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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门诊量近5000人的门诊大厅
“智慧厕所”分流，缓解如厕难

“桐柏路院区的日门诊量接近
5000人。在就诊区域内，让患者快
速找到可以使用的厕所是我们建
设‘智慧厕所’的初衷。”郑州大学
附属郑州中心医院总务科科长王
建明说，自今年10月起，该院在门
诊楼1楼等3处人流量大的区域开
放了3间“智慧厕所”。就诊患者通
过“找厕所”手机客户端或者微信
小程序，就可以像在智能停车场找
车位一样，迅速找到院内“智慧厕

所”的位置。
11 月 18 日，记者在该院门诊

楼一楼厕所外的电子屏上看到，电
子区域示意图上，清晰地标出男、
女卫生间内每个厕位的分布和使
用情况。

“每个厕位门上都安装了指示
灯，红色是被占用、绿色是空置。”
王建明补充道，电子屏显示位置仅
是第一步，厕所内温度、湿度、氨气
硫化氢浓度、光照、水量、空调等数
据在屏幕上一目了然。

“利用气体传感器等设备对厕
所进行实时监测。”这间厕所的建

设方、中信医疗运营总监张大伟
说，相关数据亮黄灯时，“智慧厕
所”数据后台会收到报告，相关保
洁员就会及时处理。“厕所引入的
新风系统等，还能有效保障厕所环
境卫生。”

记者注意到，这间 1 个小时
300余次使用量的厕所不仅没有任
何异味，还有清新的花香；厕所内
的洗手台旁放置有干湿分离垃圾
桶，并配置感应式水龙头、洗手液、
干手纸；无障碍卫生间还有婴儿护
理台、紧急呼叫报警设施。

“院内厕所是班子成员分片包
干，每天都要转转看看。”王建明
说，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对
人流量大、使用频次高的厕所进行
分片包干，根据如厕人流等，将院
内 141 间厕所分为 3 个层级，并为
一级厕所配备专职保洁员。

老楼里的厕所改装升级
脏乱差、老小破问题解决了

与打造“智慧厕所”这一现代
化“黑科技”不同，位于老城区中
心、门诊楼建筑年代久远、厕所面
积小、蹲位少的郑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则面临着厕所升级挑战。

“来院就诊的多是老年患者。
时间、空间、地域等都给厕所改造
造成压力。”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总务科科长杨素玲说，按照全市
医疗机构“为民服务解难题”的要
求，该院以厕所升级改造为抓手，

先试先行，自 2018 年起整体规划
布局的厕所改装升级，改善了就
医环境。

“每个厕所都装有自动喷香
机，每20分钟喷一次。”杨素玲说，

“我们医院为每间厕所都配备了保
洁车。消毒剂、玻璃清洁剂等清洁
用品的规范、定时使用，保证了厕
所环境洁净。2018 年，医院投资
300 万元对 57 个老旧厕所进行彻
底改造。全部更换主下水管道，安
装排风防臭设施。每个卫生间有
专门保洁员填写保洁日志，每栋楼
设有负责人，专人每天进行抽查。”

11 月 18 日上午，谈及对郑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厕所改造的感受，
正在神经内科一病区办理出院手
续的卓女士这样评价：“现在，医院
的厕所赛过三星级酒店。”

2017年，卓女士因病在该病区
住院。当时，厕所空间小、光线暗、
异味大，设施不全；现在，厕所面积
比原来增加了一倍，南北通透。

“软硬件都上去了，比原来好
多啦！”卓女士说。

“厕所革命”将覆盖全城
旨在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实际上，郑州市医疗机构探索
的厕所升级改造，并不只发生在几
家医院、几间厕所内。2019 年年
初，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开启了“厕
所革命”，成立医疗卫生机构卫生
间管理提升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在

2019年年底之前，全市医疗机构全
部达到《郑州市医疗卫生机构达标
卫生间规范》标准，20%达到《郑州
市医疗卫生机构示范卫生间规范》
标准，并利用两三年时间全部达到
示范卫生间规范标准。

来自郑州市卫生健康委的统
计数字显示，通过提升，该委直属
医疗卫生机构自查上报的998个公
共卫生间中，有954个卫生间达到
标准，占比 95.59%。其中，达到示
范标准的卫生间有224个，达到达
标标准的卫生间有730个。

不仅如此，不少医疗机构还在
厕所升级改造过程中运用了不少

“自选动作”，讲出了“小厕所”里的
“大民生”。

在距离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烧伤科急诊最近的厕所内，院方合
理利用空间，设置了一个烧伤患者
创面冲洗处，以满足急诊烧伤患者
的不时之需。

