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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帮扶，提升服务水平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
的康复理疗服务，除了硬件设施要配备
齐全，软件服务也必须跟得上。三亚借
助正在加快推进的医疗联合体建设契
机，各大医院选派人员至区级慢病康复
理疗站轮流进行挂职、培训、帮带，培养
一批专业卫生技术服务人员，确保各康
复理疗站能够提供专业的康复理疗服
务，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医院定期选派康复医学科专家下沉
到基层康复理疗站出诊，并对基层医务人
员进行培训和实操指导，提升医务人员的
业务技能和服务能力。通过这种模式，不
仅解决了患者看病就医不便的问题，还提
升了基层的诊疗水平和能力。”三亚市人
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三亚医院康复医学
科副主任医师林道冠说。

在各大医院的帮扶下，目前三亚市基
层慢病康复理疗站能够提供多种康复理
疗服务，包括中风后偏瘫肢体的康复锻
炼、慢性疼痛疾病的物理治疗等。同时，
还结合中医特色疗法，如针刺、艾灸、刮
痧、拔罐等，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康复方
案。这些服务覆盖了颈、肩、腰腿疼痛等
慢性疾病，以及神经损伤类疾病，满足了
不同患者的康复需求。

三亚市卫健委还联合三亚市残联依
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五个一”提升项
目，在区级慢病康复理疗站的基础上，挂
牌成立了残疾人社区康复中心，双方建
立健全联动机制，进一步扎实做好基层
残疾人服务工作。

接下来，三亚将根据基层医疗机构
布点情况，综合评估辖区服务人口、服务
需求、推广慢病康复理疗站的可行性等
因素，在各辖区内遴选出适合开展相关
工作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加强服
务供给，让便民、优质的康复服务真正走
到群众的身边。

配置齐全的康复理疗站

今年，三亚市海棠区南田医院慢
病康复理疗站开诊。这里占地面积
140平方米，设有中医科和康复理疗
科，包含传统康复治疗、物理治疗、运
动治疗、作业治疗等多个功能区。

南田医院院长韦文聪介绍，中医
科开展针刺、推拿、拔罐、艾灸、贴敷等
传统中医理疗及中药结合治疗；康复
理疗科设有物理治疗室、运动治疗室、
熏蒸室、OT训练室等，配备中频干扰
电治疗仪、空气波压力治疗仪、高压低
频经络刺激仪、微波治疗机、超声波治
疗仪、骨质疏松治疗仪、脊柱平衡放松
系统、电动牵引装置等多种现代康复
设备。

“环境和设备不输大医院，还有经
验丰富的医疗团队，包括中医理疗师、
康复治疗师等，他们具备专业的康复
知识和技能，能够为我们提供科学、有
效的康复治疗。”张阿姨说，除了过硬
的技术，医生和康复师们就像邻居朋
友，让她感受到温暖。

据介绍，三亚各个基层慢病康复
理疗站在基层卫生院原有场地的基础
上，通过调整改造，让服务场所不小于
50平方米，确保有足够的空间提供高
质量的康复理疗服务。设施配置方
面，配备了包括骨质疏松治疗仪、脊柱
平衡放松系统、超声波治疗仪等在内
的整套康复理疗设备，满足不同患者
的康复需求。服务方面，结合现代康
复医学与传统中医医学，提供针刺、推
拿、拔罐、艾灸、穴位贴敷、刮痧等中医
特色治疗项目，以及颈、腰椎牵引等物
理治疗项目，为患者提供全面的康复
理疗服务。截至目前，三亚共开设9
家基层慢病康复理疗站，已为1.63万
余名患者提供康复理疗服务。

2024年10月21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岳嵬 主编：侯赛 美编：许丽 检校：叶健升 原中倩

医线资讯

海南积极推动个体化
精准治疗发展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全锦子

10月13日上午，“个体化医学研讨会暨第四届
卫生健康创新与转化管理论坛”在海口召开。此次
论坛旨在推动个体化医学的发展，探讨卫生健康领
域的创新与转化管理，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贡献力量。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相关
政府部门、医疗卫生健康领域高校、科研院所、医院、
医疗健康大数据相关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会。

