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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观察·聚焦人文科室建设⑧▶▶▶

2021 年 9 月 1 日，北京天坛
医院和北京小汤山医院在北京小
汤山医院共同成立天坛小汤山康
复 中 心 （简 称 “ 天 山 康 复 中
心”），以神经康复为特色，集
康复医疗、教学、科研、转化及
培训为一体的高水平、高层次康
复医学平台。

“医学人文在整个医疗活动
当中都要完全落实。尤其在康复
过程中，怎么尊重患者，怎么关
爱患者，怎么最大程度地重视患
者，这是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
并非一个人就能做成，也非一朝
一夕能做好。”北京小汤山医院
院长姜悦说，“小汤山医院特别
是天山康复中心接诊的患者，大
部分是神经康复的患者，多存在
肢体功能障碍。我们把人文关怀
贯穿在整个医疗实践过程中，通
过一系列举措最大程度去改善他
们的功能，最终目的是让这些患
者能够回归到家庭，回归到生
活，回归到工作。”

康复患者尤其需
要人文关怀

秦凤 （化名） 60多岁，因为
脑梗死 2 周、左侧偏瘫来到了天
山康复中心。“据她老伴介绍，
秦阿姨性格敏感，这次生病以后
受了很大刺激，每天以泪洗面，
无法接受目前的状态，坐不稳，
也走不了路，感觉自己是家里的
累赘、负担，不愿意来做康复治
疗，不愿吃药，觉得活着没有什
么意义了。”肖娟回忆起一件让
她难忘的事。

作为主管大夫，肖娟不愿意
看见秦凤继续消沉下去，除了为
她安排常规康复治疗以外，还安
排了心理治疗师进行心理治疗，
并辅助药物治疗。

“秦阿姨刚来那两周，我每
天都会去看望她几次，每次都向
她详细解释脑梗死这个疾病的病
因、治疗及预防，以及应该如何
进行康复治疗才能达到预期效
果 ， 来 增 强 她 战 胜 疾 病 的 信
心。”肖娟说，秦凤经过几天的
康复训练后，逐渐能够坐稳了。

看到自己的进步，秦凤的情
绪也慢慢好了起来，伤心流泪的
次数越来越少，康复治疗也配合
得越来越好了。“秦阿姨告诉我，
每天有这么多老师帮她做康复治
疗，还有心理医生陪她唠嗑，她感
觉到了大家的重视和关心，觉得
没有理由继续消沉下去，要好好
训练，不让家人担心，也不辜负我
们对她的期望。”肖娟说。

经过一个月的康复治疗，秦
凤可以独自站立了，还能在他人
搀扶下走几步路，有了明显的进
步。又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她可以
自己行走 100 米以上了。“往后的
日子里，阿姨见到我就笑，再没了
愁眉苦脸，生活也逐渐恢复了正
常。”肖娟说，“康复治疗的核心在
于主动运动，被动运动康复可以
维持关节活动度、预防深静脉血
栓、预防心肺功能等并发症，但是
想让功能障碍得到进一步提升，
必须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

天山康复中心主要收治脑梗
死、脑出血、脑外伤、脑肿瘤术后
等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所致的运
动、认知、言语和吞咽等功能障碍

的患者，同时收治帕金森病、格
林-巴利综合征、多发性硬化、脊
髓炎、多系统萎缩、痴呆等多种神
经系统退行性及免疫性疾病，以
及膝、髋关节置换术后、颈腰椎病
等骨科疾病的康复治疗。

“康复患者尤其需要人文关
怀。”北京小汤山医院副院长康
晓平说，“因为很多脑梗或者卒
中患者，发病前一天还正常上
班，第二天偏瘫了，心理打击特
别大，对家庭的打击也特别大。
因此，我们以患者为中心，不断
提升人文服务，帮助他们从心理
上走出阴霾，积极康复。”

康复是治疗的一部分

“京畿左翼，小汤山，一脉温
泉无色。广厦万间新建立，引入玉
池清澈。冬日疑春，朔风孕暖，溪
内游龟鳖。华清何似？令人高下难
说……”郭沫若在《念奴娇·小汤
山》中如此描写小汤山的冬日美

