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分析[J].卫生职业教育,2015,33(24):33-34.
[7]

 

梁丽娜,马亮亮,刘佳,等.临床教学实践中形成性评价体

系的构建与应用[J].重庆医学,2018,47(8):1133-1135.
[8] 王延鹏,沈春子,陈莉,等.形成性评价在临床医学专业实

习生岗前培训中的应用[J].检验医学与临床,2019,16
(11):1621-1623.

[9]
 

刘忠民,余琳,范婷婷,等.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实验教学形

成性评价表的设计与应用[J].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

2018,26(5):822-826.
[10]马宁东.案例分析法在“学前卫生学”教学中的应用[J].

科教导刊(中旬刊),2019(2):83-84.

(收稿日期:2019-11-29  修回日期:2020-06-30)

教学·管理 DOI:10.3969/j.issn.1672-9455.2020.18.048

区域放射远程诊断平台创新构建模式探索*

方 锋,万平华△,吕黄敛

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放射科,重庆
 

401331

  摘 要:目的 重庆市沙坪坝区放射远程诊断创新构建模式及其应用成效探讨。方法 由政府部门统筹

指导,采取互联网+放射诊断,选用软件即服务(SaaS)模式,区属公立基层医院全接入,建立放射远程诊断平台

系统;整合优势资源统一选聘、组建专家组,制订并优化工作规划及工作流程,拓展远程阅片诊断、远程报告审

核、远程会诊、远程质控考评、远程教育培训5大功能应用。对平台系统运行1年数据进行统计学对比分析,探

讨平台应用成效。结果 沙坪坝区放射远程诊断构建模式方便快捷、简单实用、投入小。通过1年来平台运行

数据统计学对比分析,有效避免、减少了基层放射诊断漏诊、误诊,放射质量逐步提升,促进区域放射质量“同质

化”。结论 重庆市沙坪坝区放射远程诊断创新模式,具有简单实用、投入小、易复制推广、公益性、成效高等

特点。
关键词:远程放射学; 质量控制; 同质化; 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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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放射技术的发展,X线检查已成为不可

或缺的检查方式,X线图像质量、报告水平直接影响

临床医生的判断。然而在广大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卫生院,检查设备相对简陋,摄片技术及诊断水平

相对低下,严重影响基层卫生单位的诊疗水平[1-2]。
重庆市沙坪坝区(以下简称沙区)成立放射远程诊断

中心[3],旨在探索在现有设备及人员条件下,依托区

域内上级医院,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放射诊断水

平,建立具有简单实用、投入小、易复制推广、公益性、
成效高等特点的解决方案。

沙区放射远程诊断中心由沙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简称卫健委)统筹领导,依托陈家桥医院放射科,于
2019年6月1日正式成立。本文将对该中心的构建、
运行方式、工作内容、应用成效进行分析。
1 方  法

1.1 构建远程平台 由沙区卫健委统筹,依托沙区

陈家桥医院放射科,成立放射远程诊断中心。远程诊

断在沙区陈家桥医院放射科统一办公。将陈家桥医

院放射科原有诊断电脑中的3台接入互联网,通过访

问网页(远程诊断平台网站)实现远程诊断。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分别采购一件高拍仪,用于将拍摄X线

检查申请单上传至远程诊断平台,原有诊断电脑安装

远程会诊平台软件,并接入互联网。采取软件即服务

(SaaS)模式,由深圳云帕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远程会

诊平台软件,并负责所有前期实施、后期维护,将放射

远程诊断中心与各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连接起来。
1.2 统一选聘、组建专家组 沙区卫健委选聘沙区

陈家桥医院、沙区人民医院、沙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沙
区中医院四家二级甲等医院放射科中级以上职称诊

断医师17人,成立远程诊断专家组,其中主任医师2
人,副主任医师1人,主治医师14人。
1.3 制订工作规划及工作流程 建立“沙区放射远

程诊断业务微信群”,中心专家组成员及沙区各基层

医院影像科室医生加入该群,便于日常工作沟通。每

天安排2名中级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员到陈家桥医

院放射科远程放射诊断中心集中阅片。沙区放射远

程诊断中心开通远程影像诊断夜诊业务,夜诊病例由

陈家桥医院放射科夜诊值班医生负责,如当值医生非

专家组成员,可跳过审核及质控考评直接处理,待有

专家组成员上班后及时补充审核及质控考评。中心

定期组织疑难病例讨论学习,并定期公布课程表,基
层医院可安排影像科医生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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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拓展应用平台功能 放射诊断中心具有远程阅

