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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勇：严冬季节，
警惕病毒心肌炎侵袭03

之所以说感冒和病毒性

心肌炎是两种关系密切的疾

病，主要是因为病毒在引起呼

吸道炎症的同时可向心肌“发

难”，从而导致心肌出现局限

性或弥漫性的急性、亚急性或

慢性的炎性病变，诱发病毒性

心肌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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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七十载，张金

哲为万余名儿童操刀手

术，发明改进了 50 余种

手术器械和手术方法。

“一生努力，两袖清风，

三餐饱暖，四邻宽容。”

这既是张金哲的修身之

道，也是他的人生写照。

张金哲：他与上万名患儿
成了“过命”的朋友07

本报讯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

《国家罕见病医学中心设置标准》。《标

准》从基本要求、医疗服务能力、教学能

力、科研能力、承担公共卫生任务和社会

公益性任务情况、落实医改相关任务及

医院管理情况等方面，对国家罕见病医

学中心的设置提出详细要求。

《标准》规定，国家罕见病医学中心

应满足的基本条件包括：应是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具备产前诊断技术资质，能够

提供遗传咨询服务；应是省级及以上罕

见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依托单位；应常

态化开展罕见病多学科诊疗（MDT）工

作，门诊常规运行的罕见病相关多学科

诊疗团不少于 15个；医院依法进行药物

临床试验机构备案，近 3年（以伦理审查

时间为准）参与罕见病新药临床试验不

少于 30项，其中作为组长单位或国际多

中心临床研究国内牵头单位开展的项目

不少于 10项。

《标准》明确，国家罕见病医学中心

应当具备齐全的临床科室和医技科室，人才梯队

结构合理；具备突出的罕见病多学科协作诊疗经

验，牵头编制罕见病防治指南、技术规范和相关行

业标准，示范和推广罕见病先进诊疗技术，积极培

养罕见病临床学科带头人和基础研究技术骨干，

牵头开展罕见病防治研究，促进研究成果转化。

《标准》要求，国家罕见病医学中心依托医院，

应管理制度完善，具有较高的信息化水平、较强的医

疗服务辐射能力和影响力，能引领我国罕见病防治

体系建设及罕见病相关的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和

管理工作；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认真落实医

改相关工作要求；积极开展国内外罕见病学术交流

与合作，推动罕见病专业走向国际。 （丁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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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加强医疗机构手术分级管理，规范医疗

机构手术行为，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维护患

者合法权益，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医疗机构手术

分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自印发之

日起施行，《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机构手术分

级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卫办医政发〔2012〕94

号）同时废止。

原卫生部曾于 2012年制定了《医疗机构手术分

级管理办法（试行）》，对保障医疗质量安全发挥了重

要作用。此后，国家卫生健康委还于 2018年以部门规

章的形式发布《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明确医

疗机构在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和管理中的主体责任，要

求医疗机构建立手术分级目录，对手术实行分级管

理。

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群

众对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既往与医疗机

构级别挂钩的医疗技术和手术分级分类管理模式，已

不适应新时期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此，结

合既往工作经验和各地先进实践，国家卫生健康委修

订形成了上述《办法》。

本期编辑部整理了《办法》中的亮点、施行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以及国外手术准入和授权管理

制度等，以飨读者。

（详见4~5 版）

呼吸内镜介入诊疗技术

是一门针对呼吸系统疾病侵

入性诊断和治疗操作的不断

创新、持续发展的医学科学和

艺术。想要掌握这一门科学，

除了要掌握常规的呼吸病学

知识，还需要更多专门的训练

和更专业的判断。

08 孙加源：以悲悯之心
倾治病救人之力

手术分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