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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讯速递

　　□记者 陈蔚
　　通讯员 李映亮 报道
　　本报讯 5月19日是第12个“世
界家庭医生日”，为深入宣传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的意义和内容，隐珠街
道东楼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路
阳光家医团队近日在双珠路社区开
展了以“与家医相约，和健康相伴”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通过悬挂主题横幅、
开展健康咨询、为老年人免费查体
等形式，向居民宣传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的内容和益处，引导居民通过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获得便捷高效的
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东楼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王晓飞表示，未来将继续加强家庭
医生的宣传力度和服务水平，确保
签约一人、履约一人、服务一人，实
现社区卫生服务网全覆盖，为居民
提供“零距离”服务。

家庭医生“上门”
健康服务“到家”

　　□记者 张静
　　通讯员 段勇 报道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健共体
建设，完善分级诊疗及双向转诊制
度，日前，西海岸新区卫生健康局召
开 全 区 健 共 体 建 设 及“三 高 共 管
六病同防”医防融合工作会议。
  会上，各健共体牵头单位、区妇
保院、区疾控中心分管负责人先后
发言，介绍了目前健共体建设情况、

“三高共管 六病同防”工作开展情
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区卫健局基
层卫生健康科负责人对“三高共管
六病同防”工作进行了任务分解。
  会议强调，各健共体要加强优质
资源下沉对基层学科及人才梯队建设
等工作的帮扶力度，提升基层医疗服
务能力，完善分级诊疗及双向转诊制
度。同时，各健共体要加强“三高共
管 六病同防”的学习、培训、宣传，为
全区医防融合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三高共管六病同防”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

　　□本报记者 张静
　　本报通讯员 胡月

　　近日，西海岸新区人民医院成功
为患者刘女士切除腹腔巨大肿瘤。
据悉，切除的肿瘤重约10公斤，目前
患者术后康复情况良好。
　　刘女士今年40岁，近期在无明显
诱因的情况下，肚子“越来越大”，似
孕足月，但其未给予足够重视。前不
久，刘女士平躺时感觉呼吸困难，遂
到新区人民医院就诊。
　　医护人员通过腹部B超及磁共
振检查发现，刘女士的腹腔内有直径
达30厘米的囊实性包块，巨大肿瘤充
满了盆腹腔，包块上至剑突，下至耻
骨。该院妇科主任徐磊带领团队查
看病人后认为，包块近半年生长迅
速，肿瘤巨大程度罕见，来源于卵巢

的可能性大，虽然肿瘤标志物正常，
但不排除恶性可能。
　　据了解，巨大的肿瘤长时间压迫
盆腹腔甚至胸腔脏器，以及腹主动静
脉、下腔静脉等大血管，术中一旦解
除肿瘤压迫，腹压骤降，很可能导致
突发心衰、急性肺栓塞，手术风险系
数极高。如果是恶性肿瘤更加棘手，
一些出血、术后感染、血栓等风险也
会大大增加。
　　为此，徐磊立即带领妇科团队讨
论制定详尽手术方案，对术中、术后
可能发生的并发症进行风险评估，制
定相应预案。隔天，徐磊带领手术团
队紧张有序地开始手术。一打开腹
腔，巨大的肿瘤包膜映入眼帘，考虑
肿物完整取出比较困难，徐磊便在肿
瘤表面选择薄弱地带作为突破口，将

囊液针插入肿瘤内部，把其中的淡黄
色液体抽吸到吸引器里，肿瘤逐渐减
小。据悉，吸出来的液体有一万余毫
升，约10公斤重。
　　术中快速病理报告显示：右侧卵
巢交界性浆液性乳头状囊腺瘤，考虑
有癌变。医生马上与家属沟通病情
及术中情况，进一步扩大手术范围，
改行全子宫双附件大网膜切除+盆
腔淋巴结清扫术。
　　经过近4个小时的努力，手术顺利
结束。术后，科室护理团队认真做好
术后护理服务，刘女士第二天便能下
床活动，目前精神状态良好。

