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年来，我国基层医疗机构门诊的服务

量从41.1亿人次增加到42.5亿人次。”7月14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卫健委

基层司司长聂春雷表示，除了提供基本医疗服

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每年还需要为上亿名高

血压患者、3500万名糖尿病患者提供随访服

务，访视1000万名孕产妇和新生儿，提供疫苗

接种和老年人体检等大量公共卫生服务。

数据显示，全国截至2021年底建有各类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近98万个，拥有卫生人员

超过440万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网络不断

健全。第6次卫生服务统计调查显示，90%

的家庭15分钟内能够到达最近的医疗点。

服务能力增强了

“强基层”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

要原则和工作内容。10年来，我国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和人员队伍持续发展。

聂春雷介绍，从2012年到2021年，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从91.3万个增加到97.8万个，

床位数从132.4万张增加到171.2万张，卫生

人员从343.7万人增加到443.2万人。10年

来，由于农村人口减少，全国村医从125.5万

人下降到114.7万人，但每千农村居民的村

医数从2012年的1.25上升到2021年的1.3。

为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国家卫健委

出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

力标准，指导地方对照标准自评自建和整改

提升。至2021年底，已有2.3万家基层机构

达到服务能力基本标准和推荐标准，超过

2600家社区医院建成。

信息化建设在赋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

起到关键作用。聂春雷介绍，到2021年底远

程医疗已覆盖所有贫困县并向乡村延伸。

人才留住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

生中心的执业医师中大学以上学历的占比均

大幅提升，乡镇卫生院从2012年的10%升至

32%，社区中心从33%提高到59%。

聂春雷表示，各地通过多种手段壮大基

层卫生人员队伍，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

学生7万余名，其中3.5万人已到基层服务。

完成全科医生转岗培训23万余人次；增设乡

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15.4万人考

取相应资格。

针对人才下不去、留不住、用不上的问

题，河北省制定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薪酬改

革办法，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

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原则

上可从上年度收支结余部分自主提取不低于

50%比例用于增发绩效工资，增发部分不纳

入绩效工资总额管理，同时设立基层高级职

称。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计划生育

协会专职副会长许钢柱说：“过去越往基层，

中高级职称比例越少，现在比例逐渐增加，畅

通基层人才职称晋升渠道。” （张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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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处理
使用过的口罩

【疫情防控】将冷空气等离子体引入体内
有望抑制类风湿关节炎

笔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

核科学技术学院研究员吴征威带领的团队，

首次揭示了冷空气等离子体对类风湿关节炎

的治疗效果，并通过自主研发设计的装置将

冷空气等离子体引入关节内，为类风湿关节

炎治疗提供了一种新方法。相关成果日前发

表于《生物工程与转化医学》。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以关节内滑膜增生

和炎性细胞浸润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其中，成纤维样滑膜细胞是增生性滑膜的核

心效应细胞。它们可以摆脱生长限制、侵袭

周围组织、促进血管增生，导致滑膜不受控制

地生长，所以又被称为“不死癌症”。

“目前，主要通过口服药物来改善和控制

患者病情。”该校核科学技术学院工程博士研

究生丁呈彪介绍，但这种全身用药，往往很难

直接作用到局部病变的滑膜。对类风湿关节

炎进行有效的局域精准治疗，仍是临床医生

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冷空气等离子体是在标准大气压下产生

的一类宏观温度接近于室温（30℃）的等离

子体。此次研究中，该团队利用自主研发的

等离子体设备，将冷空气等离子体引入活体

大鼠的关节内。结果显示，治疗一周后，研究

人员在大鼠的关节内没有观察到滑膜增生、

炎症浸润和血管生成等症状。同时，该团队

开展了体外实验，证实在冷空气等离子体的

作用下，作为类风湿关节炎的主导因子的成

纤维样滑膜细胞失去了抗凋亡、侵袭和迁移

的能力。

丁呈彪说：“研究人员通过设备将冷空气

等离子体精准地作用于发生病变的滑膜组织

周围。紧接着，由冷空气等离子体产生的活

性氧等粒子促使组织和细胞发生多重生物学

效应，从而使成纤维样滑膜细胞失活。”不同

于传统的等离子体消融术，冷空气等离子体

技术避免了对患者正常组织的伤害，并且不

涉及药物及放射性物质，作用时间可控，尽可

能地降低了对健康组织的损伤。 （吴长锋）

正确佩戴口罩是预防新冠肺炎的重要
手段。疫情防控期间，口罩的使用、更换频
率也大幅增加。那么，应该如何有效处理
生活中使用过的口罩呢？

对于普通人，因风险较低，平时使用过
的口罩可以直接丢入垃圾桶；在医疗机构
时，可把口罩投入医疗废物垃圾袋中，口罩
作为医疗废物，会由专业处理机构进行集
中处置。

对于疑似患有传染病的民众，应在就
诊或接受观察时，将使用过的口罩交给相
应工作人员，由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处理。

对于存在发热、咳嗽、咳痰、打喷嚏等
症状的人群，或接触过此类人群的人，推
荐将口罩先丢至垃圾桶，再使用5％的84
消毒液按照1∶99配比后，喷至口罩上进
行处理。 （李宛臻）

首例胎儿镜手术填补省内空白
7月13日，笔者从安医大一附院获悉，日

前，该院高新院区开展了我省首例胎儿镜下

胎盘吻合血管激光凝固术，成功治疗一例双

胎输血综合征（TTTS）IV期病例。

据了解，准妈妈陈女士此次为自然受孕

单绒毛膜双羊膜囊双胎，半月前出现腹胀，外

院产检发现一胎羊水过多，一胎羊水过少，辗

转后就诊安医大一附院高新院区产科，经超

声科会诊后诊断为(TTTS)IV期，两胎儿均濒

临死亡。产妇及家属有强烈救治两胎儿的意

愿，该院产科张英主任医师团队、超声科高传

芬副主任医师、产前诊断中心袁静副主任医

师共同组成专家团队，与孕妇及家属进行充

分沟通及产前咨询，制定胎儿镜手术方案。

经过积极地术前准备，日前，由广州市妇女

儿童医疗中心方大俊主任指导，在麻醉科鲁显

福副主任医师团队及手术室王家红护士长团队

的配合、监护下，成功完成安徽省第一例胎儿镜

手术。术后两周超声双胎羊水、血流频谱已完

全恢复，双胎体重差异缩小至正常范围，母婴状

况均良好，代表此次胎儿镜手术成功。 （唐萌）

我国90%家庭15分钟可达最近医疗点

““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入伏时入伏时

7 月 16 日，在淮

北市中医医院，市民

正 在 接 受“ 冬 病 夏

治”。当日是夏季入

伏第一天，许多市民

来到医院或中医诊疗

机 构 接 受“ 冬 病 夏

治”，通过三伏贴敷、

艾灸、针灸等中医疗

法防病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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