在强化服务质量方面，推行“黄

昏查房”制度，医护人员每天下午 4

点到 7 点之间，深入病房了解患者

需求，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积极

打通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减少

患者的重复检查，2024 年实现互认

结果超万条；推进“六化”提升行动

和 e6S 管理，通过开展多种预约服

务，推行日间手术，增加便民设施等

措施，进一步提升患者的就医满意

度。

在拓展资源供给方面，医院医

共体 8 家分院实施“七统一”管理，

根据各分院实际情况制定“一院一

策”发展方案；总院专家下派担任分

院执行负责人，并通过“传、帮、带”

提升当地医务人员水平。2024年，各

分院门诊和住院患者数量显著增长，

总床位使用率提升12%，让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通讯员 李黎）

中山一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

消化病中心揭牌
本报讯 经过系统规划与精心

筹备，3 月 8 日，中山一院贵州医院

（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消化病中心揭

牌成立，标志着医院消化系统疾病

诊疗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

据 悉 ，为 进 一 步 完 善 学 科 建

设，更好地满足贵州及周边省份百

姓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需求，中

山一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

区）整合消化内科和内镜中心优质

医疗资源，成立了消化病中心。中

心特邀国内知名学者，清华大学附

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消化科主任、

消化内镜中心主任黄永辉教授担

任学科带头人及主任；由贵医附院

内镜中心主任许良壁担任执行主

任，医疗团队成员由中山一院及贵

医附院派驻。

中山一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

贵安院区）消化病中心下设门诊部、

住院部、内镜室三个区域，开放床位

125 张，设有规范的内镜室、幽门螺

旋杆菌检查室、胃肠动力检查室，可

开展多项常规及疑难复杂内镜诊疗

项目，包括内镜下消化道狭窄扩张

术及支架置入术、食管胃底静脉曲

张急诊内镜下止血，一级/二级预防

出血治疗、内镜下空肠营养管置入

术等。中心现为国家消化病临床研

究中心早期胃癌筛查协作中心、贵

州省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单位，贵州省食管疾病规范诊治

联盟、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炎症性肠

病关爱中心、贵州省炎症性肠病专

病联盟副理事单位等。

“下一步，我将和团队一起明确

发展目标，全方位提升消化内镜疾

病的诊治水平，为医院带来更多新

技术、新项目，让患者不出省就可享

受到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服务。”黄永

辉主任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多种原因可导致听力损失
“听力损失造成的影响广泛且

