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坤
手术中，AI帮助医生规划

手术路径；慢病患者利用可穿
戴设备，慢病管理从大医院下
放到基层、延伸至院外……近
年来，数字医疗在福建健康领
域多点开花，不仅让疑难杂症
得到精准解决，也助推优质医
疗下沉，进而缓解医疗资源不
均现状，不断提升老百姓就医
的获得感。

数字智能化外科
让手术更精准

“十年求医路，千言万

语汇成一句话——感谢宋

医生和您的团队！”近日，一

位龙岩的患儿小华的妈妈

在随访群里，给福建医科大

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副主任医师宋施委留言。

4 岁时，小华被诊断为

癫 痫 ，治 疗 效 果 不 佳 。 最

后，他们找到宋施委，小华

被诊断为难治型癫痫。

过去，难治型癫痫的病

人手术一般要开颅，要切除

脑组织。由于小华的病灶

位置靠近运动区，一不小心

就会大出血甚至瘫痪，宋施

委决定利用脑外科神经导

航机器人为小华手术。

术前，医生将病人的多

模态数据输入 AI分析软件，

形成“植入计划”。术中，医

生在机器人的辅助定位下，

在小华脑壳上打开一个直

径 2厘米的孔，将数个 0.8毫

米的电极精准植入癫痫灶

上。仅 1 次手术，小华从曾

经一个晚上癫痫不停发作，

到现在能安稳睡一整晚。

2018年，宋施委团队在

我省率先开展国产机器人

辅助下微创介入损毁致痫

灶手术，至今有 200 多位难

治型癫痫患者因此获益。

“未来的外科一定是数

字智能化的外科！”宋施委

告诉记者，数字智能辅助，

不仅让手术不断突破手术

禁区，越来越多的患者在日

常诊疗中不断受益。

今年，福医协和医院、

福建省肿瘤医院的医生先

后利用 AI赋能介入诊疗，借

助机器人导航系统，完成了

省内首例肺部结节微波消

融、经皮肺肿物穿刺活检。

不久前，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口腔医院种植科陈江教

授团队完成了福建省首例机

器人种植牙手术。机器人通

过医生术前设定的各项指

令，精准地完成种植体植入，

最大程度实现微创种植。

陈江说，有了数字化种

植技术的加持，医生的种植

牙 过 程 已 从 过 去“ 了 然 于

心”变成了“历历在目”，这

也是外科发展的大趋势。

互联网+物联网
助力基层慢病管理
一直以来，基层医疗存

在 诊 疗 水 平 不 高 、人 员 不

足、健康数据孤岛等问题。

如何让基层患者也享受到

数字医疗的红利？

关键在于，基层医院

和大医院之间信息与数据

的互联互通。

近日，福州市马尾区医院

的医生就拥有了一件“称手”

的工具——全球首台基于互

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可远程

监控自动腹膜透析系统。

有 了 该 系 统 的“ 加

持”，尿毒症病人就能在居

家睡觉时自动进行腹透，

医院能第一时间接收到病

人的各种数值，如有异常，

及时向患者发出提醒，主

动为患者提供医疗保障。

此外，马尾区医院也挂

牌成为由福建省立医院牵头

成立的福建省数字化自动腹

膜透析专科联盟单位之一。

病人若出现小毛病，可

就近在基层医院做检查、调

整处方；若病情相对复杂，

联盟单位则会帮助患者通

过绿色通道转至上级医院

进行专科诊治。

据介绍，在福建，该系

统已在福州、厦门、泉州等

地的医院投用，使 600 余位

尿毒症患者实现了居家安

全腹透。

近年来，基层的医疗机

构一直在探索利用物联网

管理慢病新路径。

2020年开始，福州市台

江区探索实施“智慧公卫+

医疗”，家庭医生给高血压

患者开出的“处方”，包括一

款智能可穿戴设备——此

设备可实现测量提醒、数据

上传等功能。一旦监测到

佩戴者太久未测量血压，或

血压达危急值，后台会立刻

致电居民，同时发短信给居

民的签约医生，及时干预。

在泉州石狮市湖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通过

电子血糖仪监测血糖情况，

当血糖太高或者太低，家庭

医生会收到危急值报警短

信，第一时间联系病人。

“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应

用，助力医生对慢病患者进

行主动干预和精准管理。”湖

滨中心主任吴晖南说。

近十年，福州东泽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少

文一直在推动可远程监控

自动腹膜透析系统落地基

层 。 周 少 文 说 ，利 用 互 联

网+物联网技术，不仅打破

了基层医院与上级医院的

界限，也将慢病管理延伸至

院外，这也将推动基层医院

向健康管理与防治的转变。

5G传输
推动医疗同质化
在疾病的诊疗过程中，

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并掌握

医学发展前沿的专家最为

关键，同时也是稀缺资源。

如今，5G、AI 等数字技术，

可以让专家价值叠加，为医

疗的高效化、同质化、优质

化按下“加速键”。

今年 3 月，在福州高新

区举行的福建心脏重症医

学 专 科 联 盟（以 下 简 称 联

盟）成立大会，通过大屏幕，

看到了一位远在省立医院

的重症病人，靠的就是一

台 5G移动远程诊疗车。

画面有多高清？患者肤

色、舌相等色泽被高度还原，

哪怕面部的小小出血点都能

被清晰看见。这让远程床旁

会诊趋近于真实会诊。

据了解，联盟成员单

位上达国家和省级层面的

专家，下达省内 52 家医疗

机构。从构成上看，既有

省属和各地三级医院，也

涵盖县级医院和部分基层

卫生院，将进一步推进分级

诊疗的落实。

这让医生对学科的发

展充满期待。

厦门市第三医院是联

盟的副主席单位，副院长吴

彬说：“过去，VA-ECMO、

左 心 辅 助 、心 脏 移 植 等 技

术，大多是在省级大型三甲

医院开展，通过联盟内专家

的指导，这些治疗手段有机

会在更多医院开展。”

历经六年研发，日前，

研发团队已与福州高新区

签署意向转化协议，有望大

批量生产并在基层医院普

及 。 专 利 发 明 人 、联 盟 主

席、福建省立医院重症医学

四科林风辉教授十分感慨：

“ 让 数 字 医 疗 真 正 落 到 实

处，充分发挥有限的高水平

专 家 资 源 ，推 动 医 疗 同 质

化，这离不开政府、医疗机

构、数字创新型企业等多方

的支持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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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数字医疗优势
健康福建注入新动能

患者利用可远程监控自动腹

膜透析系统实现居家自动腹透

宋施委宋施委（（左左））利用脑外科神经导航机器人手术利用脑外科神经导航机器人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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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数字化东风
迎发展新机遇
在福建，智慧医疗已涉

及急诊救治、远程诊断、健
康管理、医院管理、中医诊
疗等多个方向，不仅让医学

“向高向强”，也让医疗资源
覆盖得更广，缓解了优质医
疗资源不平衡问题。

多位专家提及，目前
智慧医疗的发展存在多方
面的挑战：

一是人工智能技术的
应用问题。如何保证人工
智能的精准度和专业性，以
及与医生的协同配合等问
题，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医生的学习需打破固有
的行业认知与技术壁垒。

另一个挑战是数字化
转型的成本问题，数字化和
智能化医疗需要大量的投
资和技术支持，需要政府和
企业共同努力，为医疗行业
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此外，基层医院也要更
好地借助数字化的“东风”，
作为医院发展的引擎。这不
仅需要基层主动拥抱和积极
融入数字时代，更需要政策
支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助力医疗资源公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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