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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我现在走路越来越不活络
了，在地上拖步走，这个手啊也没
劲、不听使唤，最近晚上怎么都睡不
着，翻来覆去的，吃药也不见好，我
这毛病估计也看不好了吧？”家住海复
镇庙基村的沈阿姨今年58岁，她和一
般的帕金森病 （Parkinson Disease，
PD） 患者不一样的是，她没有典型的
面具脸，笑容倒也不少，似乎已经对
身患帕金森病的生活习以为常。

沈阿姨如今只身一人生活，7年前
丈夫因病去世，之后又经历了丧子之
痛，在这漫长的7年时间里，沈阿姨逐
渐开始出现左侧肢体行动迟缓，左下肢

拖步行走，迈步困难，左上肢做家务动
作不灵活等症状，辗转多家医院就诊，
也曾被误诊为脑卒中，但服药效果不
佳，后经人介绍在上海华山医院确诊为

“帕金森病”，服用小剂量的“美多芭”
后症状有所改善，但随着时间延长，亲
近的人越来越少，孤单伤神时无人关切
安慰，病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加重，如今
吃药好像也不管用了，右侧肢体也出现
类似左侧肢体的症状。沈阿姨的生活质
量在不断下降，肢体活动不便、睡眠障
碍、情绪不稳的困扰让她渐渐失去对康
复的希望，疾病所导致的种种不适无时
无刻不在限制着她的自由，沈阿姨也逐

渐对生活失去信心。
看着日渐颓废的妹妹生活过成了这

般模样，沈阿姨的姐姐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带她来到市人民医院门诊。神经内科
主任李军接诊了她，非常同情她的遭遇，
鼓励沈阿姨说：“别担心，诊断是明确的。
住院吧，我们好好地调整下药物治疗方
案。我们有信心让你好起来，你也要对自
己有信心！”

所谓医者仁心，就是不仅要用医疗
技术征服病情，更要用爱心为患者点燃
康复的希望之光。李军带领着团队，对沈
阿姨的症状体征、检验检查结果、就诊及
服药经历等仔细研判，精心制定了一个
适合沈阿姨的个体化治疗方案，药物治
疗是整个治疗过程中的主要治疗手段，
配合运动疗法、心理干预、照料护理等其
他治疗措施。

住院第3天，也是调整治疗方案的第
3天，看见李军来查房，沈阿姨开心地说：

“我感觉走起路来轻松了不少。”第5天，
沈阿姨笑开了花，“李主任，我又能小跑
步啦！”说着便主动站起身来，走到病房
门口，再小跑步回到床边，就像刚学会一
项新技能的小朋友，急于展示自己的才
能那般可爱。李军笑着说：“调整药物治
疗后确实变化很大，我还记得你住院前
那站不起、走不稳的样子呢，现在病情稳
定，那就明日出院，回家按时服药，定期
回来复诊。”

出院当天，沈阿姨穿了一件很好看
的衣服，看着也有几分新，她激动地说：

“买了没穿过几回，走路都走不稳，谁会
注意到身上的新衣服啊，这次住院就当

出了趟小远门，治疗效果好，我非常开
心，难得穿着体面一回。”沈阿姨笑了，这
样的笑容，跟入院时完全不一样，没有了
那一丝自我解嘲的尴尬，反而多了些从
容自信。

帕金森病是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
疾病，无法痊愈，随着时间延长症状
会不断加重，但可以通过治疗改善症
状以及延缓疾病进展。这次沈阿姨的
治疗方案既要改善运动症状，又要妥
善处理一些运动并发症和非运动症
状，通过调整服药次数、剂量等综合
措施加以改善。说到底，帕金森病患
者离不开专科医生的诊治，离不开自
身良好的依从性，离不开家属的关
心、陪伴和支持。

启东是长寿之乡。根据我市第7次
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常驻人口
的96.73万人中，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
到达了35.48%。老年型社会已经悄悄
到来，如何让老年人体面地生活，健
康地生活，就需要医务人员做更多的
健康科普，付出更多的关爱。希望有
更多的人关注老年人身心健康，当他
们走不动了、反应慢了，不要觉得他
们只是老了，也可能是生病了。如果
说患帕金森病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
那么专科医生和这些帕金森病患者的
相遇能成为他们“不幸之中的万幸”，
医生会竭尽所能地带给他们对抗病魔
的勇气和信念，带给他们对多彩生活
的希望和畅想。让我们一起关注帕金
森，关注退行性疾病。

