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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青岛早报联办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建设幸福宜居美丽青岛

保持血液安全事故
持续“零”发生

近年来，血液采集量远远不能
满足医疗机构用血需求。为推动青
岛市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发展确保满
足临床用血需求和保证血液安全，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益，根据
国家、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制定了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促进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发展的通
知》，提出了总体要求和六项重点工
作，《通知》明确，到2025年，力争献
血率达到15‰，全市大中专院校和
技工院校适龄师生献血率达到
12%，血液安全事故持续“零”发生。

实现临床血液供应安全高效

《通知》总要求是深入推进健康
青岛建设，全面提升血液安全保障
能力及采供血服务能力，着力解决
我市血液采集供应不平衡、不充分
的矛盾，实现临床血液供应安全高
效，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完善工作体系，依职权落实
各区市、各部门在无偿献血组织动
员和保障投入方面的相关责任，健
全“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
与”的无偿献血长效工作机制，促
进血站服务体系与医疗服务体系
发展协调一致；提高管理水平，加
强智慧城市血液网建设，持续提升
血站血液质量安全和医院科学用
血管理水平，切实提高血液联动保
障能力；强化宣传引导，推动无偿
献血政策、知识广泛普及，营造全
社会关心支持无偿献血事业发展
的浓厚氛围。

健全血液应急联动保障机制

健全无偿献血统筹协调机制，

将无偿献血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等工
作相结合，将工作开展情况纳入精神
文明建设、卫生城市创建、文明单位评
价指标体系。立足无偿献血事业长远
发展需要，做好血站分中心、献血场所
等医疗卫生设施专项规划审查批准和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工作，优化献
血服务网点，提升血站综合服务能力，
确保血站服务体系与医疗卫生发展趋
势相适应；健全血液应急联动保障机
制，建立血液应急保障预案和预警机
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加强应急献
血者队伍建设，指导各区（市）组建不
少于年献血总人次 5%的应急献血者
队伍，加强省内血站之间、采供血半岛
联盟内部的血液应急调配工作，做好
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下的
血液保障，为血液调配运输通行、献血
屋周边临时停车位、流动献血车临时
停放、送血车加装标志灯具和警报器
等事宜提供绿色通道，确保血液采集
运输安全、有效、快捷。

健全重点群体率先献血的示范引
领机制，充分发挥党政机关、重点单位
党员干部带头献血的示范引领作用，
积极动员、组织干部职工参加无偿献
血，为全社会作出表率。加强宣传教
育，组织大中专院校、技工院校、医疗
卫生机构、国有企业及其他企事业单
位职工和师生积极参加无偿献血，进
一步拓展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
荣誉奖志愿者及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等荣誉人员公立医院就医等优待服
务范围；健全临床科学合理用血监督
管理机制，加强对医疗机构临床用血
监管，严格把控输血指征，积极推广
自体输血和微创手术等节血技术，科
学合理用血。依托我市智慧血液管
理平台，加强医疗机构血液质量安全
监管和血液库存预警管理，定期对无

偿献血和临床合理用血工作情况进行
检查评估，对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及
时总结推广，对工作推进慢的医疗机
构进行监督指导。

稳步拓展无偿献血模式

大力宣传无偿献血精神，将推动无
偿献血工作与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提高公民道德素养相结合。积
极推动广播电视节目、信息网络视听节
目和公共视听载体节目播放无偿献血
公益广告，在城市主要路段、广场、公
园、商业区和旅游景区等公共场所设置
无偿献血公益广告牌或知识宣传栏，科
普无偿献血“四免政策”及还血政策，大
力宣传无偿献血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
弘扬无私奉献和献血救人的人道主义精
神，传递社会正能量，形成全社会关心支
持和参与无偿献血的良好社会氛围。

稳步拓展无偿献血模式，拓展无偿
献血宣传招募模式，推动团体单位有序
组织和街头献血屋无偿献血协调发
展。积极推动无偿献血“进机关、进社
区、进企事业单位、进农村、进校园、进
写字楼”，各级共青团组织、红十字会等
单位广泛动员联系本领域志愿者，积极
参与无偿献血宣传和服务工作，普及健
康献血知识，提升无偿献血知晓率和参
与率，保障“淡季”血液供应。创新工作
思路，运用“互联网＋无偿献血”等服务
模式，为献血者提供个性化服务。推广
使用电子献血荣誉卡和电子献血证，完
善献血后结果查询
功能，依法推进血站
信息公开，增进社会
信任。

观海新闻/青岛
早报首席记者 孙启
孟 通讯员 任霄惠

深入推进健康青岛建设 实现采供血协同稳步增长和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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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82888000
康复大学青岛中心医院
心脏大血管外科门诊开诊

康复大学青岛中心医院继成立了由
国内知名的心血管外科专家徐平教授领
衔的心脏大血管外科后，心脏大血管外科
门诊本周正式开诊。

医院将心血管外科、麻醉与围手术期
医学科、体外循环、围手术期重症监护等学
科人员进行整合，护理团队成员均有到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中国医学科学
院阜外医院心外科进修经历，组建了高水准
的专业手术及护理团队，以国内一流心血
管外科专业发展为目标，坚持高起点的发
展方向，采用国际化、现代化管理模式，坚
持“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全力为患
者提供优良的心脏大血管外科医疗服务。

