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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李慧紫 通讯员杜谨宇）2月
13日，2025年全市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召开。据悉，
我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2.92个百分点，达到
41.71%。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实现双降，人
均期望寿命达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群众健康福祉持
续增进。生命健康产业聚链成势，产业规模能级实
现新跨越。

扩增100项检查检验互认项目

为不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2024年，武汉市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平台已正式上线，实现279家医疗
机构检验检查结果互联互通互认，患者在一家医院
完成的医学检查检验结果，只要诊断报告单上有“武
汉HR（互认）”“鄂HR”等互认标识，且检查检验的
时间、技术规范满足临床诊疗需求，就能在多家医院
实现共享互认，省时、省力、省钱。

据了解，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数字化改革节约
就医时间超361万小时、人均住院费用同比下降
6%。

今年，武汉将不断推动解决群众“看病繁”问题，
推进就医智能化、流程便捷化、服务人性化。推广市
中心医院杨春湖院区“智慧医院”模式，推进16家医
院数智化病理科建设。扩增全市医疗机构检查互认
项目60项、检验互认项目40项，实现二级以上公立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推进预约诊疗、双向
转诊、电子处方流转等智慧就医场景应用，探索互联

网总医院建设。完成慢性病筛查、托育服务等民生
实事项目。

启动建设国际医疗创新高地

武汉市主动融入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卫生健康科技创新成果斐然。

2024年，武汉市举办首届武汉市卫生健康科创
大赛，推动医疗科创成果落地转化。一批医工交叉
科创成果取得突破，全球首创经皮介入手术机器人
入选武汉市年度十大科技创新产品，人体肺部多核
磁共振成像系统、微创心肌旋切手术系统为解决世
界性医学难题提供方案。9个产品进入全省首台
（套）高端医疗装备示范应用名单，6家企业入选国家
健康企业优秀案例。

同年，武汉市启动建设国际医疗创新高地，遴选
培育一批核心医疗技术，实施36个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建设项目，武汉地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及建设项
目达到158个，省市共建14个专业省级区域医疗中
心。

今年，武汉将加速医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推
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推进生命健
康产业突破性发展方面，武汉将加速推进创新药
物和高端医疗设备临床应用，支持我市高端创新
产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创新链、供应链、生态
链。此外，还将支持举办第七届世界大健康博览
会。

1855个家庭医生团队护健康

2024年以来，我市基层健康服务能力显著提
升，新增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家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按二级医院标准新改扩建，81名大学生乡村医
生统一纳入乡镇卫生院岗位管理，江夏等区加强9
个医共体建设，远程诊断与专家下派成果显著。
1855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居民220.27万人，签约服
务覆盖率较上年提高5.5个百分点。全市新增16个
急救站点，总数达142个，形成水陆空立体急救格
局。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进展，建成29家标杆
中医馆和172家达标中医阁，新增2个省级非遗项
目。生育支持政策持续优化，武汉出台全国副省级
城市首部托育地方性法规，8个区级托育中心投用，
妇幼健康惠民项目服务近130万人次。老龄健康服
务优化，多机构纳入试点，江汉区获评全国医养结合
示范区。

今年，武汉将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服务，提升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落实大学生乡村医生纳
入岗位管理、村卫生室动态纳入医保定点。大力推
进中医药创新，建设特色中医名城。聚焦“一老一
小”，深入推进医养结合，推广医养结合数据大模
型。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多元托育模
式。加强儿童健康管理，完善出生缺陷防治网络，
开展免费筛查项目。

武汉晚报讯（记者刘璇 通讯员郑梦露 蒋
思 丁秀敏）“换遍了药膏，但都没有效果！”101
岁的徐奶奶突然全身起水疱，皮肤大面积发红溃
烂，轻轻一碰就破皮。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诊断
为红斑落叶型天疱疮，经过及时规范的治疗和悉
心护理，仅用6天老人就康复出院了。“没想到这
么快就恢复了，太感谢你们了！”2月13日，接徐
奶奶出院时，家属连声向皮肤科医护团队致谢。

徐奶奶年逾百岁，平日里身体状况颇佳。1
月初，她发现自己的身上突然大面积起红疹，瘙
痒难忍，轻轻一碰就破皮，皮肤发红溃烂，整日寝
食难安。家人以为只是普通的皮肤问题，自行买
了皮炎药膏给老人涂抹，换了好多种，一个月过
去，徐奶奶的病情丝毫没有好转。2月8日，家属
带着老人找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皮肤科寻求帮
助。

皮肤科主任陈宏翔仔细查看了老人的皮损
情况后，当即将她收治入院，并开出了皮肤活检、
皮肤直接免疫荧光、天疱疮抗体等一系列检查。
住院次日，徐奶奶确诊为红斑性天疱疮。医护团
队为她制定了一套规范科学的治疗方案。

