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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2日，吕梁市医疗卫生“桑梓联盟”大会现场座

无虚席，投影幕布上闪烁着专业图表与病例影像，来自

全国各地的医学专家带着对家乡医疗事业的热忱，围绕

医学影像、影像技术、风湿免疫等重点领域展开深度学

术交流。专题报告、案例解析与技术研讨轮番登场，将

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推动区域医疗发展的“硬核”方案，

为吕梁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我们先从眼眶的解剖分区开始分析。”北京同仁

医院李建红博士带来了题为《眼眶常见肿瘤及肿瘤样

病变》的分享。大屏幕上，眼眶三维解剖图与 CT、MRI
影像对比图交替呈现，她指着图像强调：“CT在骨结构

显示上优势明显，而 MRI对软组织分辨更为精准。”随

着 PPT 页面翻动，常见良恶性肿瘤及肿瘤样病变的分

类框架逐渐展开，病灶形态、密度、信号等核心影像特

征被醒目标注。分享结束后，台下立刻响起提问声，一

位医生就不典型病例诊断难题求教，李建红博士迅速

调出对应 PPT页面，结合典型案例抽丝剥茧般讲解，现

场参会者频频点头。

山西医科大学影像学院院长牛金亮教授的《胎儿

骨骼发育不良 MRI 成像》讲座同样精彩。画面中，不

同孕周胎儿骨骼发育的 MRI影像按时间轴有序排列，

“多平面成像和软组织高分辨率，让 MRI 能清晰捕捉

骨骼细微异常。”牛金亮教授边说边放大致死性侏儒、

成骨不全等疾病的影像图片，详细解读骨长度缩短、脊

柱曲度改变等特征性表现。

“CT辐射剂量究竟如何计算？”山西白求恩医院放

射科影像师郭子泉的开场直击痛点。他分享的《CT辐

射剂量与辐射危害到底有多大》里，照射量、吸收剂量

等专业概念配合动态数据模型，CTDI剂量指数与手机

辐射数值在对比图表中一目了然。

专家们倾囊相授，参会者踊跃提问，从医护基础

到前沿技术，从理论知识到临床实践，思维的火花

不断迸发。“这些分享不仅有技术干货，更带来了从

解剖到病理的整体诊断思路，对提升基层疑难病例

诊断能力太有帮助了！”这场充满温度与深度的学

术盛会，正以知识为纽带，凝聚起推动吕梁医疗事

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 本报记者 刘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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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2日上午，吕梁宾馆至善厅内，急救医学、妇

产科和骨科专委会负责的学术交流会上，六位医学专

家怀揣前沿诊疗理念、临床实战智慧与医院管理心得，

与吕梁医疗同仁展开了一场碰撞真知的深度对话。

“回到吕梁就是回到了家。”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

院的朱宏伟看着、听着场内熟悉的面孔和乡音，语气中

满是感慨。他以《以学科建设为导向双向互动促进医

院高质量发展》为题，结合多年管理经验，从绩效激励

机制到团队协作模式，层层剖析医院发展的核心密

码。“激励政策指向哪里，团队的活力就汇聚在哪里。”

朱宏伟话音未落，台下便响起热烈掌声。交口县人民

医院张大江频频点头，会后拉住记者分享：“这些经验

太宝贵了，为我们基层医院调动员工积极性指明了方

向。”

“腰椎管狭窄治疗，微创技术如何精准定位？”山西

白求恩医院的李强一开口，便牢牢抓住了现场骨科医

生们的注意力。作为土生土长的吕梁人，他将颈胸腰

椎退行性疾病治疗的“看家本领”倾囊相授，结合多例

真实病例，细致讲解微创手术的操作要点与风险规

避。“原来这类手术还能这样优化流程。”来自吕梁市第

一人民医院的一名骨科医生边记笔记边感叹，“以前遇

到复杂病例总有些顾虑，李老师的分享就像点亮了一

盏灯，以后处理起来心里更有底了。”