个体化诊疗技术作为现代医学的重要分支，其
核心理念是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包括遗传背
景、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等，提供个性化的预防、诊断
和治疗方案。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提出和推动个
体化医学以来，个体化医学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抢占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制高点的重要领域。随
着科技的进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深入
实施，个体化医学从基因测序技术的普及到精准医
疗方案的制定，从新药研发到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的
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科技成果。

海南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海南作
为自由贸易港，始终致力于探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的新路径。在个体化医学领域，海南省已经取得
了一些初步成果，加强了与国内外知名医疗机构和
科研机构的合作，引进了一批先进的个体化医学技
术和设备，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同时，我
省积极推动个体化医学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为患
者提供了更加精准、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此次论坛的召开，正是业内共同探索个体化医
学及其创新转化的重要契机。各位专家学者在论坛
期间充分交流、碰撞思想，为推动个体化医学的发展
贡献力量。同时，业界也希望借助论坛的平台，加快
医学与工程的融合发展，促进医疗技术的变革和健
康产业的升级。

此外，论坛举行期间，2024年度“医学创新转化
优质服务机构”遴选结果正式发布。全国45家“医
学创新转化优质服务机构”获评机构参会领奖。

健康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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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发现：

大笑可治干眼症
“嘿嘿嘿，哈哈哈，茄子茄子，七喜七喜，哈哈哈

哈”，30遍口令为1次训练，一天进行4次，轻中度干
眼患者症状将得到有效缓解！

干眼症影响着全球5%～35%的成年人口，而中
国干眼症的总患病率超过30%，其常见的症状包括
眼干、眼涩、异物感、红肿、瘙痒、刺激感等，严重影响
了患者的视力与生活质量。

2024年9月11日，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眼病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的梁凌毅与刘奕志研究团
队在医学顶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IF：94）发
表研究成果。研究员通过对比采用人工泪液（0.1%
玻璃酸钠）与“笑的训练”对干眼症进行治疗，结果显
示“笑的训练”与人工泪液疗效相当，且在部分眼部
体征改善上甚至还优于人工泪液（0.1%玻璃酸钠），
这也为长期依赖眼药水的干眼症患者提出了一种有
效、安全、低成本且环境友好的非药物治疗手段。此
外，研究团队发现，坚持“笑的训练”可以提高泪膜的
稳定性和睑板腺的功能。

（据《大众日报》，有删节）

“有晕针晕血吗？”“没有。”“痛不
痛？”“不痛！”10月3日下午，海口市人
民医院输液室里，一位女士因感冒咳嗽
严重就医，看诊后输液治疗。该院护士
符小惠为其输液，谈话间，输液针已被
轻巧扎入血管，患者全程几乎无感。

符小惠，这位在护理岗位上耕耘
了12载的护士，因其精湛的打针技
艺，赢得了众多患者的信任与青睐。
不少患者“点名”找她打针，特别是血
管太细的新生儿和血管充盈度不佳
的老年人。她也成为患者和同事们
口中的“飞针侠”。

锐意进取：
学习飞针 为患者减痛

生病了去医院打针、抽血检查都
是常事，很多人虽然有恐惧心理但会
想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是，作为一
名专业护理人员，符小惠不想就这样
过去。她想就“患者害怕打针”这个
小事，进行研究和改进，以改善患者
的就医体验。

“患者本就备受病痛折磨，若能凭
借自身扎实的扎针技巧减轻这份负
担，无疑是莫大的欣慰。”符小惠，曾是
医院新生儿科室的一员，彼时，打针仅
是繁杂工作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命
运的转折发生在2017年，一次意外的
车祸让她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的工
作，待康复归来，她转战急诊输液室，
主要为患者打针输液，其中也包括为
急症患者抽取血液样本。

工作中，符小惠一直思考如何才
能扎好针。有一天，她从网络上看到
了飞针技术的视频，是一名医生进行

飞针扎动脉。“进针快，水平高。”当时，
符小惠决定学习这种飞针技术，经过
大量的反复练习后，她将该技术用于
患者身上，试验几次都成功了，患者也
没有疼痛感，于是符小惠便为所有符
合条件的患者尽量使用飞针。

