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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疾病防控

□本报记者 陈坤
今年13岁的小冲，是个又高又壮的

男孩，1米73的个子，体重却高达97.5
公斤，平时喜欢吃零食，一到夏天就喜
欢拿冰饮料配饭。

不久前，家人发现小冲的脖子总
是黑黑的，和身上其他部位皮肤呈现
鲜明对比，以为是小冲“不爱干净”，盯
着他用肥皂加上湿毛巾反复擦洗，可
擦了几遍都擦不干净。

小冲的家人怀疑这是皮肤问题，带
着他来到皮肤科就诊。经医生活检后，
病理显示棘层细胞层数增加，细胞体
积增大，提示为黑棘皮病，建议他到内
分泌科就诊。

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儿
童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昕见到了
小冲：高高的个子，大大的腹围，走路
都有点不利索。

经测量，小冲的腹围有110厘米，
BMI（体质指数）高达32.57，空腹胰岛素
水平是正常值的3倍，还被查出有高血
压、高血脂、高尿酸血症、脂肪肝等代谢
综合征相关症状。

脖子上的一圈“黑领巾”，其实是黑
棘皮病，正是失控的胰岛素抵抗导致的。

方昕为小冲定制了个性化的减重
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饮食调整，联合
药物治疗，小冲颈部的色素沉着明显
减轻。

颈部、腋下、腹股沟处皮肤变黑
50%的肥胖患儿都有该症状
黑棘皮病是一种皮肤过度角化、增

厚、色素过度沉着及以乳头瘤样增生为
特征的皮肤病，主要表现为颈部、腋下与
腹股沟等处皮肤出现变黑暗沉、摸起来
粗糙。

“黑棘皮病可能与遗传、内分泌、药
物、肿瘤等因素有关。”方昕告诉记者，来
门诊就诊的肥胖患儿中，至少一半都存
在黑棘皮病。

平日里，儿童医学中心每月约接诊
3~5例黑棘皮病患儿，暑假患儿增多，每
月平均达十几例，以男性患儿居多。家
长常误以为是孩子不讲卫生，导致污垢
难以清洁，还有的家长专门带着孩子到
皮肤科就诊。

这些孩子往往有高胰岛素血症，已
经处于糖尿病前期。一般通过药物控
制，加上体重管理，血糖得到控制后，皮
肤的症状也会随之改善。

方昕提醒，对青少年肥胖患者
来说，黑棘皮病不仅仅是皮肤病变，
影响外貌，更是体内严重代谢紊乱
的标志。

家长平时要多关注，孩子身体发
出的信号，如发现孩子有颈部、腋下等
位置变黑的异常情况，应及时就医。

男孩脖子“洗不净” 竟患黑棘皮病

▲长汀县建立慢性病医防
管“三融合”机制，建设慢性病患
者一体化门诊，为患者提供诊
前、诊中、诊后一站式规范化医
防融合和城乡居民提供诊间签
约、健康管理、慢病随访等服务

（上接1版）
除了病友互助，当地乡镇卫

生院在常住人口 800 人以上的
行政村，延伸举办村级医疗服务
点，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至村
级。病友互助加上专业医疗的
模式，正是龙岩市乡村卫生一体
化管理的创新实践。

在医疗保障方面，村级服
务点执行乡镇卫生院报销标
准，将单日报销限额由村级卫
生所的 10 元/天（年封顶 100
元）提升至30元/天（年封顶300
元）。基层医疗服务人才则是
通过“乡聘村用”模式吸收原有
的乡村医生进入队伍。同时，
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也会轮流下
到村级医疗服务点开展服务。

“我们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得到了提升，同时规范了诊疗
行为，也减少了老百姓的就医
费用。”张冰琳说。

长汀县在慢病管理中建立
规范化服务链条，通过改造乡镇
卫生院诊疗流程，将传统就诊模
式升级为“诊前—诊中—诊后”
全流程服务。

张科长介绍，患者到院后，
首先在诊前区刷身份证登记，
公卫人员识别是否为高血压、
糖尿病、老年人、孕产妇及儿童
等重点人群，同步核查健康管
理落实情况，实现诊疗服务与
公共卫生的有效衔接。患者进
入诊中区，医生完成问诊，依据