深远，其中包括丧失与他人沟通的

能 力 ，语 言 发 育 迟 缓 ，进 而 产 生 孤

独、沮丧等问题。”中山一院贵州医

院（贵医附院贵安医院）耳鼻喉科执

行主任马亦飞说，按病变发生部位，

耳聋可分为传导性聋、感音神经性

聋和混合性聋三类。如果一个人双

耳的听力阈值达到 20 分贝或更高，

不 能 像 听 力 正 常 的 人 一 样 听 到 声

音，被称为听力损失。现实中，除了

先天性聋和老年性聋，还有在中青

年人中多见的噪声性聋。“比如大学

生，他们生活环境中接触的噪声一

般不会那么大，主要噪声来源就是

耳机。”马主任说，当前，我国耳部疾

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还有高盐高

脂饮食、超重肥胖、吸烟、过量饮酒，

以及年轻群体常见的熬夜、高压工

作状态等，都是导致耳鸣耳聋的重

要危险因素。

马主任介绍，耳 的 结 构 复 杂 而

精 巧 ，但 是 随 着 年 龄 增 长 ，耳 蜗 中

的毛细胞和听神经会逐渐退化，导

致老年性耳聋，这是我国听力残疾

的 首 要 原 因 。 这 种 听 力 损 失 通 常

是渐进式的，最先影响的是对高频

声音的感知，例如听不清鸟叫声或

电 话 铃 声 。 第 二 大 听 力 损 失 的 原

因是噪音暴露，这是现代社会中人

们 听 力 损 失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长

期暴露在高音量环境中，如建筑工

地、酒吧、KTV 等，会导致内耳中的

毛 细 胞 受 损 。 毛 细 胞 是 听 觉 系 统

中 非 常 脆 弱 的 部 分 ，一 旦 受 损 ，无

法 再 生 。 长 期 暴 露 在 85 分 贝 以 上

的 噪 音 中（例 如 电 钻 声 、飞 机 起 飞

声），就 可 能 对 听 力 造 成 不 可 逆 的

损害。此外，年轻人中常见的耳机

使 用 不 当（如 长 时 间 高 音 量 听 音

乐）也是导致噪音性听力损失的重

要原因。

“中耳炎、外耳道感染或堵塞、耳

部肿瘤压迫、破坏或侵犯耳部结构，

影响声音的传递，从而导致听力下

降。此外，耳毒性药物也会对耳朵

（特别是内耳）造成损害。这些药物

可能损害耳蜗中的毛细胞、前庭系统

或听神经，导致听力损失、耳鸣或平

衡障碍。”马主任说，耳毒性药物的影

响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的，

具体取决于药物的种类、剂量、使用

时间，以及个体的敏感性。常见的耳

毒性药物包括：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庆大霉素、链霉素等）；铂类化疗药

物（顺铂等）；袢利尿剂（呋塞米等）；

水杨酸盐类药物。

“如果家族中有听力损失患者，

后 代 出 现 听 力 损 失 的 风 险 可 能 更

高。”马主任说，遗传性听力损失可能

在出生时就存在，也可能在成长过程

中逐渐显现。发病机制是来自亲代

的致聋基因或新发生的致聋基因突

变导致耳部发育异常或代谢障碍，并

最终导致听力下降。

此外，头部受到剧烈撞击可能

导致鼓膜破裂、听小骨脱位或听神

经损伤引起突发性耳聋，这是一种

突然发生的听力损失，通常与病毒

感染、血液循环障碍或免疫系统问

题有关。慢性疾病，如糖尿病、高血

压等，也可能影响内耳的血液供应，

导致听力下降。

年轻人小心突发性耳聋
现代生 活 中 ，噪 声 性 聋 的“ 元

凶 ”往 往 指 向 耳 机 ，尤 其 是 年 轻 人

群 体 。 暨 南 大 学 一 项 针 对 1909 名

学生的调查发现，耳机使用率高达

99% ，其 中 8.3% 的 学 生 报 告 有 耳 鸣

症 状 ，且 耳 机 使 用 时 间 、音 量 与 耳

鸣 发 生 呈 正 相 关 。 从 地 铁 里 的 通

勤族到校园里的大学生，再到夜深

人静时助眠的“电子摇篮曲”，耳机

的 身 影 无 处 不 在 。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数据显示，超过 10 亿年轻人因长时

间 暴 露 于 音 乐 和 视 频 游 戏 等 娱 乐

活 动 中 的 强 声 音 面 临 永 久 性 听 力

损失的风险。

“耳机使用习惯成为听力损失的

主要危险因素——声音通过外耳道

传入中耳，再由内耳将声波转化为电

信号传至大脑，长时间暴露于高分贝

噪声下，内耳的感音细胞会因过度刺

激而受损，甚至死亡。这种损伤往往

是不可逆的，尤其是高频听力下降初

期不易察觉，却可能逐渐波及日常言

语交流。”马主任说，无论是入耳式、

开放式还是骨传导耳机，对听力的影

响本质上并无区别。她表示，开放式

耳机因不塞入耳道而被认为更“温

和”；若音量过大或使用时间过长，同

样会造成损伤，而骨传导耳机虽通过

颅骨振动传音，不是空气传导，但最

终仍需内耳感知，难以规避噪声性聋

的风险。

健康生活方式守护听力
研究显示，每周使用入耳式耳

机超过 21 小时的人群，高频听力损

失风险增加 2.3 倍。不当的掏耳习

惯更可能造成外耳道损伤，引发感

染甚至鼓膜穿孔。马主任提醒，日

常生活中，耳机的使用要遵循 60/60

规则，即音量应保持在最大音量的

60%以下，且每天使用时间不超过 60

分钟。另外，在嘈杂环境中尽量使

用降噪耳机，避免通过提高音量来

掩盖噪音，但即便使用降噪耳机，也

应遵循健康使用原则。

长时间使用耳机后，应让耳朵

休息一段时间，避免听觉疲劳。每

天安排一段时间让自己处于安静环

境中，帮助耳朵恢复。

定期进行听力测试也很重要，

尤 其 是 长 期 暴 露 在 噪 音 环 境 中 的

人 群 以 及 老 年 人 。 如 果 发 现 听 力

下 降 或 耳 鸣 ，应 及 时 就 医 ，避 免 病

情恶化。“保护听力，健康的生活方

式少不了。”马主任说，例如采取科

学擤鼻涕方式，注意游泳过后的耳

道 积 水 ，以 及 平 时 的 掏 耳 朵 习 惯

等 。 此 外 ，均 衡 饮 食 也 很 重 要 ，多

摄入富含维生素 A、C、E 和镁的食

物，如鱼类、坚果和绿叶蔬菜，有助

于保护听力。戒烟限酒，吸烟和过

量饮酒可能损害内耳血管，进而影

响听力。

“ 听 力 损 失 后 也 不 是 无 可 挽

回。”马医生说，大部分传导性聋和

部 分 混 合 性 聋 通 过 耳 科 手 术 可 以

使 听 力 达 到 一 定 水 平 。 因 各 种 原

因 不 能 手 术 或 者 手 术 无 望 提 高 听

力者，可佩戴适合的助听器。传统

的 助 听 器 主 要 依 靠 放 大 声 音 来 帮

助听力受损者，现代助听器通过数

字信号处理技术，可以根据个体的

听力状况进行智能调节，提供更加

清晰、自然的听觉体验。但是这些

辅助设施都需要专科医生的评估，

最 好 的 方 式 还 是 保 持 健 康 的 生 活

方式，保护好自己的听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贵州2025年“银龄计划”公布——

面向省内外引进退休高级医疗卫生人才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卫生健康委

印发 2025 年“银龄计划”工作方案，明确

各级医疗机构要面向省内外引进退休高

级医疗卫生人才不少于 600 人，其中引

进省外人才不少于 150 人，所有三级公

立医院必须有省外退休高级医疗卫生人

才落地。

按照计划，贵州省今年采取多种形式

引才。一方面，充分发挥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项目输出医院优势，用好“组团式”帮

