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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观察

孝感“数智化”破解基层病理诊断难

大病诊疗不出县 省城专家远程看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方桐 通讯员 雷振林 邱秀君

7月17日，仅用9分钟，患者程女
士的会诊意见书便从湖北省病理远程
诊疗系统反馈到应城市人民医院。

以往，患者需要拿病理切片到武汉
找专家会诊，费心费时又费钱。

数智化病理服务体系建设，改变了
这一状况。今年3月底，孝感按照“1+
7+N”（“1”是指孝感市中心医院，“7”
是指7家县级人民医院，“N”是指其他
基层医疗机构）模式，选取市中心医院
和安陆、应城、孝昌3家省数智化病理
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医院，运用数字化、
智能化技术，实现上下联通、左右联通，
补齐基层病理服务短板，破解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

孝感将病理体系建设全面融入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县病理诊断中心
与辖区医疗机构签订送检协议，采取机
构采样、中心诊断、结果共享的模式，打
通病理送检服务“最后一公里”。

6月底，孝感圆满完成扩面试点目
标任务，初步建成市域数智化病理服务
体系。目前，4家医院全部与省病理远
程诊疗系统对接，上半年共开展病理检
测38565例，其中术中快速病理诊断
1407例，较上年提升52%。截至8月
14日，4家医院已开展远程病理会诊
227例。

大病诊疗不出县

“谢谢你们，让我少受疾病折磨，还
少花了治疗费用。”8月1日，李女士向
医生和护士一一致谢后，办理了出院手
续。

6月底，她在安陆做CT检查时，查
出右肺上有结节。随后，她去武汉同济
医院复查，结节直径约1厘米，医生建
议手术切除。

手术在安陆做，还是去武汉做？李
女士有些纠结。

“我们的病理诊断能力提升了，还
有省病理远程会诊平台的支持，能帮助
我们更快更准地实施手术。”安陆市普
爱医院外科医生梅武建议。

7月15日，李女士住进了安陆市
普爱医院。两天后，她上了手术台。

手术中，梅武感觉李女士的肺结节
颜色不对，怀疑她患有肺癌，赶紧让护
士将结节组织送至设在该院的安陆市
数智化病理诊断中心快检。

快速冰冻切片、制片染色、数字化
扫描物理切片（玻片）、大屏阅片……仅
过去半个多小时，病理诊断中心就出具
了病理报告：右肺上叶腺癌。

依据病理报告，梅武为李女士实施
了肺腺癌根治术及肺门淋巴结清扫术。

“相比以前，李女士少挨了一刀。”
梅武解释，以前安陆做不了术中快检，
病理诊断需要四五天，切除结节后只能
将伤口缝合，后面根治癌症时再开刀。

手术虽然顺利，但接下来如何治疗
却让梅武犯了难。

因诊断经验不足，病理医生无法确
定李女士患的是原位癌，还是浸润性腺
癌。前者无需治疗，后者需要进行药物
治疗。

安陆市数智化病理诊断中心主任
王宏波决定请外援。他将李女士的数
字化切片上传至省病理远程会诊平台，
申请专家会诊。

很快，省级专家诊断为：浸润性腺
癌。

梅武“对症下药”。目前，李女士身
体恢复良好。

“大病不出县，省心又省钱。”安陆
市卫健局初步测算，患者在安陆申请远
程会诊，相比去武汉大医院诊断，单次
仅路费、检查费等可节约1000元以上。

预约专家不再难

在应城，找武汉专家看病需要多长
时间？

程女士的经历是9分钟。
“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像做梦一

样！”程女士说。
因持续便秘一个月不见好，7月9

日，程女士来到应城市人民医院检查，
初步诊断为肠功能紊乱。

7月11日，结肠镜检查显示，她的
升结肠有隆起性病变，疑似结肠息肉。
医生将息肉摘除，取活组织送到病理诊
断中心做病理分析。

次日，病理诊断结果显示：良性升
结肠管状腺瘤。

临床医生予以抑酸、调整肠道功能
等治疗后，程女士出了院。

“我还是有点担心，想请武汉的专
家帮着看看。”没过几天，程女士又来到
应城市人民医院，想借病理切片图片去
武汉。

与很多患者一样，程女士对基层医
院的诊疗水平心存疑虑。

然而，几年前去武汉就诊的经历，
让她心存余悸：“挂号要等半个月，看病
又得一两天，太磨人了！”

正在为难之际，应城市人民医院传
来好消息：该院已建成应城市数智化病
理诊断中心，并接入省病理远程诊疗平
台，不出应城就能请武汉专家线上阅
片。

7月17日7时41分，应城市数智
化病理诊断中心医生通过省远程诊疗
平台上传数字化切片，申请专家诊断。

很快，平台将该申请派发给同济医
院病理专家。

当日7时50分，同济医院专家便
提交诊断报告：（升结肠）管状腺瘤。和
应城市人民医院的诊断结果一样。

基层群众反映的看病难、看病繁问
题，主要源自优质医疗资源供应不足、
分布不均。

我省在推进数智化病理服务体系
建设中，尤其重视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和
远程诊断、治疗体系建设。如今，一大
批权威病理专家入驻平台，协助远程会
诊，相当于把专家请到了基层医院。