景。记者日前在小汤山医院漫步
时得到的感受，如出一辙。

小汤山医院占地600余亩，整
个院区1/3为苏州园林式设计。小
桥优雅，水塘凝碧，树木成林，亭
台楼阁错落其中，堪称佳境，故而
成为明清两代温泉行宫。

“小汤山医院的环境，春夏
秋冬都有不同的美。康复患者身
处其中，会得到身心的愉悦。对
此，我们把优美的环境和康复工
作进行了最大程度的结合。”康
晓平说。

为美景、汤泉环绕的天山康
复中心，治疗室总面积达1000余
平方米，设有 PT、OT、ST、理
疗、中医、水疗等康复治疗及训
练中心。中心主任由北京天坛医
院康复科主任臧大维担任。

据康晓平介绍，双方医院以
“两院一科”模式组成天山康复
团队，汇聚神经康复及相关学科
优秀人才80余人，是一支技术能
力过硬、学历层次较高、梯队设
置合理的康复专业技术团队。

“康复是治疗的一部分。对

于疾病，首先是预防，如果疾病
发作，急性期一般是一周到两
周，之后就是康复阶段，一般是
一到两个月。第四个阶段是康
护，第五个阶段是康养，最后是
居家。基本就这么6个阶段。”臧
大维说，天山康复中心聚焦第三
阶段，开展特色康复医疗。

具体技术方面，从超声引导
下肉毒毒素注射、球囊扩张术、
脑机接口，到高低频经颅磁刺
激、经颅直流电刺激，再到下肢
外骨骼机器人、等速肌力评定与
训练、步态评估及训练、姿势评
估及训练技术等，一应俱全，覆
盖了各种康复场景。

钱方 （化名） 就是这些康复
技术的受益者。

70 多岁的钱方因为脑梗死、
右 侧 偏 瘫 住 进 了 小 汤 山 医 院 。

“钱叔叔长期患有高血压，血压
控制不好，脑白质变性很严重，
还有中度脑萎缩，存在很大的认
知功能问题。左边肢体的运动功
能也很差，不能站立，也不能自
己进食，总是一副很严肃的表

情，医学上称为‘面具脸’。”肖
娟说，“他入院后，我作为主管
大夫为其安排了运动训练、理疗
和认知功能训练。”

由于钱方的认知功能很差，
不能理解指令动作，不能配合主
动康复运动，虽然治疗师总是不
厌其烦地示范、讲解，配合他进
行一些传统的被动康复治疗，比
如康复踏车 （被动模式）、站床
等，但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经过重新评估，中心为他重
新制定了治疗计划，安排了重复
经颅磁刺激治疗，刺激部位在双
侧额叶，以此改善钱方的认知和
运动功能。

“经过3次重复经颅磁刺激治
疗，奇迹出现了，钱叔叔可以自
己用右手吃饭了，吃饭时间也比
之前明显缩短了。去治疗室做康
复治疗的时候，他也能主动配合
治疗，主观能动性有了明显改
善。经过大概两个月的治疗，他
能在他人搀扶下走路，逐步好转
后出院。”肖娟说。

鼓励医务人员书
写平行病历

近年来，我国康复治疗技术
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仍有一部分
人群未意识到康复训练的重要
性，过度依赖药物治疗，有的甚
至拒绝接受康复训练，尤其功能
障碍严重的患者。

“这样的患者往往处于焦虑
抑郁状态，不接受现在的结果，对
未来没有什么信心。所以我们一
方面抓紧治疗恢复，另一方面鼓
励患者增进信心，如果患者不配
合的话，可能很多的治疗运行不
了。”臧大维说，“我们作为医务人
员，更多地要倾听这些患者的故
事，学会换位思考，要走进他们的
内心世界，了解他们，才能够对症
地去处理他们的问题。”

对此，天山康复中心从多方
面入手，为患者营造舒心、温馨的
环境。“我们提供各种辅助服务，
比如公共轮椅、扫码点餐，还有志
愿者提供理发、陪读等服务。”康
晓平说，“医院院区比较大，不同
诊疗区相距较远，为减少患者步
行，我们提供摆渡车服务。”

为了更好地与患者共情，天
山康复中心鼓励医务人员书写平
行病历。“让他们注意倾听患者
的感受，来审视自己在整个医疗
服务当中还存在哪些问题，这样
能够增强他们职业的荣誉感，缓
解倦怠。”康晓平说，“很多患者
出院了，我们的康复治疗师还跟
其保持联系，指导居家康养的注
意事项等。”

