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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龚鹏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4年青岛新型
智慧城市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典型
实践案例评选活动获奖名单公布，西
海岸新区人工智能医疗服务平台项目
榜上有名。
　　据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中心信息
化科负责人孙彭介绍，新区人工智能
医疗服务平台项目由区卫生健康局联
合上海商汤科技共同打造，利用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成全国
首例区域级人工智能影像辅助诊断中
心和人工智能病理辅助诊断中心，覆
盖新区30家公立医院，在医学影像、病
理方面极大提升了诊断精度和工作效

率，新区影像、病理诊断水平得到跨越
式提升。
　　“该平台搭载了多款AI辅助诊断
应用，覆盖基于CT、X线、病理等多模
态医学图像，运用业内最高并发的三
维影像后处理服务能力，开展基于CT、
DR的人工智能影像辅助诊断和以
TCT、消化道为主的病理辅助诊断，为
影像科、病理科、呼吸科、心内科、骨
科、妇科等科室提供了多病种的人工
智能辅助诊断，极大提高了诊断精度，
避免了人工阅片容易出现的漏诊、误
诊等问题，医生阅片效率提升10倍以
上。”孙彭表示，传统的人工阅片诊断
需要30-50分钟，通过AI辅助诊断应

用，从阅片到出报告全流程可缩减至5
-8分钟。通过人工智能医疗服务平
台，AI与新区医疗深度融合、创新应
用，目前已实现新区医疗“AI+影像”的
智慧化升级。截至目前，新区已通过
该平台完成AI辅助诊疗100万例。
　　下一步，区卫生健康局将进一步
深化数字驱动引领医疗服务创新发
展，围绕惠民、惠医、惠政，深入开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融合
应用，以场景创新、应用创新、数据赋
能加快医疗数字变革创新步伐，更好
地服务于新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
展、新区居民高品质生活，为智慧城市
建设输出新区“智慧医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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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龚鹏
　　
  “医生，我最近总是感觉
头晕、喉咙干痒、皮肤干燥、眼
睛不舒服，有时候还会咳嗽或
流鼻血，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些症状可能与长时间待在
暖气房间有关。暖气过热可能
会导致空气干燥，进而引发

‘暖气病’……”近日，在区中
医医院治未病科，一名患者正
在与医生讨论着病情。
　　寒冬时节，温暖的暖气为
我们驱走了严寒。然而，在我
们享受温暖的时候，一个被称
为“暖气病”的健康隐患也在
悄然逼近。“暖气病”的成因是
什么？我们该如何预防“暖气
病”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
访了区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
任张永雷，请他聊聊关于“暖
气病”的那些事。

新区人工智能医疗服务平台获评市级典型实践案例

AI助力，医生阅片效率提升10倍

开窗通风不能少，适量运动强体魄
  供暖季，很多人为了保持室内
温度，会减少开窗次数。然而，长时
间不通风会导致室内空气质量下
降，滋生细菌和病毒，增加患呼吸道
疾病的风险。“为了预防‘暖气病’，
我们可以在空气质量良好的天气
里，每天至少开窗通风两次，每次半

小时左右。这样能够减少室
内细菌和病毒滋生，减少呼吸
道疾病的发生。”张永雷说。
　　寒冷的冬天，很多人因为
怕冷而减少户外活动，但张永
雷表示，适量的运动对于预防

“暖气病”非常重要。“适量的运动可
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加快新陈代
谢，提高身体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张
永雷建议，老年人可以选择打太极
拳、练八段锦或晒太阳等温和的运
动，这样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年轻
人可以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如跳
跃、打球、慢跑、骑车等，这些运动可
以有效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
和新陈代谢。
　　“供暖季，我们要采取适当的措
施预防‘暖气病’，在享受温暖的同时
保持身体健康。”张永雷说道。

“暖气病”症状多样，老人孩子易中招
  张永雷介绍，“暖气病”并非医学
上的正式诊断名称，而是一个集合了
多种不适症状的统称。“这些症状包
括早上醒来时口干舌燥、皮肤紧绷、
鼻腔出血、头晕无力，严重时甚至会引
发咳嗽、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哮喘
等疾病。”张永雷介绍说，这些症状都
与供暖季室内外温差大、空气干燥、室
内空气流通不畅等因素有关。“早上
起床时，感到喉咙干痒、皮肤干燥甚
至有些刺痛。此时，不少人会误以为
这是没睡好或天气变化引起的小毛
病。实际上，这可能是患上了‘暖气
病’。”
　　“在供暖季，我们的身体习惯了
室内的高温，因此血管扩张，血液循