10公斤巨大肿瘤被成功切除

>>检查便捷<<
5分钟完成脚部扫描

  日前，在区第二中医医院3D打印
室，家住珠海二区的陈女士正在护士的
指导下用足底扫描仪进行足底扫描。“我
的脚踝经常疼痛，今天检查才知是扁平
足造成的。”陈女士说，她打算根据医生
的建议3D打印一双矫正鞋垫。
  “通过足底扫描仪的扫描，我们可
以得到患者的足底模型，将它与旁边的
压力检测板结合使用，得到的检测结果
便能合成患者的足底三维模型及压力
数据。针对每位患者的不同足部病症，
我们会对其足底三维模型和压力数据
进行数字化分析，进行三维设计并3D打
印制作出个性化定制矫正功能鞋垫。”
区第二中医医院3D打印室技师焦富海
说，通过调整足底支撑及压力分布，可
使人体行走时处于距下关节中立位的
正确体态，缓解并治疗因足部缺陷而导
致的病症。焦富海表示，3D打印鞋垫还
具有透气、排汗、便于清洗和抑菌等
功能。
  5分钟后，陈女士离开黑色的压力
检测板，焦富海的电脑上便形成了陈
女士的足底三维模型和压力数据。

>>制作快速<<
3小时完成鞋垫打印

  “我们根据足底三维模型和压力数
据设计出了适合您的矫正鞋垫，将通过
垫高中足部位的内侧高度将您的足弓支
撑起来，改变原有的足底受力方式，缓解
扁平足带来的脚踝疼痛等问题。同时，
脚后跟处设计了足跟杯，可以很好地包
裹住您的脚后跟，控制后跟内外过度翻
转，帮助您调整回正常的步态。”焦富海指
着电脑屏幕上的鞋垫对陈女士解释道。
  设计完成，便到了制作环节。只
见焦富海取出一卷紫红色的“线圈”，
将其放置在3D打印机顶部。“这是我们
制作矫正鞋垫的材料——— TPU，它具
有弹性大、不易磨损的特点。”说着，他
便将“线”头拽出，插入打印头顶部的
小孔内，随后转身在电脑前按了几下，
3D打印机便开始工作。
  “整个打印过程需要3小时，患者可
以选择等待后当日取鞋垫，也可以选择
由我们邮寄到家。”焦富海说，除矫正鞋
垫外，患者还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
材料，打印针对孕妇、体重较大者的减
压免荷鞋垫，以及针对糖尿病患者的糖
尿病足鞋垫等。

>>用途广泛<<
精确满足临床需要

  “3D打印技术在医疗领域应用非常
广泛。大致可分为术前手术规划辅助
类、手术导航定位类、个性化定制植入
体类等。”区第二中医医院3D打印室负
责人介绍，术前手术规划辅助类可以将
平面影片重建成3D立体模型并打印出
来，辅助医生进行术前规划、术中指导、
术后印证等，实现个性化精准诊疗；手
术导航定位类是通过建模打印术前导
板帮助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准确实施预
规划方案，达到术中精准定位、减少手
术时间、降低手术风险的效果；个性化
定制植入体类是通过建模打印“定制”
入体的假体及组件。该负责人表示，目
前大多数患者使用的假体就像鞋子一
样，有固定的尺码，如果不合适只能将
就，但是利用3D打印出来的假体及组件
则100%适合患者自身组织及器官，就像
自己的原有器官一样。
  区第二中医医院党委书记束凯伟
表示，接下来医院将进一步探索3D打
印技术在骨科、肿瘤科等科室的应用，
为 新 区 群 众 提 供 更 加 优 质 高 效 的
服务。

新区首台足底扫描仪在区第二中医医院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陈蔚
  本报通讯员 刘尚勇

  双脚是人体站立行走的重要基石，
它既要化解行走和跑步时地面对人体
的冲击，又要为人体提供前进的推力。
据估算，人的一生要走20余万公里，可
以绕地球4圈。随着人们对扁平足、足
外翻等疾病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矫正
鞋垫”一词逐渐走进日常生活。而提到

“矫正鞋垫”，大多数人想到的会是流程
繁琐、价格昂贵。日前，西海岸新区第
二中医医院引进新区首台足底扫描仪，
并在该院3D打印室正式投入使用，开启
了矫正鞋垫“量脚定制”的新时代。

  □记者 张静
  通讯员 魏青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西海岸新区人
民医院党委组织心血管内科、关节
外科、中医科等科室的5名医护人员
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来到珠海街
道郝家石桥社区开展了“深入社区
送健康，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以
推进“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和“清
廉医院”建设。
  活动中，党员志愿者们为该社
区的老年朋友提供慢性病义诊、护
理指导、用药指导等服务，受到社区
群众的热烈欢迎。一位前来咨询的
居民开心地表示：“在家门口就能看
专家，了解自己的健康情况，学习健
康知识，这样的活动很贴心，希望你
们以后多多举办！”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计提供义
诊咨询服务70余人次，为群众发放
宣传资料30余册，测量血压和血糖
60余人次，得到了社区居民的广泛
称赞。

党员送诊进社区
志愿服务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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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鞋垫实现“私人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