“为患者服务，解决他们的身
心障碍。我想，这就是我作为康复
医师而存在的意义。”肖娟说。

天山康复中心的运作效果，
为后续其他科室的合作提供了经
验和借鉴。“小汤山医院还将与
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儿童医院
以及北京中医医院等其他市属医
院继续在骨科康复、儿童康复、
中医康复等领域开展紧密医疗合
作，进一步提高小汤山康复医学
平台的综合实力。”姜悦说，“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持续加强人
文关怀，增强患者就医获得感，
把康复医学推向新的发展水平。”

北京小汤山医院聚焦人文康复，提升患者获得感

让患者生活更有质量
本报记者 熊 建

我是一名院长，也是一名临床大夫。
在临床实践中，“我不想活了，让我死了
吧”，这样的话我时常在恶性肿瘤、脊柱
损伤等重疾患者以及长期卧病的高龄患者
那里听到。每每这时，我既感受到现代医
学的局限和无奈，同时也深切感到作为一
名医生和医院管理者的责任和使命。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特征。
从全球人口年龄结构来看，老年人口的数
量和占总数的比例持续增长，全球65岁及
以上人口比例预计将从 2022年的 10%上升
到 2050年的 16%，由此带来人类疾病类型
的流行病学谱系发生深刻变化，即从传染
性疾病转为以因年龄增长、身体器官老化
等因素为主的退行性疾病和人为性疾病。

从我们北京小汤山医院的临床实践
看，康复医学正逐步成为老龄健康化、健
康老龄化的重要医学支持。

康复医学，与预防医学、保健医学、
临床医学并称为“四大医学”，主要以消
除和减轻人功能障碍，弥补和重建人功能
缺失，设法改善和提高人各方面功能的医

学学科，也就是功能障碍的预防、诊断、
评估、治疗、训练和处理的医学学科。近
年来，随着康复医学逐渐得到重视，“成
功治愈=50％临床治疗+50％康复治疗”的
理念越发深入人心。早期、专业的康复治
疗，能够改善和提升患者的功能状态，提
高生活质量，维护生命尊严。

如何取得最好的康复效果，离不开患
者的主动参与，只有积极配合才能取得理
想效果。康复治疗师就像一位艺术家，一
患者一方案，给患者的肢体施以不同的力
度、持续时间、刺激方式；患者要用心体
会肌肉的牵张、关节的位置，体会自己的
进步，形成肌肉记忆和正向的激励。患者

的眼睛里没有信念、心底没有希望，不配
合不主动甚至跟治疗师较劲，不仅达不到
治疗效果，反倒容易造成次生损伤。所
以，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治愈疾病本身，更
要关注治愈患者心灵的创伤，只有心理上
完 全 康 复 ， 功 能 康 复 才 可 得 到 应 有 的
效果。

患者的康复要身心同治。一方面要精
准，针对患者的病理特点实施精准康复，
另一方面要注重“听”“看”和“陪伴”，
这样才能真正走进患者心里。“听”就是
要倾听患者或家属需求，了解患者家庭状
态，调整患者情绪；“看”就是要让患者
看到康复效果好的患者训练，提高患者对

康复的接受度；“陪伴”是最好的疗愈，
在患者情绪低落不能配合治疗的时候，先
从陪伴患者散步、聊天开始，让患者感受
到支持，打开心结。

康复治疗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患者需
要面对身体上的困难和心理上的巨大挑
战。在康复治疗的同时，我们需要为患者
提供心理支持，用同理式沟通、温暖式交
流，为患者营造新时代人文医院的良好氛
围，帮助他们积极面对治疗过程中的困
难，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建立医患间的
信任，让患者愿意积极参与治疗，这将更
加有效提高治疗效果，促进康复。

康复患者往往住院时间长，要让他们
在病房有家的感觉。对此，我们医院推出
了精准和暖心的全方位服务，比如：爱心
理发解决“头”等大事，床旁伴读缓解孤
独感，音乐唤醒舒缓不安情绪，芳香呵护
放松患者身心……总之，就是不断改善患
者的就医体验，增强他们的获得感，让病
房变成有人情味的“家”。