符小惠练习飞针技术有两个要
点：摸和扎。摸主要是摸患者皮肤的
厚度，感受血管的弹性，由于有5年
的新生儿科工作经历，常给婴儿打针
积累了经验，通过摸找到血管，就知
道下针的深浅。扎，就要速度快，让
患者感受不到疼。

符小惠介绍，采用飞针技法，关
键在于速度、准确性和稳定性，确保
一次性穿透皮肤直达血管，进而大幅
缩减针尖滞留肌肤内部的时间，达到

减轻疼痛的目的。“九成以上的患者
均适宜采用飞针疗法，往往能在眨眼
间完成任务。”不过，她亦强调，针对
10岁以下儿童、血管特别纤细或处于
危重状态的病患，则需采取更为温和
缓慢的方法，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风
险。

患者信赖：
你打针 我安心

谈及这位同事，输液室主管护师
陈惠容连连称赞其“热爱学习，技艺超
群，为人热忱”。事实上，符小惠的魅
力早已深入人心，众多患者慕名而来，
指明要求她亲自操“针”。

“你打针，我放心！”10月3日下

午4点，一位妈妈带着1岁多的孩子
到海口市人民医院输液，随后又做了
雾化治疗。他们是约好时间，专门来
找符小惠打针的。

这对母子之所以特地预约，只因
心中那份笃定——只要符小惠出手，
一切尽在掌控。两天前，孩子的母亲
在医院曾目睹过符小惠的神乎其
技。得知符小惠打针技术好，后面便
每天预约符小惠为自己的孩子打针。

10月 3日凌晨，符小惠坚守岗
位，迎接了一波又一波患者。短短数
小时内，共20多位病患相继踏入输
液室，其中9人接受了肌肉注射治
疗，其余则需依赖静脉输液缓解病
症。一名30岁左右的女性因突发腹
部剧痛伴恶心呕吐紧急入院，经医生
确诊为急性胃肠炎，需立即输液稳定
状况。遵循医嘱，符小惠熟练地准备
药物，随即找好血管并进行消毒。紧
接着，只见她轻轻拉紧皮肤，手腕微
动，瞬间完成进针动作，待患者反应
过来之时，液体已在缓缓流入患者体
内。患者不禁感叹：“这么快，我都没
啥感觉。”

符小惠的努力与奉献，患者们的
口碑是最有力的见证。一位年轻女
子在感谢信中高度赞扬了符小惠的
打针技术：“这个护士扎针速度快且
准，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原来打针
可以不疼。”

胆大心细，不懈追求。这是符小
惠学习新技术的关键要领。如今，她
也将飞针技术分享给同事们，共同进
步。未来，她想继续学习深静脉置管
术，努力成为一名专科护士，让更多
患者获益。

中医体质辨识
巧妙助力健康
■ 李品慧

我们常常听人说，“胖人多痰、瘦人多火”。这句
话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概括性讲了胖人和瘦人的体
质特点。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身体不同
的体质特征有一定的关系。通过这些体质特征，可
辨别出不同体质。

体质辨识是按照中医体质学理论，根据望、闻、
问、切所收集的全面资料，对个体进行综合分析，辨
定其体质类型。根据《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
可将个体大致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
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九类体质。
通过体质的辨识可以为疾病的预测和健康指导提供
依据，从而针对每一种偏颇体质可打造个性化方案，
指导其进行健康管理。比如平时较为多见的痰湿质
人群，一般常见于体形肥胖、腹部肥满松软的人，平
素喜食肥甘甜腻，面部皮肤油脂较多、多汗且黏，舌
苔多厚腻。容易在梅雨季节及湿重环境时难以适
应，出现头晕、胸闷、身体沉重、口中黏腻等不适。具
有这类体质的人群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
脑梗、冠心病等疾病的倾向较大。这类人群在平时
饮食时可遵从低糖、低盐、低脂、低热量、高纤维饮食
原则，避免暴饮暴食及进食生冷油腻食物，可适当多
食用白萝卜、荸荠、白果、扁豆、山药、薏米、红豆等健
脾化湿之品；天气晴朗时，根据自身情况多进行散
步、慢跑、爬山、八段锦等运动；居住环境尽量干燥，
避免长时间待在空调房；还应注意保持心情舒畅，避
免抑郁、恼怒。

