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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帮扶，赓续前
行。12月19日，海南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
下简称海医一附院）正式
向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
第二批专家李敏、彭玉颁
发聘书，分别聘任为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
科主任、护士长，持续开
展“院包科”帮扶工作，传
授最新的诊疗技术，手把
手带教，全面提升医务人
员危重症救治能力。

强强联合，“医惠”百
姓。在中日友好医院专
家帮扶下，推动海医一附
院呼吁与危重症医学科
在医疗、教学、科研等方
面取得长足进步，助力海
南省呼吸疾病中心高质
量发展，让海南呼吸与危
重症患者在家门口享优
质医疗服务。

中日友好医院与海医一附院携手共建海南省呼吸疾病中心

强强联合给百姓坚实“医靠”

“有北京专家和海南专家一起给我治病，我很

放心也很满意！”12月26日上午，一位因严重肺

炎在海医一附院住院治疗即将康复出院的患者符

先生说，不出岛就能看北京专家，对老百姓来

说，既方便了看病又减少奔波。

中日友好医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大

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也是国家呼吸医学中心，

集医疗、教学、科研和预防保健等功能为一体。此

次双方强强联合，携手推动医教研同步提升，促进

海南省呼吸疾病中心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呼吸疾

病诊疗能力，让呼吸与危重症患者大病不出岛。

李琪表示，呼吸危重症诊疗技术、管理能力

的综合提升，使呼吸疾病中心的病种收治结构进

一步优化，疑难危重症的诊治能力逐步提高，同

时为学科开展高难度的气道介入手术提供了坚强

的支撑和保障。尤其让人欣慰的是，呼吸疾病中

心医护人员的精气神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

对涉及呼吸系统的复杂性疾病的收治建立了更多

的信心和积极性。

为了培育海医一附院的年轻人才，中日友好

医院采取了多元化的支持措施，包括直接的手把

手教学、提供宝贵的进修机会、学术交流活动以

及组织赴中日友好医院参访等，这些行动极大地

提升了海医一附院呼吸医师的专业技能与科研实

力，并有效拓宽了他们的国际视野及学术影响力。

在教学合作方面，双方联合建立了教学培训

机制，为海医一附院的年轻医生搭建了更多实践

锻炼的舞台，加速了他们的成长步伐，为培养更

多优秀的医疗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前期已派多

名护理人员赴中日友好医院培训，2024年再次依

托海南省卫健委的“精英人才”培训计划，已选派

呼吸医护团队3人于12月15日赴中日友好医院进

行为期1年的培训。

在科研合作领域，中日友好医院积极助力海

医一附院申报科研项目。海医一附院呼吸疾病中

心参与了中日友好医院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肺血栓栓塞症综合防治体系构建及长期随访管理

的系统化研究”项目，共同搭建临床科研合作平

台，共同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与临床应用，为呼

吸疾病领域的科研进步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为

海南省呼吸疾病中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革新

与临床成效的飞跃。

（景文 何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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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行床旁的教学式查

房，要让年轻医生知其然，知

其所以然。”田野表示，对于呼

吸系统疾病患者的治疗，细化

日常管理，将病人按呼吸系

统、循环系统、心血管系统、

消化系统以及各脏器功能支持

等系统性整体管理的意识。现

在提倡共病理念，要让大家去

管理重症病人的时候，一定要

推行多系统管理，诊疗过程渐

渐养成习惯。

“她们比较随和，在一起工

作、学习和生活比较默契，不

知不觉学习了很多新技术和前

沿知识。”钟有清说，她们不是

强行灌输观点和技术，而是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科室的医生。

海医一附院副院长、呼吸

内科主任李琪表示，在过去的

数月间，中日友好医院的资深

医疗团队，凭借其深厚的学术

底蕴与丰富的临床经验，系统

地引领科室年轻医师掌握了一

系列至关重要的呼吸与重症监

护核心技术。从吸氧、气管插

管等基础技能，到呼吸衰竭的

复杂处理、呼吸机模式的精细

调节及参数设置，每一步都讲

解得深入浅出。

此外，中日友好医院的帮扶

专家不仅深入剖析了呼吸力学

的深层原理，还亲自示范了气管

切开、深静脉置管等高风险操作

的规范流程，让年轻医生在高度

仿真的模拟环境中反复实践，直

至技艺纯熟。她们不仅传授了

专业知识与技能，更点燃了年轻

医生对医学事业的热情与追求，

激励他们在未来的职业旅程中

勇于探索、敢于担当，努力成为

能够独当一面、为患者点亮希望

之光的杰出医疗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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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经验、技术和学识能够引领我们，

帮助年轻医生开拓视野，促进学科发展。”海医

一附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钟有清表

示，中日友好医院第一批专家田野、赵金金带

来了先进的呼吸危重症诊疗技术及理念，涵盖

了高效的呼吸支持策略、精确的抗感染治疗路

径以及周全的器官功能保护方案，这些前沿技

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对呼吸危重症患者的救治

效率与成功率。

其中，钟有清学习操作了经皮气管镜切开技

术和深静脉穿刺技术。“一个负责进针，一个负责

操作气管镜配合，现场教学很快就掌握了这项技

术。”钟有清表示，气管镜下手术具有可视化、创

伤小、康复快等特点，对于患者来说获益大。

去年底，中日友好医院和海南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海南省呼吸疾病临床医学中心签

署为期 3年的“院包科”帮扶协议，强强合

作、携手共建海南省呼吸疾病临床医学中心。

今年9月1日，中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的主诊医师田野、护士长赵金金入驻海医一

附院，开展帮扶工作。入驻后，她们迅速引领

科室实施了一系列创新举措。每日早晨增设的5

分钟领学环节，有效强化了团队学习；每周三

组织参与中日国家呼吸中心的大查房活动，拓

宽了医护人员的视野；每周四则专注于呼吸医

疗与护理的专题学习，同时开展疑难病例查

房，以主诊组为核心，独立承担呼吸急危重症

的专科操作和床旁护理指导，并积极推广新技

术，全方位提升科室的医疗护理水平。

“我刚到海南的第一周，就参与会诊了一位

高乳酸血症的高危孕产妇。”田野表示，该孕妇

怀孕21周，一开始是牙疼在当地医院就诊，被

当做牙周炎治疗，但症状始终未能缓解。牙

痛、肿胀不适，直至出现发烧、休克的迹象，

才转诊至海医一附院救治。经进一步检查，发

现患者贫血合并血小板减少，肝脾肿大，腹膜

后淋巴结异常增大，骨髓穿刺结果证实为非霍

奇金淋巴瘤。由于患者前期接受了放射检查以

及多种药物治疗，后期甚至会接受化疗，经与

家属多次沟通，最终决定对胎儿进行引产，但

面临的风险很大。

幸运的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完

成对胎儿的引产，并对孕产妇顺利进行了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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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诊医师田野（左二）为患者看诊。
（图片均由海医一附院供图）

中日友好医院专家田野（左二）和海
医一附院专家在进行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