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胆探索，敢为人先：
创造众多“全国第一”、“世界
领先”的重大突破

秉承“关爱生命、救死扶伤”的
宗旨，胸怀“广智求真、博施济众”
的理念，遵循“医道从德、术业求
精”的院训，130年来，一代代齐鲁医
院人大胆探索、敢为人先，创造了
众多“全国第一”“世界领先”，取得
了多项医疗技术重大突破。

1921年，于复新发明诊断梅毒
新方法“环状沉淀试验”；1930年，尤
家骏在国内率先做头颅浅部霉菌
的分类和鉴别；1934年，侯宝璋编著
中国第一部病理学专著《实用病理
组织学》；1942年，郎健寰、孙鸿泉成
功进行了国内首例全喉切除术，并
开国内食管发音先河；1947年，赵常
林在国内领先开展麦氏截骨术治
疗股骨颈骨折、用肌腱移位术治疗
婴儿瘫后遗症。

1950年，于伟良在国内最早报
告新生儿Rh问题及换血术；1958
年，青年医师杨仁中创制了中国人
工喉，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语言康复
基地；1958年，江森对子宫颈癌根治
术术式进行了改进，并首创腹外淋
巴清扫术；1975年，王天铎在国内成
功实施首例“全喉切除再造术”；
1984年，张运首先在国际上提出应
用多普勒超声心动技术定量诊断
瓣膜性心脏病的四个全新模式和
计算公式；1991年，小儿内科沈柏均
成功完成世界首例异基因无关供
体脐带造血干细胞移植；1999年，由
心外科宋惠民主刀的省内首例原
位同种异体心脏移植手术获得成
功；

2001年，周瑞海发现人心、脑特
异表达新基因；2004年，国内年龄最
大“换心人”在齐鲁医院成功手术
获得新生；2005年，国内首家心脏远
程监护中心在齐鲁医院开诊；2006
年，成功实施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
治疗糖尿病，开创了我国糖尿病治
疗的新途径；2010年，普外科在全国
率先开展序贯肝动脉、门静脉栓塞
技术用于极限肝切除术；2016年，医
院组织13个学科的30余名专家联
合施救罕见贯通伤患者取得成功；
2018年，多学科协作成功完成“中国
第一胖”减重手术；2020年，张运院
士团队发现高频超声测量颈动脉
内膜厚度的新方法和早期诊断动
脉粥样硬化的临床新技术……

这些医学成就，不仅是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历史的见证，更是医院
高速发展的缩影。前沿终究会被后
来者赶超，但不变的是齐鲁医院人
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可贵精神，是
他们攻坚克难、守护人民健康的崇
高信念。在2019年被国家卫生健康
委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综合
类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牵头和主
体建设单位之后，医院又开启了新

征程，向着更加高精尖的医学迈进。

分级诊疗，双向转诊：
构建医联体，提高疑难急危重
症诊治能力

当前，国家医改已经步入攻坚
阶段，大型三甲综合性医院需要更
多承担起疑难危重症研究与诊疗
的重要使命。为此，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确立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1·30”建设模式，即打造一个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用十大支撑平台厚
植基础，以十大建设机制为创新动
力，培育十大诊疗体系高峰。

目前，覆盖心血管疾病、神经
疾病、急诊医学、消化疾病、康复医
学、妇产科学、肿瘤医学、老年医
学、五官医学、代谢性疾病的十大
诊疗体系已经形成优势专科集群，

“山多峰高”的高水平学科体系已
经初露峥嵘。

今年八月初，由该院医务处牵
头推进、大内科主办的《病例大讨

论》活动正式拉开序幕。这是学科
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联系的重要
平台，也是提升医疗质量的重要举
措。超过1 . 2万人通过网络在线观
看了此次病例讨论。

在提升疑难危重病例救治能
力的同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
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
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要求，近年来，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持续推进分级诊疗，畅通双
向转诊工作。

一方面，积极构建紧密型医联
体，鼓励临床科室组建专科医联体，
规范双向转诊程序，重点畅通慢性
期、恢复期患者向下转诊渠道，逐步
实现不同级别、不同类别医疗机构
之间的有序转诊。另一方面，建立了
国内先进的网络医学中心和心脏
远程监护平台，其中心脏远程监护
中心服务覆盖省内11省市，联网800
多家各级医院，为医联体内患者提
供高效、高质的医疗服务。

目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已经
在省内签约77家分级诊疗协作医
院，济南市16家分级诊疗协作网初
步建成落地，效果初显。