交流会现场，专家们金句频出，参会医生们时而凝

神思考，时而举起手机拍摄 PPT重点，现场气氛热烈而

真挚。交流会结束后，现场的医生们迟迟不愿离去。

他们三五成群，或是围着专家继续请教，或是与同行热

烈讨论着刚刚学到的知识。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交

流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情感的共鸣。“桑梓联盟”的

专家们带着对家乡的深情，送来最实用的“医疗锦囊”，

这是吕梁百姓的福气。

此次交流会虽已落幕，但“情系故里，医惠吕梁”的

种子已然种下。未来，吕梁将以此次交流会为契机，持

续深化与外界的学术合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

前沿技术、先进理念在吕梁大地生根发芽，为吕梁人民

的健康筑牢坚实防线。

六月的吕梁，山峦叠翠，生机盎然。6月 22日，一

场汇聚医学智慧、承载医者情怀的学术盛宴——吕梁

市医疗卫生“桑梓联盟”大会在众人期待中拉开帷幕。

吕梁市医学会相关专业委员会成员与来自天南海北的

顶尖医学专家齐聚一堂，围绕麻醉、普外、耳鼻喉等领

域，展开深度交流，为吕梁及周边地区医疗事业发展注

入澎湃动力。

在吕梁国际宾馆的崇礼厅内学术氛围热烈浓厚。

在麻醉学交流环节，褚华清博士侃侃而谈：“去阿片化

策略是术后疼痛管理的重要探索方向，微针经皮给药

技术的创新成果，有望为患者带来更安全、有效的镇痛

体验。”她分享的《去阿片化策略在术后疼痛管理中的

应用研究》，引发与会者热烈讨论。张一强博士也带来

了精彩内容，他讲解《基于 STOP 原则的清醒气管插

管》时强调：“这一原则能有效提升临床麻醉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为麻醉实践开辟新路径。”

普通外科专场同样亮点频出。贺伟教授结合多年

临床经验，就胃食管反流病外科治疗进行深入探讨：

“我们要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让基层医院也能掌握实用的诊疗方法。”这番分享，让

基层医疗工作者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耳鼻喉科专题交流中，傅新星教授提到：“老年听

力减退的预防与干预刻不容缓，我们要通过科学手段，

帮助老年人重拾‘有声世界’。”刘环海教授则分享了慢

性鼻炎、鼻窦炎的精准诊疗新方案，“前沿疗法的应用，

将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王林娥教授深入解析

乳突根治术后不干耳成因，其研究成果兼具学术深度

与临床实用性，赢得阵阵掌声。

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不仅让基层医疗工作者接

触到前沿医学知识与技术，更凝聚起推动吕梁医疗卫

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月 22 日 ，吕 梁 市 医 疗 卫 生

“桑梓联盟”大会现场热浪翻涌，这

场汇聚分子生物学、皮肤性病学、

男科学、护理学等多领域精锐的医

学盛会，在盛夏点燃了学术热情。

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山西省人民

医院等机构的专家们，怀抱最新科

研成果归乡，用一场场“接地气”的

分享，让前沿医学理论在吕梁医疗

沃土中生根发芽。

“大家知道吗？一片小小的叶

酸，可能影响着大脑发育的整个轨

迹！”首都儿科研究所的王建华教

授站在讲台上，举起手中的叶酸模

型，目光扫过台下聚精会神的听

众。在《营养素叶酸与脑健康》的

分享中，他结合临床案例，深入浅

出地阐述叶酸在细胞分裂、DNA合

成 及 神 经 系 统 发 育 中 的 关 键 作

用。当讲到叶酸通过降低同型半

胱氨酸水平保护脑血管时，台下有

医生提问：“对于高同型半胱氨酸

血症的孕妇，叶酸补充剂量该如何

精准把控？”王建华教授耐心细致

地解答，现场响起阵阵掌声。

在皮肤性病学领域，山西省人

民医院梁丽丽博士的《损容性皮肤

病》分享正引发热烈讨论。大屏幕

上，玫瑰痤疮患者的临床照片清晰

呈现，她对照最新诊疗指南，从发

病机制讲到前沿治疗技术。“梁博

士，遇到激素依赖性玫瑰痤疮，该

如何平衡抗炎与修复？”一位基层

皮肤科医生的问题，让梁丽丽博士

现场打开手机病历库，调出相似病

例的诊疗过程，与大家共同分析治

疗方案的制定思路。

“护理质量的提升，从来不是

一个人的战斗！”“我们可以用 PD⁃
CA 循环优化交接班流程！”“品管

圈能更好地解决压疮预防难题！”