片诊断、远程报告审核、远程会诊、远程质控考评、远
程教育培训5大功能应用。此外,还可以对每月、每
季度运行数据进行统计学对比分析,探讨平台应用

成效。
2 结  果

2.1 平台建设 沙区放射远程诊断平台建设由沙区

卫健委统筹,紧紧围绕“卫生行政部门统筹、坚持公益

创新机制、资源下沉提升能力、便民惠民、群众受益”
的建设理念,以放射影像诊断质量为突破口,以“智能

化信息平台”为载体,大力推进医疗业务区域紧密协

作,进一步均衡区域医疗资源、提高基层医院影像诊

断水平、助力分级诊疗,依托笔者单位———沙区陈家

桥医院,于2019年3月着手筹备,4月底2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完成平台软件安装、联网,5月
 

1日上传图

像试运行,6月1日2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接

入,正式运行。建设采用SaaS模式,其构建过程中,
多使用各单位现有设备,仅新采购高拍仪23件,安装

远程诊断平台软件,用互联网将各参与单位放射科原

有电脑连接。
2.2 平台管理 沙区放射远程诊断平台由沙区卫健

委统筹管理,成立沙区放射远程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区放射远程工作办公室,依托笔者单位———沙区陈家

桥医院,建立沙区“放射远程诊断中心”,由陈家桥医

院放射科具体负责平台运行管理,同时为保障平台中

心运行的长效机制,由区卫健委拨付专项资金扶持沙

区放射远程诊断中心项目的建设、运行,在中心各项

工作步入正轨以后,再向各收益医院适当收取远程诊

断服务费用。
沙区“放射远程诊断中心”通过统一选聘专家、统

一工作流程、统一质控标准“三统一”保障中心平稳运

行;对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传的图像和报告实行

“五大功能”:放射远程阅片诊断、放射报告远程审核、
疑难病例远程会诊、放射质量远程质控、放射技术远

程培训;对区内基层医院放射工作实现“五个集中”:
放射检查集中诊断、放射报告集中审核、疑难病例集

中会诊、放射质量集中质控管理、放射技术集中培训。
2.3 平台运行 自2019年6月1日平台系统正式

运行,截止到2020年5月14日,沙区放射远程诊断

中心共处理完成病例87
 

346人次、93
 

869个部位,其
中CT病例1

 

085人次、1
 

123个部位,DR病例86
 

261
人次、92

 

746个部位。通过放射远程诊断中心由基层

书写医师、中心审核专家双签名,促进了放射诊断报

告双签字及中级以上医生签字制度在沙区全面落实,
基本上实现区域放射检查的集中诊断、集中审核及集

中质控。
沙区放射远程诊断中心平台专家须对基层上传

的每份书写的诊断报告进行审核,确保基层实行放射

诊断报告双签制度及中级以上医生审核签发报告的

审核制度。专家组依照各级的放射质控控制管理的

法律法规及操作规范,制订了统一的放射检查影像、
诊断报告质量控制考评标准、细则及方法,并运用质

控考评标准,对各基层医院上传的放射检查病例认真

进行了质控考评。而且每个月度、季度、年度均将放

射远程诊断平台系统大量的各种运行数据进行整理、
统计分析,形成了质控月度、季度、年度报表,及时上

报给沙区卫健委,并及时下发给了各单位,以便大家

查找差距,按照专家组整改意见进行整改。目前,中
心共形成质控月报表11期、季度报表3期、年报表

1期。
2.4 运行成效 通过放射远程诊断中心踏实质控管

理工作,区内总体放射质量稳步持续提升,放射质控

分平均每月增长3%,有效避免、减少了基层放射诊断

漏诊、误诊。近1年来,中心专家在对82
 

821例基层

书写报告的上传病例中,共避免基层放射诊断的主要

诊断漏 诊360例(0.43%),主 要 诊 断 误 诊332例

(0.40%),次要诊断漏诊1
 

688例(2.04%),次要诊断

误诊598例(0.72%),总避免各类漏诊误诊2
 

978例

(3.60%);解决了沙区基层医院放射人员经验、水平

欠缺难题,减少误诊、漏诊率,降低基层医疗风险,提
升了医疗质量,保障了基层医疗安全,并促进沙区区

内放射质量“同质化”。
“沙区放射远程诊断平台”项目参加并进入进一

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9年全国擂台赛决赛,
荣获2019年全国擂台赛“优秀案例”和“最具人气案