每天，医护人员轮流密切关注老人的治疗反
应和身体状况，为她进行专科护理换药，耐心地
指导家属正确使用外用药，很快老人的病情就控
制住了。“医生和护士每天都要来看好几次，特别
细心，这让我们的心里踏实了不少。”家属感激地
说。

“红斑落叶型天疱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
病，是由于患者自身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皮肤和
黏膜中的桥粒芯糖蛋白等成分，导致角质形成细
胞间连接破坏所致，在皮肤上形成水疱和大疱。”
陈宏翔表示，这种皮肤病预后相对较好，尤其是
早期诊断、规范治疗的患者。部分患者可在数年
内缓解，甚至停药后长期不复发。但是如果治疗
不及时或不规范，也可能因感染、多器官功能衰
竭等并发症危及生命。

陈宏翔提醒市民，皮肤科疾病很容易被人轻
视，认为只需涂外用药膏就能治疗，几乎所有人
在就医前都有自行用药史，尤其是老年人。殊不
知，也有很多致命性皮肤病。在发病早期，要及
时寻求医生的帮助，最好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进
行规范治疗，避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导致病情延
误，以及因错误用药导致病情加重。

武汉晚报讯（记者罗兰 通讯员陈有为）孕24周
出生、体重仅650克、皮肤薄如蝉翼、血管细如发丝，
身长刚刚超过成年人的一个巴掌，经过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医护人员90天的全力
救治，这名“巴掌宝宝”闯过重重关卡顺利出院，创造
了生命奇迹，也刷新了协和医院最小胎龄早产儿救
治纪录。2月11日，出生满100天的宝宝体重正常、
发育良好，孩子父母特意来院表达诚挚谢意。

30岁的吴琳（化名）是武汉的一名家庭主妇，2024
年喜怀二胎。去年10月，吴女士孕22周左右时，因先
兆早产、感染等原因来到协和医院产科保胎治疗。在产
科朱剑文教授的帮助下，吴女士坚持到孕24周，不料这
时她突然出现胎盘大面积早剥，无法继续妊娠，产科朱
教授团队迅速帮吴女士成功诞下“龙宝宝”，小名超超。

一般来说，胎龄未满28周的宝宝称为超早产宝
宝，体重低于1000克的又称为超低出生体重宝宝，
救治难度比早产宝宝更高，他们出生时体温调节中
枢、神经、呼吸、消化等重要脏器系统发育不成熟，出
生后将面临重重险阻。“对于超早产低体重宝宝，每
一项操作和处理都必须精细化，不容有任何闪失，特
别是出生体重只有650克的超超，每走一步都是在
与死神赛跑！”新儿科刘亚兰教授介绍。

2024年10月30日，超超一出生就转入新生儿
科重症监护室，由刘亚兰教授团队负责监护。通过模
拟妈妈子宫的环境，降低周围声音、光线影响，让宝宝
在保温箱内快速安全生长。入科时，超超身高只有
24厘米，皮肤如胶冻般泛红，胳膊比成人手指还要

细，皮肤薄如纸，血管纤细，器官发育极不成熟，生命
体征微弱，无法自主呼吸。团队采用逐步降级氧疗方
式，由有创呼吸机至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再到高流
量给氧、空气混合给氧，帮助他顺利闯过了“呼吸关”。

更为艰难的是，为提供新生儿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
养，护士需要在宝宝细如发丝的血管上完成PICC置管
穿刺，打通“生命通道”。每天喂养也必须精细到克，根
据孩子的体重和健康状况，从0.5毫升、1毫升、2毫升慢
慢往上加。在刘亚兰教授、刘定医生、何娇护士长及全
体医护团队等“临时爸妈”的悉心照顾下，超超也非常
给力，接连闯过呼吸关、营养关、感染关三大难关。

“宝宝能够活下来，对全家人来说是一个奇迹，
一切得益于新生儿科医护的精心治疗与照顾！”吴女
士感激道。2月1日，住院90天后，体重增至2200
克的超超转入母婴同室，重回妈妈的怀抱。

协和医院儿科主任王琳教授介绍，该院屡创救活
“巴掌宝宝”的生命奇迹。2021年，协和医院新生儿
科成功救治了一名胎龄27周体重630克的早产宝
宝“阿不”，目前“阿不”非常健康；2023年，胎龄26周、
体重仅550克的超早产宝宝也被成功救活。此次胎龄
24周的“巴掌宝宝”超超被成功救活且无严重并发
症，也刷新了协和医院最小胎龄早产宝宝救治纪录，
在全省也十分罕见。

据了解，协和医院新生儿救治中心集临床、科
研、教学为一体，病区设有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母婴
同室特需病房以及实验室，在新生儿心脏、肺脏、脑
部及免疫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协和医院新生儿科医护团队为“巴掌宝宝”当
起了临时爸妈。

新生儿科医护为宝宝模拟妈妈的子宫环境。

扩增检查检验互认项目100项
武汉发布2025健康“任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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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治疗悉心护理6天康复出院临时爸妈90天救回“巴掌宝宝”

协和医院屡创超早产儿救治生命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