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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集骨干医生
成立急重症超声协作组

“急重症超声协作组”

于 2022年 1月成立，会聚了

医 院 重 要 科 室 的 骨 干 医

生。此前，包括 ICU 病房、

急诊科等在内的急重症科

室都是由超声医学科派出

人 员 完 成 床 旁 超 声 评 估

的。“如果出现同时几个科

室有急诊床旁超声需求或

者需要频繁的床旁超声动

态观察时，往往会出现时间

差。”市医院超声科主任杨

舒萍说。

急重症超声检查有多

重要？急重症超声协作组

组长陈明介绍，它能第一时

间帮助医生快速获取相关

病情信息，从而进行针对性

治疗。

面对 500 万人口，漳州

市医院对急危重症患者的抢

救成功率常年位于同行医院

前列，在这背后，前端的快速

病 情 评 估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陈明举例说，比如有个

不明原因呼吸困难的患者

被抬上了 120 急救车，经过

协作组超声培训的院前急

救医生可以使用“掌超”准

确判断是否气胸，同时，在

对气胸的范围和位置进行

超声评估后，还能即刻在“掌

超”设备的引导下进行游离

气体的抽吸甚至置管闭式引

流，让患者呼吸功能得以恢

复，挽救患者生命。

此外，还可以利用车载

超声设备迅速判断患者是

否存在胸腹腔活动性出血、

是否主动脉夹层等。还能

利用 5G 技术实现院前院内

对患者病情信息的实时同

步和远程会诊，将大大提升

了接诊救治效率。协作组

还将床旁介入超声技术融

入急重症患者的救治流程，

解决临床实际困难，开展了

包括心包填塞的穿刺置管

减压、感染性休克的脓肿穿

刺引流、重症胆道感染的置

管引流等在内的多项床旁

介入超声技术，取得了良好

的临床诊断治疗效果。

急重症超声检查
“听诊器化”至关重要

在 ICU 病 房 ，每 一 次

把病人院内转运，都可能

面临很大的风险。漳州市

医院内科重症 ICU 主任邱

陆阵对急重症超声协作组

的作用赞不绝口：“受到院

内转运的安全制约和排队

时间制约，CT 和磁共振检

查在急重症科室的使用受

到一定的限制。这时，床

旁 超 声 检 查 显 得 尤 为 重

要，而且超声检查提供的

参数，能提供完全不同的

治疗思路。“我一个晚上可

以对一个病人进行十几次

超声评估，实现动态管理，

效果太好了。”

在内科 ICU，记者看到

了跟手机一样大小的“掌上

超声”，掌超小巧便携，配一

台平板电脑，扫下来的图像

可以同步到超声科。由于

使用方便，掌超实现了邱陆

阵说的动态管理，随时掌握

重症病人的出血、脓肿、积

液、气胸……协作组帮助重

症 ICU实现了管理飞跃。

除了实现动态管理，还

实现了可视化管理，对于未

来的展望，邱陆阵和杨舒萍

希望通过设备改进，进一步

增加和完善急重症超声检

查项目，从而将更进一步实

现微型超声设备的“听诊器

化”使用。

杨舒萍说，能够实现这

一步，得益于这么多年漳州

市卫健委对智慧医疗的发

展高度重视，漳州市医院业

务水平的不断提升，也得益

于科技进步，使超声设备更

加小型更加便宜。

知行合一，
提升管理水平

在国外，超声扫描检查

工作由各科室的临床医生

执行，而中国医院则有专门

的超声科。在国内外急重

症超声应用日趋临床化的

背景下，该项目的技术培

训、质控管理和设备维护显

得尤为重要。

陈明说，目前模式下，

大部分医院的急重症科室

医生都是通过本学科上级

医生的言传身教完成超声

技术的学习，缺乏超声医

学专业医生的系统带教，

存在较高的漏诊、误诊风

险。比如在超声科“你看

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一定

要去伪存真，比如在膈肌

上 看 到 一 个 像 肝 脏 的 回

声，临床医生可能会觉得

是肺实变或肺部脏，但超

声 科 医 生 就 知 道 这 是 伪

像，是肝脏的镜面投影，不

是一个实性的结构。

协作组成立后，制定了

《急重症超声培训手册》，针

对急重症科室临床医生超

声技术培训、考核、质控的

规范流程，为该项技术在急

重症救治领域更安全、更高

效的应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创造了新的契机。

每一次优化管理，都得

益于漳州市医院领导班子

精益求精的管理精神。

上 星 期 周 末 的 9 月 3

日，漳州市医院连续第三年

举办“医院管理高峰论坛”，

邀请国内高水平专家学者

院长论剑医院管理，有力地

推进和提高了医院管理水

平。漳州市医院院长蔡铭

智在论坛中作专题演讲时

强调要“打破职能科室间的

壁垒，建立多部门协同管理

机制；全院一盘棋，把质量

贯穿到医疗服务全过程。”

知行合一，在漳州市医

院领导班子大力支持下，

2022 年 1 月，多学科携手合

作的急重症超声协作组因

应而生。不仅如此，在漳州

市卫健委的牵头和支持下，

协作组成员还扩展到了漳

州市 120 急救中心的医生

以及县城医院的一些急救

医生，使得超声协作组工作

模式覆盖到了整个漳州地

区。

相信这一基于急重症

超声技术的创新性多学科

合作模式，将为漳州市医院

急危重症救治综合能力的

提高带来新的机遇。

陈明介绍，自急重症超

声协作组成立以来，在培训

和协作实践中不断摸索，充

分利用医院信息化建设的

优势，取得良好的协作效

果；同时，注重加强超声医

学科与急重症科室间的合

作交流，着力推动漳州市医

院与县市急救中心 5G 超声

远程协同会诊系统的构建

及相关急重症医护人员超

声技能的培训，为提升区域

急重症救治体系的协作效

率及漳州市医院在全市范

围的影响力添砖加瓦，也为

助力漳州市医院重症管理

同质化建设迈出坚实的一

步。

（游章友 吴超 黄才耀）

漳州市优化医院管理，成立急重症超声协作组：

像听诊器一样便捷地使用超声设备
漳州市是一个拥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而且地域宽广，最偏远的县城到漳州市区驾车需要2个半小时。
近年来，漳州市委市政府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重要位置，突出“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加快推进健康漳州建设，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优化医疗服务流程，大大缩短群众就医就诊检查时间。
在漳州市卫健委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漳州市医院在互联网+医疗健康和5G+智慧急救上作了积极探索和实践，

特别是成立“急重症超声协作组”，在高质量优化医院管理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为守护全市人民健康作出了贡献。
今年初，由70多人组成的漳州市医院“急重症超声协作组”成立，这是漳州市医院优化医院管理方面的独创，再次

为人口大市筑起了一道健康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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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舒萍对急救协同远
程超声图像传输系统进行
测试

急救中心医生进行
超声引导下静脉穿刺模
拟练习

展示无线远程掌上超声

蔡铭智院长为协作组成立和培训班开班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