同样选择打造“智慧厕所”的
郑州人民医院除了利用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优化厕所
管理和服务之外，还在“智慧厕所”
内安装了高铁规格的烟雾报警系
统，可以实时监控控烟死角，有效
践行“无烟医院”的承诺。

“医院改厕是民生大事；吃喝
拉撒、衣食住行，都是老百姓关心
的事情。”在郑州人民医院，陪老伴
儿就诊的郑州市民刘先生不住地
为“厕所革命”点赞。

郑州：医疗机构如何解决“小厕所”里的“大民生”
本报记者 刘 旸

厕所门前排起长龙、蹲位附近污水外溢、着急如厕没
带纸、洗手台前没有洗手液……在城市大型医疗机构就
诊，您是否遭遇这样的尴尬？今年4月1日，河南开展医
疗卫生机构厕所整洁专项行动，并启动“患者满意提升工
程”和医疗卫生机构厕所整洁专项行动。依据《河南省医
疗系统实施“患者满意提升工程”工作方案（2018~2020
年）》要求，河南各地继续整治医疗卫生机构厕所；各地卫
生健康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统筹协调医疗卫生机构厕
所整洁专项行动；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将厕所整洁作
为本单位重点工作予以推进，按照“数量充足、方便可及、
干净整洁、管护有序”的要求，加强资源投入，持续深入开
展环境整治，规范日常卫生保洁管理，有效改善医疗卫生
机构厕所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的就医体验。在11月19日
世界厕所日前夕，记者走进郑州市的多家医疗机构，看看
那里是如何解决“小厕所”里的“大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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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洛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河南省正骨
研究院控股的中药制药公司。根据工作需要，现面向全国招聘公司总经理1名。报名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12月6日17时，条件如下：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团队协作
精神，熟悉医药行业市场、医药行业政策法规，身体健康；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年龄为
35~59周岁，年龄45周岁以上的或条件卓越的可放宽至中专以上学历；在药品生产、销售行
业工作满10年以上；5年以上大型医药企业经营管理、医疗行业单位中层以上岗位任职经
验，或在医药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岗位任职3年以上；具有药品品牌塑造或药品营销的成
功案例；同意公司拟定的聘用合同，同意公司拟定的考核方案。薪酬待遇由基本薪酬（岗位
工资）+风险年薪+奖励年薪+社保福利构成。

有意者请致电有意者请致电：（：（03790379））6378922563789225 1352591578913525915789（（张女士张女士））
详情可点击详情可点击：：http://www.lyzhenggu.cn/ http://www.hnslzzyc.com/http://www.lyzhenggu.cn/ http://www.hnslzzyc.com/

郑大一附院

实现我国医院类国家

优质工程金奖“零”的突破

中国抗癌药首次在美国批准上市

AI赋能病理医师
本报记者 常 娟 通讯员 谢宗阳 毕春晓

河南在全国首届地方病防治
大赛中荣获团体一等奖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通讯
员林艳丽）在日前举行的 2019 年
全国地方病防治技术竞赛上，河
南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奖。

11 月 13~14 日，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疾控局主办、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承
办的 2019 年全国地方病防治技
术竞赛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
行。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96 名选手参加了竞赛。本次竞
赛是我国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地
方病防治技术竞赛，按照地方病
病种，共分为碘缺乏病和水源性
高碘、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砷
中毒、大骨节病和克山病 5 个单
元。以 省 为 单 位 ，各 省 结 合 实
际选择 3 个单元参赛，每个单元
推荐一名选手参赛。比赛内容包
括基础理论知识、实验室检验、临
床诊断技能等。经过激烈角逐，河

南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奖，焦作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堂赟荣获碘
缺乏病防治组二等奖，许昌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王艳荣获氟骨症
防治组二等奖，周口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陈飞荣获大骨节病防治
组三等奖。受国家卫生健康委疾
控局委托，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疾控处在本次竞赛总结会上做
经验交流。

近年来，河南持续加强地方

病防治能力建设。2014年，原省卫
生计生委借助疾控岗位大练兵活
动，联合省总工会举办全省地方病
防治技能大赛，中牟县防疫站刘宁
荣获全省五一劳动奖章，49名同志
荣获一等奖、二等奖，并被原省卫
生计生委和省教科文卫体工会联
合授予“全省疾控工作技能标兵”

“全省疾控工作技术能手”称号；
2016 年、2019 年，省卫生健康委借
助疾控人才培养“534”计划、疾

控能力提升工程，两次联合四川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举办地方病专业技
术培训班，有效提升省、市、县三
级地方病防治专业能力，为落实
国家及河南省地方病防治专项
三年行动方案，全面消除地方病
危害打下坚实基础。河南疾控
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多次受到国
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的肯定和
表扬。