“申请远程诊断后，省级平台派单
给专家，一般当天就能出诊断结果。”应
城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姚海泉介绍，截
至8月9日，该院已完成远程诊断98
例。

为了让更多群众享受便利服务，应
城市人民医院已与市内21家医疗机构
签订协议，共享数智化病理服务。

县域诊疗水平提升

在孝昌县人民医院胃肠外科主任
周宏明心里，一直有个遗憾。

几年前，一位50多岁的胃溃疡患
者来医院做手术。术前，周宏明从她的
胃上取材，送去做病理诊断，结果为良
性。

手术后，病理科从切除的胃上取材
做进一步的诊断。四天后，病理报告上
出现了周宏明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胃
癌。

这意味着，患者还要做一次手术，
清除胃周边的淋巴结，并切除大网膜。

“手术前你们怎么没查出来，现在
我该怎么办？”患者质问。

“虽然后来患者谅解了我们，但我
们一直心存愧疚。”周宏明说。

为何没查出来？周宏明和同事们
反复分析，可能是取材时没有抓取到有
癌细胞的组织，也可能是阅片时将癌细
胞看漏了。

受硬件和经验的限制，以前术前取
材好比“盲人摸象”，不精准；病理科医
生阅片好比“大海捞针”，眼睛盯着显微
镜看，难保不看漏。

病理诊断不精准，临床治疗就会出
现偏差。

如今，在省数智化病理服务平台指
导下，周宏明和同事们术前取材时，对
重点区域把握更准，同时在非重点区域
广泛取材，准确率大增。

信心大增的，还有孝昌县数智化病
理诊断中心主任谭梅芳。

“中心新增设备30多台套，质控能
力大幅提升。”在新添的数字切片扫描
仪上，谭梅芳将物理切片扫描成数字切
片，经AI智能阅片系统提示，数十秒就
找到了最可能出现病变的地方，效率大
增，漏诊率大减。

目前，应城、安陆、孝昌三家县级数
智化病理诊断中心均达到了B级标准
——办公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配齐
全套数字化、智能化病理检测仪器设
备，每百张病床配备一名病理医生、一
名技师。

除了提升硬支撑，还在改善软环
境。

省病理远程诊疗平台开通了留言
功能，正成为基层病理医生拜师学艺的
好通道。

通过省级专家指导，王宏波学会了
鳞状细胞癌免疫组化检查应该重点检
查哪几项指标，谭梅芳对肺小细胞癌和
非小细胞癌的恶性程度和治疗方式有
了更精准的了解。

“提升县域病理诊断水平，除了借
外力，还要练内功。”孝感市卫健委负责
人表示，知名病理专家数量和精力有
限，将来可能“供不应求”，该市正加快
人才引进与培育，打造一支“不走的”优
秀病理诊断队伍。

至上月底，市中心医院和3家省级
试点医院新增了 15名病理医师（技
师），350多人次接受了业务培训。病
理医师（技师）待遇提升了20%，还享
有晋升评级优先权。

安陆市普爱医院病理医生在查看数字切片。（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方桐 通讯员 万阳 摄）

11家企业进入九州医药供应链平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方桐 通讯员 熊继新 李林 孙一琪

7月30日，走进位于孝感市高新区的孝
感宏翔生物医械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
在调试高通量玻片扫描仪。

“根据客户需求设计通量，最多可一次性
放进720个玻片，单片最快60秒可出扫描结
果。”公司负责人沈红安介绍。

宏翔生物是孝感最早从事病理设备生产
的民营企业，产品销往北京、河南、河北、广东
等地。

“高通量玻片扫描仪于今年5月试生产，
目前在孝感市中心医院试用。”沈红安表示，
抢抓全省数智化病理服务体系建设机遇，公
司产品已进入九州医药供应链平台。

孝感亚光医用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主攻脱
水机领域。“这是我们去年推出的第三代脱水
机，脱水效率更高、效果更好，能提高病理诊
断精准率。”公司负责人简英指着一台立式脱
水机介绍。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在激烈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简英带着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来到
产品展示馆，十多款先进病理设备构筑起公
司核心竞争力，“我们对接省病理科技有限公