（作者为北京小汤山医院院长）

为什么要推广康复理念
姜 悦

为什么要推广康复理念
姜 悦

新视野▶▶▶

本报北京电（记者熊建）国家医疗保障局会同
相关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儿童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专项行动的通知》（简称《通知》），明确提出力争
至 2024 年底，80%以上新生儿在出生当年参保；到

“十四五”期末，儿童参保率稳中有升。
儿童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对于保障儿

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千万家庭幸福
生活的重要保障。我国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建立
以来，儿童参保人数稳中有升，2023 年参保儿
童为 2.56 亿人。儿童参保人数的稳步增长，为
保 障 儿 童 健 康 权 益 发 挥 了 基 础 性 、 兜 底 性 作
用。但同时，也存在新生儿参保手续多、流程
长，少数家长参保意识不强、个别城市对常住
儿童参保户籍限制尚未完全放开等问题，需要
进一步凝聚共识，形成部门合力，推动儿童参
保水平进一步提高。

在保持儿童参保政策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通
知》 重点优化新生儿童参保流程，简化参保登记
环节，改进服务，有针对性提出工作要求，要求
各地落实“出生一件事”办理，鼓励地方探索凭
出生医学证明办理新生儿参保。同时，协同优化
参保政策和医疗服务供给，推动外地户籍儿童在
常住地、学籍地参保。

力争至2024年底

超八成新生儿出生当年参保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去年9月出台文件，打通新
生儿参保在定点医疗机构直接办的渠道，推动新
生儿出生即参保、医保费用即时联网结算。图为
昆明市妇幼保健院的工作人员向市民介绍新生儿
参保流程。

陈大芝摄 （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电（记者熊建） 2024 年国家药品抽
检工作会日前召开。会议全面总结近年来国家药
品抽检取得的成绩，深入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
对2024年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指出，全国每年抽检各类药品 20多万批
次，总合格率连续多年稳定在 99%以上，我国药
品质量持续保持较高水平，药品安全形势总体平
稳可控，公众用药安全得到有力保障。

会议要求，抽检工作要完善制度机制，牢牢
守住药品质量安全底线，不断强化高效能监管，
助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药品抽检合格率
多年稳定在99%以上

本报北京电（陈渡归） 日前，北京中医药大
学王琦书院 2024年开学典礼暨王琦书院第十期专
题培训在北京举行。今年，王琦书院新增 16名两
院院士作为特聘教授，培养中医药领军人才的教
育队伍进一步扩大。

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书院于 2021 年 9 月成
立，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
授王琦任院长，以培养中医药领军人才为办学目
标，是一所全公益性质的教学机构。

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王瑶琪介绍，截至
目前，王琦书院共聘请131位院士、国医大师、国
学大师作为特聘教授，针对岐黄学者、首都名中
医、高徒及海外人员等高层次人才开展分类培
养，举办 9 期共 2200 余人次的培训，切实提升了
学员的中医药原创思维能力、多学科交叉创新能
力和临床科研能力。

16名院士受聘
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书院

图为3月6日，在位于重庆市黔江区的重庆科
瑞南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在包装车间对生
物药品进行外包装。

杨 敏摄 （人民视觉）

“康复就是扫去患者心中的阴霾。”这是北京小汤山医院天坛小汤山康复中心康复医师肖娟
的感悟。

从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工作到现在，肖娟把近9年的时光献给了康复工作。这些年，她轮转了PT
（物理疗法）、OT（作业疗法）、ST（言语疗法）、理疗等康复治疗室，为患者做过大量康复治疗。

什么是康复？康复的意义是什么？肖娟工作中始终在思考这些问题。过去人们觉得康复就
是看护、照顾，没什么技术含量，现在慢慢认识到康复是一门科学。事实上，康复做得好，能
显著减少后遗症，大大减轻患者的痛苦，让患者的生活更有质量、更有尊严。这是肖娟的看
法，也是北京小汤山医院天坛小汤山康复中心医护人员的共识。

图为肖娟在为患者做重复经颅磁治疗。 北京小汤山医院供图

◀北京小汤山医
院天山康复中心一间
治疗室中，康复医师
正在为患者进行认知
评测与训练。
本报记者 熊 建摄

▶北京小汤山医
院天山康复中心护士
长高玉婷正在整理健
康宣教手册栏。
本报记者 熊 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