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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指导

染上肺炎也没能阻拦耿道颖工作

的步伐， 作为华山医院副院长、 国内
影像医学领域大咖， 耿道颖一刻也不
停歇， 从病房出来就直奔工作岗位 ，
专家门诊、 远程会诊、 智能影像读片
机器人临床试验……连续的工作对她
来说是最好的 “滋补品 ”。 “救治病
人是最让我开心的事 。” 耿道颖爽朗
地笑着说， 而带领以她名字命名的劳
模创新工作室成员们一起努力工作 ，
看着学生们不断成长， 给她带来的更
是双倍开心。

2022 年 12 月， 华山医院的医护
人员与病毒 “短兵相接 ”。 努力跑赢
时间， 赢取这场生命守护战， 成为耿
道颖和她工作室医生的唯一心愿 。
“工作室成员都守在最前线 ， 在急诊
科、 在 ICU 抢救室里为感染者拍片做
CT， 我们和病人是零距离接触。” 回
忆起当时情景， 耿道颖为工作室的医
生们自豪。 然而直面病毒也让工作室
成员相继病倒 ， 到 12 月下旬 ， 耿道
颖也感染了。 最初两天， 她仍坚守办
公室日夜读片， 但随着病情加重， 耿
道颖因肺炎被送进病房， 不得不上激
素治疗。 住了五天院， 只恢复了八成
的耿道颖就出院了。 “同事们都第一
时间回来工作， 我是领导， 怎么可以
继续待在病房里？” 耿道颖坦言 ， 在
病房里她的心一直空落落的， 牵挂着
疫情， 更担心病人的片子得不到及时
判读而耽搁病情。 周日出院， 周二耿
道颖就恢复了专家门诊， 一如既往地
以一双 “火眼金睛 ” 为病人排忧解
难。

耿道颖经常说 ， 身教胜于言传 ，
在她的引导下， 工作室的医生们也都
把病人的安危放在自身前面， 去年的
大上海保卫战期间， 工作室成员纷纷

逆行定点医院、 方舱医院， 这波疫情
中， 大家更是不顾感染值守一线， 为
及时、 准确评估患者病情贡献了力量。

近年来， 除了线下直面病人看诊，
线上会诊各地疑难杂症， 耿道颖也把
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影像学诊断和人

工智能影像诊断系统的研发与临床转

化上。 “过去， 我以为只有面对面看
病才能服务患者， 后来才知道， 这样
的认知狭隘了， 做科研出成果， 更可
以造福千千万万患者。” 这也是耿道颖
建立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初衷， 工作室
30 位成员既有来自医院的医务人员，
更有院外的物理、 电子、 计算机和生
物医学工程等多个专业的人员参与 ，
医工结合就如 “1+1”， 但爆发出的能
量远大于 “2”， 如今已有多项国际领
先的医学创新进入冲刺阶段。

工作室成立仅一年半， 脑动脉瘤、
颈动脉斑块分析、 脑肿瘤三种影像学
筛查及诊断人工智能机器人模型就相

继成功亮相。 日前， 由华山医院牵头、
全国多中心参与的脑动脉瘤人工智能

机器人临床试验已顺利完成， 虽然详
细数据还在统计中， 但可初步得出结
论： 通过机器人参与读片， 诊断的敏
感性、 特异性、 准确性都有增高， 关
键是住院医师的读片能力和效率提升

显著， 未来产品获批国家三类医疗器
械证后， 更可以大大提高县级医院和
边远地区医生的影像学水平。

最让耿道颖满意的是， 工作室汇
聚了各种人才， 三分之一是跨医学专
业人才， 弥补了原有团队的技术短板，
产品创新开发速度明显加快。 “平台
汇聚了不同专长的人在一起干一件大

事，” 耿道颖总结道， “工作室效果很
好， 接下去我们会继续开发新的机器
人， 造福更多患者。”

2003年参加抗击非典 ， 驻守定
点医院 ； 2008年参与汶川抗震救
灾 ， 前往灾区地震伤员救治中心支
援 ； 2012年参加上海市第十五批赴
滇服务接力活动项目 ， 在云南文山
进行为期半年的志愿工作 ； 2020年
新冠疫情爆发 ， 赶赴武汉金银潭医
院支援抗疫 ， 坚守 2个多月 ； 2022
年3月 ， 参加青浦区首家方舱医院
的抗疫， 担任院感工作……

工作24年， 王菊莉几乎没有错过
一次 “公卫战役”， 如今， 她身边有
了更多伙伴， 她领衔的劳模创新工作
室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内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王菊莉用
担当与奉献诠释着榜样的力量， 和工
作室的医护人员一起深入村居 、 社
区 ， 围绕呼吸慢病患者开展慢病管
理、 科普教育， 将优质护理服务理念
拓展到院外、 下沉到基层、 延伸到百
姓家中。

担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时， 王菊莉注意到病房里一直有一批
老年呼吸慢病患者 “常客”， 有些病
人几乎每月都会来住几天。 该怎样更
好地服务这些病人， 帮助他们减轻病
痛呢？ 在医院的支持下， 劳模创新工
作室成立， 成员不仅有呼吸专科的医
生和护士， 还有呼吸治疗师、 物理治
疗治疗师、 心理治疗师及营养师的参
与， 能为患者提供全面的身心护理服
务。

针对老年呼吸慢病患者， 王菊莉
带领大家开展各项工作， 通过建立微
信公众平台， 进行呼吸慢病患者的健
康指导和管理， 让住院患者在出院后
能及时获得疾病康复指导服务， 从而
提高患者， 特别是老年慢病患者的依
从性； 在慢病患者失能方面， 也进行

了科研攻关， 通过对慢阻肺患者的失
能识别、 评估， 制定有效的护理干预
措施， 制作了2套健康指导手册、 一
部肺康复运动视频， 工作室成员近三
年在国内外发表SCI、 核心论文4篇，
发明专利4项。

在实际工作中， 王菊莉发现一些
病人在离开病房后又恢复了不良生活

习惯， 她与工作室团队成员又把目光
对准了院外， 进行呼吸慢病患者的全
程管理模式的构建。 工作室助力医联
体建设， 构建 “医院—社区—家庭”
的延续护理模式， 组建了慢病管理的
MDT团队， 把呼吸慢病全程管理的
工作涵盖到医院、 社区和家庭三大
块。

在医院 ， 王菊莉和她的伙伴侧
重的是住院评估及治疗 ， 在病房开
展住院患者的座谈会 ， 为患者演示
康复运动方法， 让患者们亲自动手、
亲身感受 ， 这样的康复锻炼活动 ，
简单易学 ， 容易上手 ， 能让患者获
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 指导患者健康
行为建立 。 待病人出院后 ， 工作室
与社区基层医护人员的联动 ， 开设
各种培训活动 ， 目前已培训13个社
区服务中心 、 共计26次 ， 服务医护
人员520人次。

最令大家欣喜的是 ， 通过上门
随访 ， 有效避免了不少老病人病情
的恶化 。 王菊莉兴奋地说 ， 有一位
反复住院的老慢支病人生活习惯一

直不好， 往往出院没几天就又发病，
她和工作室的伙伴把他作为重点对

象 ， 多次到患者家中进行个性化针
对性的指导 ， 纠正患者不良生活行
为习惯 ， 如今老先生病情已基本稳
定， 病人家属对此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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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菊莉劳模创新工作室

护理服务拓展到百姓家
耿道颖劳模创新工作室

医工结合造福千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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