山西省人民医院的石贞仙教授以

《护理质量持续改进》为题进行分

享，通过大量案例讲解了如何寻找

问题、制定有效目标、利用质量管

理工具跟踪改进、分析改善效果等

内容。在护理工作中，质量持续改

进是提升护理服务水平的关键。

通常会利用如 PDCA 循环、品管圈

等工具，从患者安全、护理服务标

准化、人文关怀与满意度、信息化

管理等方向入手，收集数据发现问

题，分析原因并制定措施，持续评

估效果以调整策略。石贞仙的分

享对于推动护理质量持续改进在

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能帮助护理人员更好地掌

握相关方法和技巧，提高护理质

量，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

务。

□ 本报记者 刘小宇

分子生物学等学科技术交流会

聚焦前沿 共促医学发展

“吕梁地区由于饮食习惯等因

素，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有它的特

点，我们希望通过推广科学的防治

理念，为家乡百姓筑起健康防线

……”6 月 22 日上午，吕梁市医疗

卫生“桑梓联盟”大会举行期间，七

场 高 规 格 的 学 术 交 流 会 同 时 开

展。在心内科、物理医学与康复

学、血液、消化内镜等专委会负责

的交流会上，来自中华医学会太原

分会的专家薛伟珍言辞恳切，将前

沿医疗学术技术与丰富临床经验

毫无保留地进行深度分享。

这场交流会座无虚席，来自吕

梁各地的医生踊跃参与，满怀求知

热情，眼神中满是对知识的渴望，

现场气氛热烈。在互动环节，大家

纷纷就临床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向

专家请教，专家们耐心细致地逐一

解答，现场的思维碰撞让每一位参

与者都受益匪浅。“这样的学术交

流太难得了，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了

最前沿的医疗技术，还学到了很多

实用的经验和方法，对我们今后的

工作帮助太大了。”来自汾阳市人

民医院的医生穆晓辉激动地与身

边的同行分享着自己的感受。

在随后两个半小时的深度交

流当中，曹建光、张全卯、田卫伟、

梁弘扬四位来自不同专业、不同

领域专家教授围绕各自从事的学

科 在 现 场 与 大 家 进 行 了 深 入 探

讨。“此次学术交流会吸引了来自

全国各大知名医院的医疗专家，

这些从我们吕梁走出去的医者，

在各地医疗领域已经取得了卓越

成就，但始终心系家乡，此次带着

满腔热忱回归吕梁与我们交流，

心里特别踏实，这是属于我们的

盛会！”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康复医院的梁弘扬医生眼中闪

烁着光芒，难掩内心的激动。在

山西省肿瘤医院张全卯医生的交

流环节，他结合自己多年临床工

作经验，分享了在超声胃镜及超

声器官镜下细针的穿刺活检和内

镜下的消化道早癌、黏膜下肿物

及神经内分泌肿瘤等疾病诊疗的

经验，让参会人员如获至宝，频频

点头，深受启发。

□ 本报记者 高茜

介入医学等学科技术交流会

“医”技之长报乡恩

影像及风湿免疫等学科技术交流会

桑梓情深 健康同行

神经外科等学科技术交流会

情牵故里送医道

肿瘤学科技术交流会

共探肿瘤诊疗新篇

麻醉、普外等学科技术交流会

医路逐梦绽光辉

□ 本报记者 高茜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 本报记者 韩笑

□ 本报记者 王洋

经济专刊部主办 策划：张文慧 责编：温宇晗 校对：孟柯妤

中医特色诊疗学科交流会

中医惠民 反哺故乡

6月 22日上午，在吕梁宾馆聚仁厅，来自山西省中

西医结合医院的三位吕梁籍医学专家，立足自身深耕

领域，用专业知识回馈故土，带来了极具深度与实用性

的分享，吸引了众多本地医务工作者，现场座无虚席，

学术氛围热烈浓厚。

在这场思想与经验交织的交流会上，山西省中西

医结合医院，经典扶阳科副主任医师李跃进，凭借近

20 年扎实的中医临床经验，以“经方扶阳”为核心，开

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探讨。他从中医经典理论出