司，已有4款病理设备进入省内多家医院。”
与亚光公司相邻的湖北耀楚医疗器械科

技有限公司，同样在抢抓机遇。
在该公司生产车间，技术人员正在测试

新设备——脱水包埋一体机。
“年底出样机，可自动完成组织样本的固

定、脱水、包埋等过程。”公司技术总监唐泽元
预测，较目前脱水、包埋分开操作可省时1/4，
而且节省了人力。

业内人士介绍，病理产业前景可期。全
球市场规模已超3000亿元，国内市场规模超
700亿元。湖北推进数智化病理服务体系建
设，对病理产业是个利好。

近年来，孝感支持病理企业抢占新赛道，
打造病理产业高地。目前全市有医疗器械生
产企业36家，可以生产组织类病理设备9
种、细胞类病理设备2种；11家企业进入九
州医药供应链平台。

“我们将主动融入全省病理产业链条，力
争把更多孝感产病理设备纳入‘鄂产鄂销’产
品目录，推动孝感病理产业发展。”孝感市卫
健委副主任程勇表示。

“术前术后病理诊断结果一致，手术一次
成功。”近日，孝感市民骆女士在市中心医院
做了乳腺癌根治手术，对家门口的优质医疗
服务很满意。

骆女士一直在江苏工作，在当地确诊患
有乳腺癌。前不久，她回到孝感，到市中心医
院就诊，想做保乳治疗。

手术前，医生对骆女士进行了取材活检，
经数智化病理诊断中心病理诊断，很快确诊
为右乳浸润性癌。

“有了病理诊断撑腰，我们做手术底气才
足。”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韩运涛

“对症下药”，为骆女士做了保乳手术，并对周
边的淋巴结进行了清扫。

手术后，病理诊断中心对切除的组织再
次进行病理诊断，与术前诊断一致。

“手术一次成功，术后化疗巩固就行！”韩
运涛第一时间告知骆女士病情，两人终于松
了口气。

今年4月以来，孝感抢抓全省数智化病
理服务体系建设机遇，建设“1+7+N”的全域

数智化病理服务体系。作为“龙头”的1，正
是孝感市中心医院。

“我们已投入资金2200万元，打造了A
级数智化病理诊断中心。”孝感市中心医院副
院长胡超华介绍。

走进孝感市远程病理会诊中心，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各种先进的仪器设备。其中，全
自动高通量数字切片扫描仪可一次性数字化
处理600片切片，医生阅片更快更准；液基细
胞学玻片扫描和AI软件在提高病理医生工
作效率的同时，还能降低误诊和漏诊的风险；
二代测序仪、FISH和荧光定量检测仪、PCR
平台等为基因检测赋能，让更多疑难病例不
出孝感就能现出原形。

“我院将发挥市域病理诊断‘龙头’作用，
助力提升全市的病理诊断水平。”胡超华表
示，该院已有6位病理诊断医师上线省、市病
理远程诊疗系统，参与全省、全市病理远程会
诊。同时，该院还将为市内其他医院提供分
子病理检测、病理诊断质控培训等服务。

“几天吃不下、睡不好，现在终于松了一
口气。”近日，听说自己盆腔的肿瘤是良性的，
邹女士喜极而泣。

前不久，邹女士感觉盆腔不适，来到孝感
市妇幼保健院就诊。经检查，她盆腔左侧阔
韧带上有一肿物，需要手术切除。

手术后，病理医生对切除的肿物进行病理
诊断，结果为“梭形细胞肿瘤，细胞轻度异型”。

听说自己盆腔长的是肿瘤，还出现了异
型细胞，邹女士十分紧张。

“先别急，肿瘤有不同类型，如果是良性
肿瘤就不要紧！”孝感市妇幼保健院病理科主
任袁文娟耐心地安抚邹女士。

邹女士身上长的是特殊类型的肿瘤，病
理医生需要借助免疫组化技术来明确类型，
以便临床医生精准治疗。

放在以前，邹女士要先联系好做免疫组

化的医院，再借蜡块去对方医院。两边来回
跑，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都会增加。

因样本量少，孝感市妇幼保健院此前并
未开展免疫组化。为了减轻患者负担和压
力，该院去年开始可以进行免疫组化检测，上
个月又与省数智化病理远程诊疗系统实现了
对接。

征得邹女士同意后，该院给她加做了12项
免疫组化，第二天即收到了结果，结合初诊报
告，发出病理诊断结果：“孤立性纤维性肿瘤”。

结合邹女士的病史和临床表现，袁文娟
和同事们研判她的肿瘤为良性，只需要定期
复查随访即可。

见邹女士还是有些不放心，袁文娟建议
她通过省病理远程诊断平台，申请省级专家
诊断。

最终，诊断结果与先前的一致。

家门口有了A级病理诊断中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方桐 通讯员 管菊艳

就近取样 线上诊断

特殊肿瘤患者不再“两头跑”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方桐 通讯员 张健

孝感宏翔生物医械技术有限公司技
术人员正在调试高通量玻片扫描仪。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方桐 摄）

孝感市中心医院病理医生在荧光定
量PCR仪上进行病理检测。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方桐 摄）

孝感市妇幼保健院医生制作快速冰冻切片。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方桐 通讯员 高亚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