改革管理，提高质效：
优化流程，改善医疗服务和患
者就医体验

改革是医院第一发展动力，只
有从体制机制上大胆改革创新，坚
持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并举共进，
才能永葆医院发展活力。

针对患者住院难的问题，医院
采取综合措施加快病床周转，优化
住院流程和收治病种结构，优先收
治疑难急危重症患者，加强急诊留
观患者管理，畅通转院、转科绿色
通道。尤其是在常态化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形势下，面对新情况新问
题，医院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智慧化
水平，“让信息多跑腿，让患者少跑
腿”，简化和优化流程，充分保障患
者权益。

为了缩短手术患者住院时间，
在提前通知住院手术病人做好住
院前准备、住院后可以尽快开展相
关治疗的同时，通过规范流程和适
当延长相关科室工作时间等措施，
加快完成术前病人必需的检查、检
验，减少患者术前等待时间；对术
后患者实施ERAS创新管理模式，
加快患者康复。

同时，医院制定了《关于加强
首台常规手术准时开台和手术安
全核查管理的规定》，加强对手术
的监管力度，制定并实施相应的奖
惩措施，及时公布相关检查结果，
从而提高手术台利用效率，加快手
术周转，保障手术患者安全。截至8
月底，首台常规手术准时开台率已
达到99.30%。

对于超长住院日患者，制定了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超长住院日患
者管理办法》，明确超长住院日的
定义为住院时间超过30天，或虽未
超过30天但超过上一年度该科室
平均住院日的2 . 5倍的住院时间。
要求临床科室严格执行医疗核心
制度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临床诊
疗指南和住院患者管理相关规定，
做好超长住院日患者管理，定期开
展病例讨论，及时分析原因，持续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

医院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
把改善医疗服务和提升患者就医
体验作为重点工作常抓不懈；充分
发挥公益性，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通过全力推进国家疑难病症诊治
能力提升工程(急危重症医学方

向)建设，不断提高疑难急危重症
患者诊疗水平，全面打造“防、诊、
治、康”的医疗服务体系和服务机
制。2019年，医院获得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和健康报社联合评选的

“改善医疗服务创新医院”荣誉称
号。

抗击疫情，健康扶贫：
组派4批援湖北医疗队抗击
新冠肺炎，救治患者751人

在日常医院诊疗工作之外，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勇担社会公益职
责，积极参与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的
应对。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组
派4批援湖北医疗队全力开展危重
症患者救治工作，共救治患者751
人(其中重症、危重症患者共计164
名)，治愈率、好转率等医疗指标均
达到预期效果，并发布援湖北医疗
队《医护工作手册》《感控与护理管
理手册》《武汉方言实用手册》，圆
满完成了国家任务。医院第四批援
湖北医疗队领队费剑春被授予“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
誉称号。

在援助湖北的同时，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积极参与山东省疫情处
置工作领导小组医疗救治专家组
工作，派出7批次累计17名专家常
驻省内各定点医院指导开展医疗
救治工作；制定并向全省推广《新
冠肺炎防控整体方案》，在学术期
刊发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策略与实践》，同
时发布了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医
院感染防控措施。

在健康扶贫方面，按照国家卫
生健康委工作要求，2016—2020
年，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定点对口帮
扶陕西省清涧县人民医院，帮助该
院顺利通过二甲等级评审，转诊率
降到10%以内，属于名副其实的

“造血式”帮扶；先后派专家赴重庆
市武隆区人民医院、重庆市云阳县
人民医院开展“组团式”医疗帮扶
工作。

在山东省内，根据山东省卫生
健康委部署，2016-2018年对口支
援医院7家，2019-2022年对口支援
医院4家，包括夏津县人民医院、禹
城市人民医院、菏泽市定陶区人民
医院和临清市人民医院，受到当地
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站在新起点，阔步新征程，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时刻护佑人民健康，不断冲击
世界医学高峰。

始建于1890年，历经华美医院、共合医
院、齐鲁医院、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数次更名，拥有“北协和、
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的美誉。作为我国
历史最悠久的百年名院之一，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走过了130周年的辉煌历程。

追求卓越、只争朝夕。如今，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在济南、青岛两地多院区发展，开
放床位5000张，年门急诊量496万人次，年
出院患者23万人次，年手术量10万台次，实
现了“超常规、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不断
刷新着百年齐鲁医学新高度。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建院130周年：

打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刷新齐鲁医学新高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晓丽
通讯员 高丹璎 王文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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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正在进行卓越—DSA和腔镜一体化手术。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达芬奇第四代Xi手术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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