环加快。一旦来到室外，血管面对
刺骨的寒风会迅速收缩，这种剧烈的
温差变化很容易导致感冒，甚至诱发
哮喘、支气管炎等疾病。”张永雷指
出，特别是对于老人、孩子等免疫力
较低、抵抗力较弱的人群来说，温度
的骤然变化会对健康造成极大威胁。
　　供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室内
空气干燥。“北方的冬季，空气原本就
干燥，暖气的使用更是加剧了这一问
题。”张永雷说，室内干燥的空气会加
速人体水分流失，导致皮肤干燥、口
干舌燥、鼻腔出血等症状，长期处在
这样的环境中，可能会削弱人体上呼
吸道的防御功能，诱发感冒、哮喘等
呼吸道疾病。

室内温度要适宜，增加湿度很必要
  “在离开温暖的室内环境时，要
记得穿好保暖衣物，避免因室内外
温差过大而感冒。同时，室内温度
也不宜过高，要适度开窗，让室温保
持在18℃至24℃为宜。”张永雷说。
　　针对室内空气干燥的问题，张永
雷建议市民朋友采取相应的增湿措
施。“使用加湿器是一个直接而有效
的方法，它可以迅速增加室内湿度。
此外，还可以在室内放置清水、绿植
或湿毛巾，这些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室内湿度。值得注意的是，加
湿器需定期清洁，防止细菌滋生。”张
永雷提醒道。

　　在供暖季，除了室内外温差增大
和空气干燥问题，我们的饮食也需进
行相应调整。“每天要保证饮水2000
毫升左右，以补充身体因空气干燥而
流失的水分。”张永雷指出，同时，要
多吃苹果、梨、橘子等含水量高的水
果，这些水果不仅能补充水分，还能
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增强身
体的抵抗力。另外，张永雷还提醒市
民朋友尽量少食辛辣、油腻、生冷等
刺激性食物，以清淡饮食为主。“准备
食物时，要确保食材新鲜，烹饪过程
和储存方式也要得当，避免细菌滋
生。”张永雷说。

医讯速递

　　□记者 龚鹏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在区中心医院
消化中心消化内科主任李彬的诊室
里，一位母亲焦急万分。原来，她的
儿子因“反复脐周及右下腹痛”被诊
断为阑尾粪石伴急性阑尾炎，已辗
转多家医院治疗。由于孩子只有12
岁，家属对做手术有顾虑，便选择了
输液保守治疗，但效果不佳。
　　李彬马上对患儿进行检查，发
现患儿是因阑尾粪石阻塞阑尾腔发
生急性阑尾炎。他告诉孩子的母
亲，现在无需手术，有更好治疗方
法：内镜下逆行阑尾炎并直视下取
石治疗。患儿家属立即同意使用该
方法治疗。
　　术中，医生利用先进的一次性成
像导管（子镜），在直视下成功取出多
块粪石。术后复查CT显示阑尾腔内
无粪石，患儿在观察治疗3天后顺利
出院，无腹痛、发热等不适症状。
　　李彬告诉记者，该手术的内镜
子镜直径仅3毫米，结肠镜顺利到达
回盲部后通过肠镜活检孔道可以将
子镜送入阑尾腔内，直视下在阑尾
腔内进行诊断、冲洗、取石、引流等
治疗，取出阑尾粪石。“该治疗方法
不仅达到了不开刀治疗阑尾炎的效
果，还避免了以往阑尾冲洗治疗需
在X线下的放射影响，患者不开刀、
不打孔、不接受辐射即能取得良好
的治疗效果，减轻了病痛，提高了生
活质量，为阑尾炎的治疗提供了新
选择。”李彬说道。

内镜下逆行治疗术
不开刀巧治阑尾炎

　　□记者 龚鹏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4年全国基层
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
目名单公布，西海岸新区中医医院
中医经典科（针灸科）主任医师王环
仁榜上有名，这也意味着全国基层
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落户区
中医医院。
　　近年来，区中医医院通过建设
传承工作室，整理并传承基层名老
中医药专家王环仁的学术经验和临
床诊疗技术，培养继承人、挖掘基层
中医药人才，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
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
服务的需求。
　　王环仁作为经验丰富、医术精
湛的老中医药专家，通过师承教育、
临床实践等方式，传授中医药知识
和技能，培养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传承团队和继承人才。王
环仁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
工作室集临床、教学、科研、养生于
一体，拥有一支中医经典理论功底
扎实、临床经验丰富的中医团队。
团队运用中医辨证思维方法，以经
方及传统治疗技术的综合运用为特
色，在专科疾病诊疗上对名中医经
验兼容并蓄。
　　未来，区中医医院将进一步加
强中医人才的培养力度，提升中医
诊疗水平，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优
质高效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区中医医院王环仁
工作室成功入选

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名单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