本报讯（记者常 娟 通讯员
李 靓）两天集中培训，3天7个亚专
业分会场同时进行培训……11 月
9~13日，在2019年河南省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骨干师资培训班上，全
省31家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基地和 65 家“3+2”助理全科医生
培训基地的900余名骨干师资参加
培训。

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
作自2014 年起步以来，管理体系、
政策体系、标准体系已基本建成，
在住培制度建设方面虽取得显著
成绩，但在质量建设方面仍处于爬
坡过坎的起步阶段，我省的情况也
是如此。对此，中国医师协会副会
长齐学进在培训班上以“瞄准问
题、聚焦难点、持续改进、全面提升
住培质量”为题做报告。他说，推
进住培质量建设包括五大举措：在
管理上，以六大核心胜任力为导
向，明目标、正理念、强体系、建机
制；在教学上，以全面提升临床带
教能力为重点，建立一支乐教会教
的带教队伍；在考核上，以临床核
心胜任力评价为重点，强化结果反
馈，促进临床能力提高；在评估上，
要以质量建设为导向，走专业化、
常态化、信息化之路；在平台建设上，以“三统一”为抓手，
统平台、强功能、精监管。质量是多因一果，改进须综合施
策，只有把住培作为医院的基因改造工程，形成文化，医教
相融，全员参与，持续改进，才能获得带教质量与医疗质量

“双提升”。
本次培训历时5天，内科、外科、全科医学科、急诊科、

骨科、放射科、超声医学科等7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
分别邀请省内外相应专业基地知名专家，以专业基地建
设、评估指标解读及评估相关问题分析、专业基地带教方
法与技巧、临床思维训练方法、工作坊、实地观摩、经验交
流等为主要内容开展培训与学习。学习结束后，参与培训
的人员紧接着进行一个月的自学，之后进行结业考核，合
格者发放师资培训证书。

此次是我省第三年举办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骨干师
资培训班。截至目前，全省共有2500余名师资参与骨干师
资培训，为我省建立一支带教规范、责任心强、岗位胜任力
强的师资队伍提供了有力保障，进一步促进我省的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工作。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通讯
员常 榕）11 月 15 日，百济神州抗
癌药 BRUKINSA™（泽布替尼）的
上市申请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FDA）批准，用于治疗既往接受
过至少一项疗法的套细胞淋巴瘤
（MCL）患者。这标志着泽布替尼
成为迄今为止第一款完全由中国
自主研发、获FDA批准上市的抗癌
新药，实现了中国原研新药“出海”

“零”的突破。
此次获批新药主要基于一项

在中国完成的、由北京大学肿瘤医
院牵头、河南省肿瘤医院等全国13
家中心联合进行的治疗复发或难
治性套细胞淋巴瘤临床试验（简称
206项目）。

淋巴瘤是一组起源于淋巴造
血系统的恶性肿瘤的统称，是全
球范围内发病率增速较快的恶

性肿瘤之一。在目前已知的淋
巴瘤 70 多个亚型中，套细胞淋巴
瘤的侵袭性较强，占所有淋巴瘤
的 5%~8%，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
处于疾病晚期，面临着治疗手段
有限、预后不良的困境。

据药品研发人员介绍，疾病复
发、难治是套细胞淋巴瘤治疗难
题。泽布替尼的设计旨在最大化
靶向占有率，同时避免脱靶结合，

让癌症患者获得更安全、更可靠的
疗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套细胞淋巴瘤发病率低，试验
入组条件要求严格。该项目自
2017 年 5 月在河南省肿瘤医院启
动以来，在项目主要研究者（PI）、
血液科主任医师周可树研究团队
的不懈努力下，在不到4个月的时
间内，共筛选18例受试者，成功入
组14例，以高速度、高质量协助全

国提前完成入组，入组量排名全国
第二，为该研究做出重要贡献。鉴
于临床试验项目的重要性及河南
省肿瘤医院的入组数量较多，该院
作为中国区两家待查中心之一，接
受了 FDA 核查。在为期 3 天半的
核查过程中，FDA核查员对医院项
目流程管理、文件记录、药房管理
及研究团队的严谨工作作风表示
赞赏。最终，本次核查顺利通过。

本报讯（记者史 尧 通讯员曹 咏）日前，2018~2019
年度第二批国家优质工程奖入选工程名单正式公布，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郑大一附院）郑东新区医院
建设工程荣获本年度的“国家优质工程金奖”，这是全国医
院类建设工程项目的首个“国家优质工程金奖”，也是本次
仅有的2个综合体类项目之一，实现了我国医院类建设工
程项目“零”的突破，同时实现了河南推荐的民建工程项目
国优金奖“零”的突破。