扶平台，争取更多的退休专家到贵州省开

展工作。另一方面，依托贵州人才博览会

等平台，通过省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引才；通过“以才引才”，发挥已引进专

家的人脉资源优势，邀请他们推荐身边的

退休专家；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单

位走出去引才。

工作方案提出，各级各单位要为银龄

专家搭好工作平台，根据专家的特点明确

适当岗位、提供必要条件、配备必要设

备，最大程度发挥专家作用。通过组建

“跟学班”，与专家结成“师徒”对子，以

“一带一”“一带多”等方式带教，通过开

展学术讲座、教学查房、手术带教等方

式，为医院培养技术骨干。同时，要完善

后勤保障机制，妥善安排好银龄专家的食

宿、交通、通信、安全、健康、探亲、旅游优

惠等各项保障措施。要坚持重视厚爱，经

常听取专家的意见建议，尽心尽力帮助专

家解决问题和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

忧，让专家安心融入当地生活，全心投入

新的工作。

据了解，“银龄计划”是省委、省政府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部署，是激励银

龄人才发挥经验才智、服务贵州的重要举

措，是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的

重要途径。自 2018 年底启动实施“银龄

计划”以来，贵州省医疗卫生系统累计引

进 3958 名医疗卫生人才，一批批省外退

休高层次医疗卫生人才到我省医疗卫生

机构工作，省内退休医疗卫生专家到基层

工作，为提升全省医疗卫生水平发挥了重

要作用。

（张晔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贵州省人民医院——

听力科耳石症专科门诊即将开诊
本报讯 记者从贵州省人民医

院获悉，为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

帮助患者摆脱眩晕痛苦，贵州省人

民医院听力科将于 3 月 12 日起，每

周三周四周五上午，在行政楼 17 楼

听力科 2 号诊室开设“耳石症专科

门诊”。

耳石 症 ，学 名 为 良 性 阵 发 性

位 置 性 眩 晕 ，是 临 床 最 常 见 的 眩

晕疾病，可占到眩晕疾病的 50%，

是 一 种 相 对 于 重 力 方 向 的 头 位

变 化 所 诱 发 、反 复 发 作 的 短 暂 性

眩 晕 和 特 征 性 眼 球 震 颤 为 主 要

表 现 的 外 周 性 前 庭 疾 病 ，其 本 质

是 内 耳 前 庭 中 微 小 的“ 耳 石 颗

粒 ”从 正 常 位 置 脱 落 ，随 着 体 位

改 变 进 入 半 规 管 ，刺 激 平 衡 感 受

器 ，引 发 短 暂 但 剧 烈 的 旋 转 性

眩 晕 。

典型表现为起床、躺倒、翻身

时 突 发 数 秒 至 数 十 秒 的“ 天 旋 地

转 ”，常 伴 恶 心 呕 吐 等 强 烈 不 适 。

耳 石 症 可 发 生 于 任 何 年 龄 段 ，流

行 病 学 数 据 显 示 ，女 性 发 病 率 高

于 男 性 ，50 岁 以 上 人 群 发 病 率 显

著 升 高 ，但 近 年 来 年 轻 患 者 占 比

逐年增加，30 到 40 岁的职场人群

亦不少见。

耳石症常被误诊为颈椎病、脑

供 血 不 足 、焦 虑 症 ，甚 至 脑 梗 死

等 ，导 致 许 多 患 者 在 多 科 室 辗 转

就诊，得不到针对性的有效治疗，

部分患者甚至因长期误诊导致慢

性头晕或继发心理障碍。

贵 州 省 人 民 医 院 听 力 科 自

2007 年开展耳石症检查及复位，是

省内最早开展该项检查及治疗的

医 院 ，2015 年 起 建 立 专 病 诊 疗 团

队，由经验丰富的医师团队开展个

体化手法复位治疗，月均接诊量约

300 例 ，复 位 成 功 率 达 95% ，其 中

80%的耳石症患者通过 1 次复位治

疗即可治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3月 3日是全国爱耳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聆听 无碍
沟通”。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全球超过 15 亿人正
经历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这个数字到2050年可能突破25
亿。伤害耳朵的行为有哪些？如何保护好听力？中山一院
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医院）耳鼻喉科执行主任马亦飞
为您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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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是全国爱耳日——

健康聆听
无碍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