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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类疾病，有的来势凶
猛，不及时医治可能危及生命；有的反复发作，积年累月伴
随患者一生。为提升心血管疾病治疗能力，济医附院兖州
院区心血管内科大力推进胸痛、高血压、心衰、心脏康复等
中心建设，实现“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到“以患者健康为中
心”的转变。胸痛中心自成立以来，对急性心梗患者的救
治愈发快速、有效，并在兖州区构建起区域协同急性胸痛
救治网络，打通胸痛救治的“最后一公里”。今年筹建的高
血压中心、心衰中心，以现代医学健康理念为指导，致力于
推动心血管慢病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为解决心血
管病患者预后康复难题，医院成立心脏康复中心，根据身
体评估报告制定个体化康复方案，提供全程管理关爱，让
患者更好地与疾病抗争。

胸痛中心：
争分夺秒演绎生死营救

2017年12月，济医附院兖州院区整合急诊科、心内
科、影像科等科室功能，在医院层面成立胸痛中心。一年
后，胸痛中心顺利通过国家级胸痛中心认证，在此基础上，
济医附院兖州院区又于今年上半年获批成立兖州区胸痛
中心，开启了医院胸痛治疗新篇章。

对于急性心梗救治而言，时间就是生命，患者发病急、
病情变化快，越早开始抢救就能更多地赢得时间。为此，
胸痛中心医疗团队不断提升医疗技术和操作熟练度，强化
与各医疗单位间的无缝对接、高效合作，避免就诊、转诊等
环节延迟。经过中心上下的不懈努力，急性心梗患者救治
的D-to-W（患者进入医院至闭塞血管开通）时间，已从胸
痛中心成立前的120分钟降至月均50分钟，最短用时仅有
21分钟，让急性心梗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为更有效地实现救治流程向前延伸，胸痛中心为救护
车安装了远程信息传输系统。对通过120救护车辆送至
医院院患者，在车上即可进行心电监护、血压、血氧饱和度
等生命指标监测，并实现患者信息的实时传输，胸痛中心、
急诊科、心电图室第一时间接收信息，便于进行远程协助
诊疗。对于自行来院的胸痛患者，医护人员在分诊台即可
测量生命体征、询问病史，进行胸痛等级判定，对高度怀疑
心梗的患者，直接一键启动导管室进行抢救。

在做好自身发展建设的同时，胸痛中心也在积极构建
区域协同急性胸痛救治网络，为兖州区急性心梗患者畅通

生命通道。济医附院兖州院区先后与小孟镇卫生院、新驿
镇卫生院等6家医联体医院签订急性胸痛协同救治协议，
推进急性胸痛疾病的筛查、诊断、救治、转诊一体化服务，
实现全区患者院外救治与院内救治的无缝衔接。急性心
梗患者在网络医院就医，也能得到胸痛中心专家会诊指
导，尽早明确诊疗方案，医院之间开通急救绿色通道，最大
限度缩短救治时间，提高救治成功率。

此外，该院还通过开展送医下乡、免费体检、乡医培训
等活动，为基层群众做好疾病早期筛查和健康指导，提高
基层群众对急性胸痛的知晓率，提早发现问题，在发病时
能够及时就医，从而争取更大的获救可能。

高血压中心、心衰中心：
心血管慢病管理更精细、规范

近年来，伴随着医学健康理念的改变，对于心血管慢
病开展有效的健康管理已然成为一种趋势。今年，济医附
院兖州院区开始建设高血压达标中心、心衰中心，推动心
血管慢病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也是心脑血管病最主要的
危险因素，会引发诸如脑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慢性
肾脏病等并发症。然而，和其他疾病不同，高血压平时并
不太受到患者的重视，很多患者都是到发病时才去就医，
但为时已晚，以至于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建设高血压达标中心，主要是规范高血压诊治和
管理，提高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可最大限
度地降低心血管发病和死亡的风险。”据济医附院兖州
院区心血管内科主任杨建介绍，作为高血压达标中心的
区域牵头医院，济医附院兖州院区在具备高血压规范化
诊疗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医疗资源，与兖州区多
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形成良好的技术协作
关系，开展业务培训，建立起双向转诊制度，提升兖州区
高血压整体诊疗水平。同时，为高血压患者建立健康档
案，通过网络实现数据共享，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对患者进行健康管理，借助家庭医生力量实施定期
随访，指导患者按时、定量服药，若患者遇到急危重症，
则送至济医附院兖州院区高血压达标中心，使其获得更
及时、有效的救治。

和高血压一样，心衰的治疗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
样也有不少患者症状减轻了就会放松治疗。在我国，心衰

高危人群数量庞大，心衰也被称作“不死的癌症”。与其他
心脏病相比，心衰住院时间长、治疗效果差，不少患者不愿
意到基层医院就诊，为此，建设心衰中心便显得尤为重
要。通过开展心衰规范诊治，促进心衰综合防控水平提
高，降低心衰再住院率和死亡率。

在济医附院兖州院区，对于心衰患者的健康管理已持
续开展多年，让众多患者从中受益。今年40岁的刘先生
是一名四级心衰患者，年轻时曾突发心梗，心脏放了支架，
也经常憋喘，在接受系统治疗后，病情得到有效管理，最近
五六年一直保持着健康状态。据杨建介绍，针对不同患
者，中心会在全面评估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药物和非药物
治疗，强化运动康复。制定长期管理方案，例如开展随访、
监测等，建立心衰管理数据库，在医务人员中加强指南推
广及应用，提升患者及家属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药物依从
性，在延长患者生命长度的同时，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心脏康复中心：
为患者提供全程管理关爱

经受过病痛损伤，很多患者的心脏功能大不如前，跑
一会儿步就憋喘、胸口疼，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他们能够
适量运动，促进身体康复，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疾病后限制活动、卧床静养更有利于疾
病恢复，但长期限制活动也会对机体带来不利影响，诸如
引发肌力减退、肺通气功能减低、血液粘度增加，进而导致
坠积性肺炎、肺栓塞等病症，甚至可能出现心理问题。”据
杨建介绍，通过开展心脏康复，可提高患者心肌对缺氧的
耐受性、增加机体组织的最大摄氧能力，增进心理健康水
平，减少病后心理及精神上患抑郁症的几率，向健康的生
活模式转变。

目前，济医附院兖州院区积极建设心脏康复中心，运
用药物、运动、营养、心理、患者教育等心脏康复五大处方
开展心脏功能康复，有助于缓解和抑制动脉粥样硬化进
展，预防心血管疾病、冠心病的发展；提高运动耐受能力，
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减少心脏事件，控制危险因素，全面改
善生命预后。适合急性心肌梗死、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接
受过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心脏
瓣膜手术、心脏起搏器手术的患者和慢性稳定型心绞痛、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及其代谢综合征的患者。

“心脏康复主要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院内康

复，是对病情较为稳定的心脏病患者进行早期步行训练及
简单的力量训练，让患者出院后能完成一些简单的肢体活
动。之后的第二、三阶段将分别以医生指导下的门诊和家
庭康复为主，中心康复团队在对患者进行风险评估后，将
为其制定个体化的心脏康复方案。”杨建表示，今后，心脏
康复中心将开展心脏康复规范化培训，提升医疗团队对心
脏康复报告的诊断评估能力和常见应急事件处理能力，完
善心血管预防管理措施，将心脏康复融入临床治疗的每一
个环节，为心血管疾病患者提供全程管理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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