患者具体病情，开具门诊处方
和运动处方等。

当乡镇卫生院接诊超出能
力范围的慢性病患者时，及时转
至县级医院进行急性期治疗。

患者诊后转回乡镇，当地
开展康复管理与定期随访；当
患者健康状况达到村级管理标
准时，则进一步下转至村卫生
室实施常态健康监测。

由此形成县级慢病管理中
心、乡镇慢病一体化门诊、村级
健康之家“三位一体”的慢病管
理圆环。确保患者在不同阶段
获得精准、连续的健康服务，让
慢性病管理真正扎根基层。

许兆锦说：“群众的常见病、
多发病大部分能够在县域内得
到有效治疗，体现了群众对本地
医疗服务的信赖，区域整合型医
疗服务体系成效凸显。”

7月8日上午，厦门市康复医院
举办同安总部启用仪式，仪式由该
院党支部书记李亚兰主持，厦门市
卫健委及下属卫生健康单位、同安
区人民政府、厦门市财政局、厦门市
医保局、西柯街道办事处、同安区卫
健局及下属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
等单位领导出席。

启用仪式上，厦门市康复医院院
长林永鸿介绍了医院20多年的发展
历程、七大特色康复板块（神经、骨
与关节、运动、中医、儿童、听力视
力、工伤）以及其他综合业务，并与
厦门市中医院签订了《技术托管框
架协议书》，与厦门市苏颂医院、第
三医院签订《医疗联合体协议》。

厦门市康复医院同安总部位于
通福路988-17号及988-6号，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10000多平方
米现代化住院空间，以“科技康复+人
文关怀”为设计理念，采用无障碍动
线规划，阳光康复锻炼空间、阳光病
房，将自然光线与风景引入室内，营
造出四季如春的疗愈环境，构建起智
能康复生态，让康复治疗自然渗透到
每个细节。近2000平方米的康复治
疗区，改变康复大厅模式，采用独立
康复治疗小单元，更加舒适、安静，更

好保护隐私，提升康复治疗体验感。
医务人员用初心、公心、仁心、廉心、
匠心让每位患者感受到家的温暖，真
正实现让每位住院患者“在生活中
康复，在康复中生活”的创新理念。

据介绍，该院赋能智能康复矩
阵，配置下肢外骨骼机器人、手功能
康复训练与评估系统、多关节等速
训练与测试系统、三维步态评估系
统、骨质疏松治疗仪、体感交互等先
进智能康复设备，通过力反馈与虚
拟现实技术，将康复功能训练转化
为趣味比赛游戏，通过三维动态反
馈实时调整训练难度，让患者在沉
浸式体验中完成神经功能重塑，实
现精准训练，重塑生命活力。

厦门市康复医院同安总部的设
立以智能康复设备为基，以多维生
态为翼，为康复圈注入新动力，是厦
门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健康厦
门”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厦门市优
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区域医疗服
务能力的又一成果。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许龙副
主任表示，厦门市康复医院同安总部
的投入启用将充分借助厦门市苏颂
医院等三级综合医院便利条件等为
市民提供更加优美宽敞的住院环境、
更加优质便捷的康复医疗服务，有效
缓解岛外片区需要康复群众“看病
难、看病远”的问题。

厦门市康复医院同安总部将聚

焦三大核心。一是以患者为中心：配
备先进康复设备，打造个性化康复方
案。二是以专业为根基：引进国内外
先进技术，强化多学科协作，该院将
与厦门市中医院签订技术托管协
议，进一步提升医疗康复的综合实
力；将与厦门市苏颂医院深度资源
共享，打造医康结合体系；和厦大中
山医院、厦门市第三医院等三级医院
建立医联体，并加强与社区、家庭的
联动，真正实现“治疗—康复—回归”
的无缝衔接，为健康厦门建设贡献力
量！三是以人文为底色：营造温馨
环境，关注患者身心全面康复。

新起点，新梦想。厦门市康复医
院将始终秉持“生命至上”的服务理
念，以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技术、一流
的管理，打造区域康复医疗高地；加
强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推动康复
医学与临床医学深度融合，为患者
提供全周期、多元化的康复服务，助
力他们重获健康、回归社会。打造
特色明显、功能齐全、技术先进的区
域性康复医疗中心，搭建从疾病治
疗、功能康复、生活重建、社会融入
的全周期守护体系，将让优质康复
资源普惠岛内外群众。

（游章友 陈泓莅 许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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