从健康到亚健康再到疾病，体质因素的影响不
可忽视，各种偏颇体质是判断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
的内在依据。中医体质辨识可以帮助人们更加全面
地了解自身健康状况，预测个人未来的发病风险，从
而给出相应的中医健康改善计划，进行中医辨体膳
食及药物指导、情志调节指导、运动指导、生活方式
调整指导等以达到全面调整偏颇体质、改善个人健
康水平、实现健康管理的目标。

（作者单位：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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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医疗工作者都是默默无闻的英雄，他
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无私奉献，守护着千千万
万个家庭的健康与幸福。海南日报健康周刊《医
线高手》栏目旨在挖掘和展现这些幕后英雄的真
实故事，让公众深入了解医疗行业的艰辛与伟大，
同时也为同行搭建一个分享经验、交流心得的平

台。
在这里，我们将邀请来自各个医疗领域的杰

出代表，讲述他们在专业道路上的成长历程、技术
创新的点滴心得。无论是手术台上的精妙操作，
还是实验室里的孜孜不倦，抑或是病房内外的人
文关怀，《医线高手》栏目都将一一为您呈现。

在快节奏的
现代生活中，慢性
疾 病 的 阴 影 悄
无 声 息 地 笼 罩
着大众的生活。
如何便捷、高效地
获取康复理疗服
务成为许多患者
及其家庭的迫切
需求。近年来，基
层慢病康复理疗
站的兴起，为群众
带来了在“家门
口”就医的新选
择，缓解了看病
难、看病远的问
题。

在三亚，当地
政府将“基层慢病
康复理疗站建设
项目”纳入为民办
实事的重要民生
工程之一，2023
年在天涯区、吉阳
区、海棠区、崖州
区、育才生态区成
立了 5个区级慢
病康复理疗站，为
当地居民提供了
便捷的康复理疗
服务。今年该市
继续推进该项目，
新增了海棠区南
田医院、崖州区保
港卫生院、天涯区
高峰医院和河西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4家区级慢病
康复理疗站，进一
步扩大了服务覆
盖范围。

“家门口”获康复诊疗

家住三亚市崖州区的张阿姨患有
膝关节炎多年，过去每次治疗都需要
坐约1个小时的车到三亚市区的医
院，不仅耗费时间精力，还增加经济压
力。如今，“家门口”的崖城卫生院开
设了慢病康复理疗站，只需10分钟车
程，张阿姨即可到达。在那里，张阿姨
可以接受专业的康复理疗服务。

“这里离家只有10分钟车程，而
且各种设备很齐全，持续做康复训练
很方便。”张阿姨说。理疗站的医生根
据她的情况，定制了包括物理疗法、中
医推拿在内的综合治疗方案，经过一
段时间的持续治疗，张阿姨的疼痛症
状明显减轻，生活质量大幅提升。

和张阿姨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家住
马岭社区的王女士。长期伏案工作的
王女士经常出现头晕、头痛和肩酸等
症状。CT结果显示颈部关节出现退
行性病变，椎间隙变窄，需进行康复理
疗。“以前想做康复理疗还得往市区大
医院跑，耗时耗力，很难坚持下来。现
在‘家门口’就有专业的设备和医生，
进行了5次针灸治疗后，症状得到了
明显缓解。”王女士说。

基层慢病康复理疗站的建设，让
患者不再需要辗转奔波，也不再为寻
找专业的康复治疗而苦恼，因为在“家
门口”，他们就能接受周到、专业的康
复治疗。从物理治疗仪到中医医疗工
具，这里的康复设备十分丰富，理疗师
们根据每一名患者的具体情况，量身
定制个性化的康复方案。

“基层慢病康复理疗站的建设，将
康复理疗服务延伸到社区，不仅有助
于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还能促进
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强群众的健
康获得感和幸福感。”三亚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说。

■
海
南
日
报
全
媒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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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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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日
报
全
媒
体
见
习
记
者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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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

符小惠（右）在为患者扎针。 海南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洪旭 摄

一位帮扶医生（中）在三亚福海苑卫生院为患者进行小针刀治疗。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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