发，结合大量临床案例，深入阐释阳气“趋病性”与“祛

病性”的独特理论，层层剖析三阳病、三阴病与阳气作

用的内在关联。他特别强调，在临床实践中，扶阳并非

简单的温阳补火，而是要根据患者个体差异与病情变

化，精准把握阳气运行的复杂机制，灵活运用经方的千

变万化，为中医内科疾病的诊疗提供了全新思路。

中医妇科专家李晓丽，则以临床中常见且棘手的

盆腔炎为切入点，在《盆腔炎的名家名医论坛》分享中，

系统梳理了哈荔田、罗元恺等多位中医大家治疗盆腔

炎的经典理论与特色方法。她不仅总结了前辈们在解

毒祛湿、理气化痰等辨证施治方面的宝贵经验，还直面

临床痛点，深入探讨如何快速控制盆腔炎性疾病、防治

后遗症，以及化解炎性包块等难题，为妇科疾病的中医

药治疗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而深耕内科疑难杂症

领域三十余年的主任医师穆志明，以《乙巳年五运六气

推演》为主题，将古老的五运六气理论与现代临床实践

相结合，从天地阴阳变化的宏观视角，解读人体体质与

疾病发生、发展的内在联系，为疾病的预防与诊疗开辟

了跨学科、跨维度的思维路径。

现场参会人员认真聆听、积极互动，纷纷表示专家

们的分享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贴合临床实际，对提升

自身诊疗水平、推动当地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此次交流会不仅是医学知识的传递，更是吕梁籍

专家心系家乡、反哺故土的深情见证。他们用多年积

累的学术成果与临床经验，为吕梁地区肿瘤及相关学

科的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搭建起高端学术交流与技术

提升的平台。未来，吕梁市将持续开展更多活动，凝聚

更多在外医学人才力量，让前沿医学理念与技术在家

乡落地生根，真正实现“情系故里，医惠吕梁”的美好愿

景，为群众健康筑牢坚实屏障。

6 月 22 日上午，吕梁宾馆四楼思义厅内，一场以

“情系故里，医惠吕梁”为主题的肿瘤学学术交流会

正热烈展开。六位医学专家齐聚一堂，带着前沿诊

疗理念与临床智慧，为吕梁医疗同仁奉上一场知识

盛宴。

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山西医院的刘慧娟

教授，以《乳腺癌腋窝手术的历史、沿革与争议》为题，

将乳腺外科百年演进凝缩于屏幕：从古希腊的手术尝

试，到 Halsted 根治术确立“广泛切除”理念，再到前哨

淋巴结活检术开启精准微创时代。

山西省肿瘤医院妇瘤科主任医师赵瑞霞紧接着带

来《卵巢癌全程管理新模式》。她揭示的诊疗现状令人

警醒：全球年新增卵巢癌超 31 万例，70%患者三年内

复发，晚期患者五年生存率仅 30%-40%，“卵巢癌发病

率居妇科肿瘤第三，死亡率却占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

之首，复发是治疗的最大挑战。”一组组数据，凸显卵巢

癌全程管理对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价值。

山西省肿瘤医院介入治疗科的薛耀勤，则以《肿瘤

的消融治疗》解锁“温度抗癌”密码。屏幕上，“50-70℃
蛋白变性、71-99℃凝固坏死”的理论阐述，与“喉癌转

移患者经介入栓塞+氩氦刀成功控瘤”的临床案例交

织，为晚期肿瘤治疗开辟新路径。

会场内，病理科、呼吸内科专家跨界互动，让“多学

科协作”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诊疗思路碰

撞。这场持续两小时的交流，不仅仅是知识的盛宴，更

是“反哺家乡”的实践。

专家们以专业为桥梁，将肿瘤诊疗前沿理念注入

吕梁医疗土壤：从乳腺癌手术的历史思辨，到卵巢癌的

全程管理探索，再到消融技术的临床应用，每一个专题

都紧扣“提升基层诊疗水平”的初心。

当最后一页幻灯片隐去，会场经久不息的掌声，既

是对专业学识的致敬，更是对“医惠吕梁”愿景的期许

——肿瘤诊疗的火种已播撒，未来必将在吕梁大地孕

育更精准、更温暖的医疗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