（徐凌丽）

“我又能小跑步啦”
一名帕金森患者在神经内科接受5天治疗后的感言

近年来，脑卒中的高发病率、高致残
率、高致死率、高复发率居高不下，我国作
为脑卒中高发国家，虽然防治工作已初显
成效，但仍面临防治体系亟待进一步加强
的巨大挑战。近日，市人民医院在行政七楼
会议室举办南通市继续教育项目“脑卒中
康复新进展学习班”，100多名来自南通地
区的基层医务人员参加了培训。

启东市人民医院脑卒中中心是国家级
标准卒中中心、江苏省首批“防治卒中中
心”，近年来为脑卒中病人开通绿色通道，
采用多学科联合诊疗机制为患者提供精
准、快捷的医疗服务，大大降低了致残率，
提高了抢救成功率，赢得了患者良好的口
碑。此次继教班由人民医院“南通市重点专
科”康复医学科主办，邀请南通大学附属医
院专家来院授课，共同探讨卒中康复进展。

人民医院的副院长张风雷在开班仪式
说：“脑卒中已经成为我国一个重大的公共
卫生问题，脑卒中患者约80%~90%有各
种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希望康复医学科的各位同道共
解康复难题，共同提高康复医学服务质量，
更好地为老年患者、卒中患者服务。”

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杨煜阐述
了《脑卒中的综合康复》三级康复体系，
以及各种康复治疗技术在卒中康复领域
的综合应用。

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中医师
周林冲结合案例分享了《中医药在脑卒
中康复中的应用》。

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姜红
萍解读了《心房颤动抗凝治疗》在血栓栓
塞、出血评估、药物选择、药物监测、剂量
调整等方面的实践。

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秦
敏俭解读了《中国脑卒中早期康复治疗
指南》，从临床实际出发论述了早期康复
的时机和强度，强调注重康复患者的日
常护理，重视规范化康复治疗。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
刘苏围绕“制动”在康复中的“利与弊”，
结合案例详细阐述《制动与康复》。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治疗
师长顾琦分享了《脑卒中后手与上肢功能
治疗新进展》，强调了手与上肢功能训练
在整个康复治疗流程中的重要性，详细讲
解了上肢功能障碍的特点和“中枢-外周-

中枢”闭环康复理论中手功能的应用。
通过培训，与会人员进一步提高了对

脑卒中康复治疗的认识，对康复治疗领域

的新技术有了全新的认识。培训会融合中
西医学科知识，守正创新、融会贯通，促进
了南通康复医学学术的发展。（王晓丹）

以人为本博采众长 共商“卒中”项目发展
市人民医院成功举办南通市继续教育项目“脑卒中康复新进展学习班”

为提升医务人员对药物临床试验质
量管理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简
称GCP）认识，近日，由市人民医院主办，
南京药学会协办的《药物及医疗器械临
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培训》在行政七楼
会议室举行，院领导、相关职能科室、医
技护人员共200多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课程特邀江苏省内权威专家、学
者授课。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物
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李天萍解读了《药物
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2020版）》，她介
绍了药物临床试验发展现状以及开展临
床试验数据核查要点，通过案例剖析了医
学伦理的重要性。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王慧萍分析了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备案准备工作要
点》，她详细介绍了机构备案相关法规、
标准、流程、现场检查的准备等，为与会
人员指明了工作的方向。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逸夫医院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
苏钰文谈《临床试验中的安全性事件管
理》，他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
法》等法律法规，强调了药品全生命周期
的安全性管理。江苏省中医院中医药临
床研究评价研究所所长蒋萌解读了《新
机构资格备案工作指引》，围绕GCP备案
管理的基础工作、核心工作、第三方评
估、备案申请、现场检查等方面谈了实际
工作细则。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
授张馥敏分享了《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和

受试者保护》，她强调保护受试者知情权、
自主选择权、正当隐私权等基本权利，是
GCP工作的基础。

培训会上，人民医院已经获得国家
GCP培训证书的临床科室主任们与专家
积极互动，提出了目前GCP工作中的困

惑，专家们给予一一解答。授课结束后，
全体与会人员参加了现场考核，对知识
进行了再强化。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樊健在培
训会上强调：药物及医疗器械临床试验
质量管理有利于促进医疗水平和科研水

平的提升，希望全体医护人员增强科
学、严谨、求实的意识，遵照药物临床
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标准，扩面、增量、
提质，认真细致地开展工作，更好服务
人民群众。

（医务科 科研科）

远程会议加现场授课 共同探讨GCP新规范
市人民医院着力提升医务人员对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认识

【心脏超声检查新项目新技术】
二维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

心脏是人体内最重要的功能器官，它每天无时
无刻不在通过搏动的方式将血液输送至身体各处，
因而当心脏出现损伤或病变后很容易导致全身性的
不适感，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随着超声心动图的快速发展，心脏超声检查
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探测心脏的大小、结构，评价
心脏的功能，而是可以定性、定量的评价心脏局
部及整体功能，在心血管疾病的诊断中具有重要
的价值。

