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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希山：有效筛查
是乳腺癌防治的关键02

在我国乳腺癌的普查

中，我们发现了约 25.7%的病

例，但美国这一比例是 70%。

其中，早期乳腺癌的比例仅

为 1%，而美国为 20%。由此

可见，加大乳腺癌的普查力

度是必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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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躬身杏林，到第一个扛

起中国围产保健大旗，严仁英

在祖国医学道路上辛勤耕耘

了七十载。她为中国妇婴健

康事业的不懈追求，为国家、

人民所奉献的仁心英术，值得

我们永远感谢和铭记！

严仁英：
仁心英术，佑天下妇婴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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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医疗机构日间医疗质量

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日间医疗质量管理

的组织建设、制度规范、流程管理等各个方面提出基本要

求，明确了日间医疗的定义，强化了医疗机构的主体责

任，完善了日间医疗质量管理制度体系，规范了行政部门

的监管职责。《规定》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为推动医疗机构规范开展日间医疗，国家卫生健

康委陆续制定了日间手术推荐病种、日间手术操作规

范等一系列文件。但日间医疗的质量管理缺乏统一规

范，导致各医疗机构开展日间医疗的质量参差不齐，

既存在医疗质量安全风险，又不利于日间医疗的健康

发展。鉴于此，为指导医疗机构加强日间医疗质量安

全管理，规范日间医疗行为，保障医疗质量安全，推动

日间医疗规范有序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制定了

上述《规定》。

日间医疗是指医疗机构在保障医疗质量安全前

提下，为患者提供 24小时内完成住院全流程诊疗服

务的医疗服务模式，惠及国家、医院、患者三方。

为此，本期编辑部整理了日间医疗的优势、各国

家或地区之间日间医疗的差距、我国医院在建设日间

医疗过程中摸索出的经验等，以飨读者。

（详见 4~5版）

传统手术是通过损毁

或切断神经组织达到治疗

疾病的目的，而神经调控则

是利用植入性或非植入性

技术，依靠电或药物手段改

善中枢、周围或自主神经系

统的功能，控制疾病症状。

08 胡永生：神经调控为
疾病治疗“独辟蹊径”

本报讯 近日，第六届中国 - 国

际器官捐献大会暨“一带一路”器

官捐献与移植国际合作发展论坛以

线上会的形式召开。会议透露，截

至 2022 年 10 月底，我国已累计完

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4.25 万例，

捐献大器官突破 12.63 万个；近两

年来，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

新增超 200 万人。

据统计，2022 年 1 月—10 月，

全国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4746 例，捐献器官数量为 15233 个；

与 2021 年同期相比，捐献例数增加

10.94%，捐献器官数量增加 9.72%。

“目前我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和

质量、移植器官类型、移植临床及

研究能力均居世界前列，但需不断

地实践总结，多向国际移植界学

习。”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

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表示，近两

年，我国启动《人体器官捐献与移

植条例》修订，印发《人体捐献器官

获取收费和财务管理办法 （试

行）》，成立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

享计算机系统科学委员会，建成国

家人体组织器官移植与医疗大数据

中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

长郭燕红表示，我国已经建立五大

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即人体器官

捐献体系、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人体器

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质控体系

及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监管体系，器官捐献与

移植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针对我国器官移

植事业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下一

步将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由高速度增长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升

人体器官移植服务质量和能力。

会上还发布了《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

（2021）》。《报告》包括中国人体器官获取、中

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中国肝脏移植、中国

肾脏移植、中国心脏移植、中国肺脏移植、中

国器官移植技术进展与创新等七部分内容。

（丁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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