例”两项大奖。
3 讨  论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X线检查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已成为临床医生诊断病情的重要方式之一。然

而,在数量最多、覆盖面积最广、最深入基层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卫生院,检查设备简陋,诊断人员水平

亦是参差不齐[4]。
重庆市沙区共计2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中9

家仍在使用相对落后的CR设备,医生学历以大专为

主,职称以初级为主,经验和能力相对欠缺,缺乏正规

培训,多数医技科医生都是身兼数职———放射、超声、
心电。总体来说,沙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放射检查

与诊断能力偏弱。类似困境存在于全国多地基层医

院[5-6],患者不相信基层医院的诊断及治疗水平,绝大

部分集中就诊于二级、三级医院,未实现真正分级诊

疗,是造成看病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全国多地已建立远程放射诊断平台,然而多

数投入较大,花费动辄几十万,多则数百万;建设周期

多较长,系统操作繁琐,运行时效性较差;且多数是以

某单个医院主导建设,采取逐利的商业化运行模式,
偏重于追求经济效益,局限于远程诊断、远程会诊[7]

两个方面,忽视了对放射检查诊断的质量控制管理,
较少开展放射报告的远程审核,更是极少开展远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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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远程教育,忽略了对基层人员业务技能的教育培

训[8],未能完全发挥区域放射远程诊断中心的功效。
沙区放射远程诊断平台由重庆市沙区卫健委统

筹,依托沙区陈家桥医院,统一选聘远程诊断专家组

成员,统一办公,采用SaaS模式,对基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上传的图像和报告进行审核与质量考评。同

其他多数远程影像诊断平台相比,沙区放射远程诊断

平台构建模式有诸多优点:(1)投入小,选用SaaS模

式;(2)简单实用,软件安装及使用简单易学;(3)建设

周期短,平台建设周期不到3个月;(4)时效性高,平
台专家注重时效性,完成病例处理时间平均17

 

min,
急诊平均9

 

min;(5)功能拓展,挖掘、发挥、运用远程

诊断、审核、会诊、质控、培训功能;(6)易推广,平台建

设、运行及管理均相对简单,易于复制、推广;(7)覆盖

范围广,实现区属基层医院放射检查病例全覆盖;(8)
公益性,本平台摒弃商业管理、运行模式,由政府主

导,坚持公益性;(9)成效高,平台以放射质量提升,促
进区域放射质量“同质化”为目的,通过踏实的质量控

制管理工作,更好地发挥大医院专业技术优势及带头

作用,加强社区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沙区放射远程诊断平台解决了区内基层医院放

射工作诸多难题:缓解基层医院放射工作人员紧缺,
实现对区内放射质量远程质量控制管理,基层医院放

射人员在工作中得到学习、提升,解决基层放射医疗

业务各种疑难病例,完善报告双签制度的落实,减少

误诊漏诊、降低医疗风险,提升医疗质量、保障医疗

安全。
总之,沙区放射远程诊断中心建设使区内各医院

间实现了互联互通,让医疗实力较弱的基层医院通过

远程医疗协作平台,让偏远地区的群众享受高质量、
高水平的诊疗服务,并能明显缩短就诊时间,更快更

好地接受处置;区内患者只要在家门口基层医院进行

放射检查,也能得到大医院专家审核的诊断报告,构
建了“患者不动、信息动,患者不动、专家动”的就医模

式,并实现了区域放射检查集中诊断、统一质控管理,
“让信息多跑路,让患者少跑腿”,成为本区踏实解决

基层医院放射诊疗难题的有力措施,且具有投入小、
简单实用、成效高、易复制推广、公益性等特点,是一

种创新的构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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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专业细胞形态学实习教学的改革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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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细胞形态学实习是检验医学实习的重要内容,在高度自动化的医学实验室,如何激发学生们的学

习兴趣,使他们快速、高效地掌握该项技能,值得检验教育工作者不断思索与探讨。检验科充分重视细胞形态

学的教学实践与改进,通过多种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兴趣,对提升学生的细胞形态学能力有明显效果。
关键词:细胞形态学; 检验专业; 实习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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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检验诊断中自

动化仪器逐步取代了原有的手工操作,从单机检测走

向流水线分析,但在这种模式下容易忽视形态学的重

要性[1]。细胞形态学检验是临床血液学检验中不可

缺少、不能替代的重要手段,是一些疾病形态学改变

与细胞分类计数的“金标准”[2]。细胞形态学实习是

检验医学实习的重要内容,在高度自动化的医学实验

室,如何激发学生们对形态学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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