据了解，郑大一附院郑东新区医院项目总建筑面积
52.47万平方米，是河南省重大民生工程。工程设计引入
村、街理念，科学划分为7个功能区，实现地上及地下空间
贯通、院内与院外交通连通，既方便引导患者有序就诊，又
贡献大量开放空间；构建宽阔门诊广场+巨大中心花园+多
组院内疗愈花园“1+1+N”绿色空间布局，实现绿色景观贯
穿整个院区，做到花园医院、城市花园的有机融合，荣获

“中施协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水平评价”一等奖。
据郑大一附院副院长、郑东新区医院建设项目负责人

闫新郑介绍，该项目创造了国内医院类工程一次性开工建
设之最，自主创新了以“三个首创”为代表的新型技术6项，
既解决了工程建设难题，又创造了精品工程。首创钢筋混
凝土拱架梁与叠合箱组合施工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首创低温合拢后浇带及模拟温度作用分析等技术，有效解
决了混凝土裂缝难题，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行业首创医
院类洁净用房和辐射房间的关键建造技术，为以后此类大
型综合医院类工程施工提供了科学借鉴。

央视节目《机智过人》有一场
景，一名基层医生借助智能机器
人（AI）和 10 名国内资深病理医
生同台竞技，判断30张宫颈细胞
样本，检验人工智能的筛查能
力。现场结果表明，在同等时间
内，通过机器人的帮助，基层医生
给出了与资深病理医生完全一致
的诊断结果。

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减轻了
病理医生的工作量，但因此坊间
也有“病理医生即将被人工智能
取代”的传言。果真如此吗？

11 月 14~17 日，中华医学会
病理学分会第二十五次学术会议
暨第九届中国病理年会在郑州召
开。针对这一病理医生关注的话
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临
床医学院院长董家鸿院士团队的
总工程师黎成权回答：“人工智能
不能取代病理医生，它将作为助
手，沉淀病理医生的智慧，减少漏
诊和误诊问题。”

病理诊断是医生判断患者是
否患有肿瘤，以及肿瘤良性恶性
的必要步骤和依据，病理医生又

被称为“医生中的医生”“生命的
法官”，其在医学中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而由于培养周期长、工作
风险大、劳动报酬低等原因，造成
病理医生缺口大。

据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
任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理
科教授步宏介绍，2019年，全国病
理专业从业人员共计 31511 人，
其中病理医生17624人。以每百
张床位配备一两名病理医生的标
准计算，缺口为4万~9万人。

如何弥补？远程病理会诊、

人工智能是不错的方式。黎成权
介绍说，目前，市场上有不少公司
研发出机器学习系统，可以通过
计算机视觉技术对医学影像进行
快速读片和智能诊断。这些智能
病理产品涵盖细胞病理、分子病
理、组织病理和免疫组化的数字
病理的全产品链条，能够辅助医
生进行精确的病灶区域定位，有
效减少漏诊、误诊问题，比如《机
智过人》中的智能机器人。

除了人工智能，一些医院也
在探索远程病理会诊解决基层医

疗机构病理医师短缺问题。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 2017 年牵
头成立了河南省病理专科联盟，
吸引全省 156 家医疗机构参与，
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技术支
持、业务拓展等方面建立协作关
系，提升了基层医疗机构病理学
科整体发展及综合能力，尤其是
在远程病理会诊上。

据该院院长刘章锁介绍，
2018年，该院实现院际病理会诊
1.5万例，远程病理会诊9000例，
有效推动了基层医院病理检测服

务的规范性，提高了准确度。
河南省人民医院也于同年牵

手全省 196 家医疗机构，成立了
互联智慧病理学科联盟。自2016
年以来，该院病理科开展远程病
理会诊近 5 万例，成为全国远程
病理会诊数量最多的医院。

除了河南，全国其他省市也
在积极建设数字病理远程会诊网
络，以提升基层病理的诊断能
力。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专门
成立了数字病理与人工智能学
组，并于今年 1 月召开了第一次
会议，开展了推动宫颈癌脱落细
胞学人工智能筛查相关工作。

步宏说：“中国病理学科现在
需要很多优秀的病理医生，病理
医生可能会是人类较晚失业的一
个职业。对于人工智能，病理医

生应该拥抱它，而不能抵触。不
是机器来了，人就准备失业了，一
定是人变聪明了，机器才能聪明，
这本身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
程。病理医生要善于利用机器改
善自己，减轻自己的劳动强度。
病理学是一个需要发展的行业，
不是一个即将被机器取代的行
业。”

本次大会由中华医学会、中
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办，河南
省医学会、河南省医学会病理学
分会承办，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国际病理学会中国分会等协
办。和以往的年会相比，本次大
会增加了国际交流专场、网络与
数字病理、人工智能、尸体解剖、
病理科教学与学科建设、病理科
质控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