科室配备体外循环机、血液回收分离
机、体外膜肺氧合（ECMO）系统、主动脉
内球囊反搏（IABP）仪等先进诊疗设备，可
以开展冠状动脉搭桥术以及二尖瓣、三尖
瓣成形及置换术、主动脉瓣置换术、升主动
脉置换术、全弓置换术、动脉导管未闭结
扎术、房间隔室间隔缺损修补术等心血
管外科手术，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国内先
进水平。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徐小钦 通讯员 马华

从“输血”到“造血”
莱西姜山有了慢性疼痛门诊

为进一步推动山东省卫生健康系统
“万名医护进乡村”活动，促进优质资源下
沉基层，全面推进名医基层工作站建设，
莱西市姜山中心卫生院积极响应号召，在
青岛市市立医院及莱西市卫生健康局的
大力支持下，于2023年4月成立了莱西市
第一家名医基层工作站，让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获得更加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青岛市市立医院基层管理科主任、慢
性肌骨疼痛专家袁丁主动下沉至基层，与
姜山中心卫生院携手构建起坚固的帮扶
桥梁，给基层居民带来福祉。作为工作站
秘书，袁丁在了解到卫生院科室单一、设
备匮乏、人才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分析卫
生院发展现状和辖区居民医疗需求，以颈
肩腰腿痛等慢性病为切入点，开展了 B超
引导下小针刀治疗慢性肌骨疼痛技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了从根
本上提升卫生院的专科服务水平，袁丁通
过临床带教的方式，将 B超引导下小针刀
治疗慢性肌骨疼痛技术倾囊相授，通过理
论讲解、现场示范和实操指导相结合的方
式，耐心细致地讲解每一个操作步骤，深
入剖析其背后的医学原理，使当地医生们
能够真正掌握这些先进技术的精髓。同
时，积极促成姜山中心卫生院与青岛市立
医院疼痛科的结对合作，经过半年的深入
培训，姜山中心卫生院医生们的技术得到
显著提升。

2023年10月，姜山中心卫生院成立由
徐高远主任医师任带头人的慢性肌骨疼
痛科并独立开展业务，截至目前，科室诊
疗人次达到5500余人次，日诊疗人次达30
余人次，诊疗范围已辐射周边即墨、莱阳、
招远等地，有效率达到95%以上，受到患者
一致好评。特色科室的建立填补了卫生
院科室发展空白，推动了基层学科和诊疗
技术实现由无到有、由弱到强、由会到精
的转变，真正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
华丽转身。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通讯员 谢小真

“好好睡一觉的感觉真好！”近日，
在青大附院睡眠医学中心，接受“多导
睡眠监测下麻醉睡眠诱导治疗”的难
治性失眠患者赵女士高兴地说……

长期失眠“睡一觉”成奢望

37 岁的赵女士十几年来因工作
压力大且长期熬夜，逐渐出现入睡困
难、睡眠质量差、白天疲劳、心慌烦躁
等症状。多年来，赵女士曾就诊于多
家医院，但失眠症状却越来越严重，即
使每天口服安眠药物，也只能维持 2
小时左右非常浅的睡眠，“能睡一觉”
成了她长久以来的奢望。

近日，一筹莫展的赵女士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来到青大附院睡眠医学
中心就诊。睡眠麻醉专病门诊医师刘
勇接诊后进行了评估，发现患者存在
滥用药物的情况，大剂量安眠药可能

对她的脑部神经造成损伤。
刘勇医师与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

（主持工作）王琳进行了讨论，决定改
用麻醉药物治疗、逐步减停安定类药
物的治疗计划。为进一步精准确定药
物剂量，治疗团队为赵女士实施了多
导睡眠监测下麻醉睡眠诱导治疗，在
多导睡眠监测和心电监护下，经麻醉
诱导后实时判读睡眠分期。治疗中，
患者实现了完整的睡眠分期（浅睡眠、
深睡眠、快速动眼睡眠）。

“我终于能睡着啦！”赵女士激动
地表示。之后，治疗团队将药量换算
成滴鼻量，指导赵女士定期进行药物
滴鼻治疗，逐渐减小安眠药药量，现在
她已经完全减停了安眠药。

重新“教”大脑学会睡觉

据了解，睡眠监测下麻醉睡眠诱

导治疗主要适用于难治性失眠等重症睡
眠障碍患者，在多导睡眠监测和心电监护
密切监测下，个性化针对患者情况，通过
静脉泵精确微量注入麻醉药物，启动类似
于自然睡眠的慢波睡眠，帮助患者恢复自
然睡眠周期，并通过一定剂量的滴鼻药物
替换大剂量的安眠药，实现了根据睡眠分
期精确用药。

青大附院为山东省内首家开展该技
术，可通过调控具有睡眠功能的脑区，诱
导出患者的自然睡眠状态，重新“教”大
脑学会睡觉，促进睡眠改善，具有治疗周
期短、安全性高、无药物依赖风险等特
点。专家提醒：难治性失眠是一类重症
睡眠障碍，由于诱因症状复杂多样，需经
充分评估后，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睡眠监
测下麻醉睡眠诱导治疗、认知行为治疗、
物理治疗、中医治疗和药物治疗等综合
诊疗方案。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徐小钦

创新技术 挽救被“偷”走的睡眠
青大附院开展睡眠监测下麻醉睡眠诱导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