近年来，市人民医院超声诊断中心紧随医院发
展步伐，聚焦临床和患者需求，先后开展了二维斑点
追踪超声心动图、右心声学造影，经食道超声心动图
等新技术、新项目，为临床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也填补了启东地区此类技术的空白。

了解二维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

超声心动图斑点追踪技术是通过识别心肌内回
声斑点信号进而追踪心肌的形变及运动轨迹。它利
用心肌斑点追踪的方法将左室壁细分为17个节段，
逐段评价心肌的形变运动，生成一张牛眼图，并用颜
色和应变值分别表示：红色代表应变正常，蓝色代表
应变能力下降，并根据程度不同，颜色的深浅也不
同，一目了然。

根据心肌运动速度、应变及应变率，进行定
量分析，较之前的目测法，能更准确地反应出心
肌梗死的范围及程度，且与冠状动脉造影较为接
近。

二维斑点追踪技术的优点：它是一种无创性诊
断技术，与传统组织多普勒技术（TDI）相比，不仅实
用性强、简便易行、可重复性好，而且克服了TDI的
角度依赖性，并且其不受周围节段心肌及心脏整体
运动的影响。二维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技术属于新
型彩超技术之一，能够对心动特征进行实时的连续
性的观察，适宜于观察室壁节段性运动。

二维斑点追踪技术的运用：早期冠心病的诊断；
高血压病；心梗后心肌存活性的评估；冠心病介入治
疗后疗效的评估；检测瓣膜疾病对心肌的影响；心脏
再同步化治疗后的疗效评估；糖尿病型心肌病的科
研探索；放疗及化疗药物对心肌毒性的评估；评估慢
性肾功能不全的心肌变化等。

举例来说：心肌梗死属于心脏比较常见疾病之
一。根据临床病理学研究数据显示，当人体心脏内
冠脉闭塞1至2小时后，闭塞病灶周围的心肌细胞
即会出现凝固性坏死的情况，进一步引发心肌间充
血的情况，且随着时间的增加坏死面积会快速扩
张，因此运用二维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项目检查分
析心脏局部室壁运动对冠心病的早期诊断意义甚
大。

市人民医院超声诊断中心自开展二维斑点追踪
超声心动图项目以来，已经完成约300多例，为临床
诊断与治疗提供了准确的参考依据，已成为临床评
价冠心病方面不可缺少的一项检查。

（葛乃红）

共分享、共探讨，提升影像
质量，擦亮临床“慧眼”

为了推动南通地区影像质控进程，指导影像医
学更高质量发展，10月21日上午，南通市继续教育
项目《区域影像中心质量控制及管理》培训班在启东
市人民医院大会议室举行，南通地区影像医学专业
人士和相关临床医师参加了培训。

市人民医院是我市第一医疗管理集团的龙头
医院，建设有“远程影像诊断中心”，为我市影像
医学发展和集团内影像质量同质化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在此次培训班上，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吕
传国带领团队成员蔡杰、顾庆春、薛春华、杨波
做了精彩的报告，介绍了我市区域影像中心的现
状，分享了影像质量控制的经验，重申了影像诊
断报告规范书写的意义，剖析了规范的乳腺摄影
技术为临床提供精准诊断和治疗的案例，强调了
规范CT检查技术全流程管理对于质量控制的重要
性，分享了急诊CTA检查对于“胸痛中心”“卒
中中心”建设发展的经验以及科研成果。为与会
人员展示了人民医院影像科作为“南通市重点专
科”“南通市医学创新团队”，不仅精于创新技
术，更开拓思路为基层医疗机构、为人民服务的
求实奉献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教授许建荣作了
《上尿路的尿路上皮影像误诊的原因分析》 的报
告，结合案例、深入剖析，把影像诊断工作的注意
细节和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年轻一辈的影像医师
们。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主任陆健解读了《肝脏磁
共振特异性造影剂临床应用及检查规范》，阐述了特
异性造影剂在肝脏磁共振检查中的重要作用。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主任顾红梅分享了《磁共振
新技术在脑胶质瘤诊断和鉴别诊断的价值》，为影像
工作开拓了思路。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影像科副主任王天乐讲解
了《影像科数字化管理的初步探索》，展示了数字化
管理在临床科研教学中的主要作用，强调加强影像
科的数字化质量管理可以提升医疗质量控制水平，
促进管理规范化、服务同质化、评价精准化的质量提
升。

此次培训会促进了南通地区影像专业人士的交
流，专家们的答疑释惑为青年一辈的医者指明了今
后工作方向。 （蔡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