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湛江中心人民医院副院长  周宁

急诊思维融解下的创新力院管追求
在周宁的大家族中，有

7 人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

近20人从事医疗相关工作。

父亲是医生，妻子是医生，

还有从事护理、药学、医技

等相关工作的亲属。似乎是

冥冥之中的天意：不学医对

他来说反而成为了一件很难

的事情。

学医的人总是本着一颗

善良的心想要救人。从参加

工作的那一天起，周宁便在

心中种下了以救死扶伤为己

任的宏愿，工作任劳任怨，

常常为抢救患者工作至深夜

一两点钟，甚至通宵。一次，

恰逢国庆节放假，一位桃耳

七中毒病人就诊时已然神志

不清、呼吸微弱。正在休假

的周宁立刻跑回急诊科，帮

患者捏气囊以维持呼吸，经

过两天两夜的连续抢救，总

算挽救回了患者的生命。工

作以来，经他像这样从死神

手中挽救回来的危重症患者

早已不计其数。

2000年，当时作为急诊

科副主任的周宁被评为“中

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

他的名字还出现在了《人民

日报》等权威媒体中，在社

会上尤其是广大青年中引起

强烈反响。

志愿者经历是他人生

中一项宝贵的财富，周宁

说，他从来都不满足于仅

仅用技术去为患者解除病

痛，而是想成为一个急救

知识宣传使者，努力将一些

急救、中毒的相关知识普及

给更多人，以便大家遇到紧

急情况时学会自救或互救，

为患者争取到更多生的希

望。在当地报纸上、电视台

上常常能看到他为此努力的

身影和科普文章。为何对急

救科普如此执着？周宁讲起

了两个故事。

多年前，在他还是一名

年轻的医生时。一位交警大

队长在家中突发心脏骤停，

他的家人为他做了徒手心肺

复苏，为医生争取到了宝贵

的抢救时间，让患者成功得

到了救治。

另一位中学校长，也

遇到了同样的病——心梗。

但家中无人掌握急救相关知

识，生生错过了抢救机会。

这两件事情坚定了他要

将急救、中毒等医疗知识科

普到更多群众中的决心。在

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医生

加入了科普的队伍中，他们

将专业的急救知识传播给了

更多的人群。

作为在急救医学尤其

是在中毒、急危重症方面

深耕数十年的资深专家，

周宁并不满足于本院本职

工作中的耕耘，他还将目

光转向了整个粤西。“我

们医院属于省内六大中毒

救治中心之一，在粤西是

唯一一家。”周宁常常思

考，如何将区域内的各个

医院急诊科联合起来，建

设一个大家能够互通信

息、精研医术的平台，规

范中毒患者的救治，提升

区域中毒急诊救治水平。

作为湛江市医学会急

诊分会主任委员，周宁觉得

自己应该担起这个责任，于

是，他牵头建立了一个中毒

网络数据平台。湛江市的各

个医院均可在此平台上传中

毒患者情况，通过该平台还

可进行远程会诊，亦可通过

该平台指导基层医院中毒患

者的救治，甚至还可以开展

一些中毒相关知识培训、科

普活动。在此基础上，湛江

中心人民医院作为牵头单

位，成立了湛江市急诊专科

联盟和湛江市中毒急救联

盟，市内的很多三级、二级、

一级医院急诊科积极参与，

顺应国家政策，实现了分级

诊疗：轻症基层医院处理，

重症转至三级医院救治。

除了令患者受益，该

平台还将为各医院科研提

供丰富的资源。“我们想

通过数据平台，逐步建立

一个区域中毒的大数据，

各家医院一起进行中毒这

方面的临床研究工作。”

周宁认为，要想在科研上

有所建树，拥有数据库和

生物标本库非常重要。

“未来，我们的目标是

打造成为省内一流的区域医

教研中心。”周宁满怀希望

地说道。医院要想实现高质

量发展、高水平建设，人才

必须摆到首要位置，并加强

医院管理和内涵建设。此外，

还必须加强学术交流与技术

合作。为此，从2021年开始，

周宁主导创办了北部湾住院

医生规范化培训论坛，邀请

了众多经验丰富的大咖为年

轻的医生进行培训。他创办

的北部湾急危重症医学论坛

也让更多年轻医生获得了学

习的机会。医院积极推进公

共科研平台建设，不断完

善平台功能，为医院引进

高水平人才“筑巢引凤”，

同时，也促进了医院科研

水平提升，努力打造省内

一流的区域医教研中心。

尽管湛江中心人民医

院已经拥有 80 多年的历

史，“年纪”已不算小，

但在周宁看来，医院仍

处于最适合奋起勃发的年

纪，奋斗仍是所有湛江中

心医院员工的主旋律！

从一名普通的医生到急

诊科副主任、急诊科主任、

院长助理兼急诊科主任，乃

至副院长兼急救中心主任，

周宁与“急诊”的缘分颇深。

走上行政管理岗位后，他依

然以患者为中心，从患者角

度思考，如何为其提供更安

全、方便、快捷的医疗服务。

为此，周宁重点推行了三项

创新措施：一是建设急诊急

救大平台，将急重症救治打

造成医院的品牌。二是推行

“4+1”专科疾病诊疗中心

的门诊管理模式。三是在省

内率先实施临床用药分值管

理措施。

如何打造区域急诊急

救大平台？周宁认为：第

一，优化急诊布局与救治

流程改造。以第五代现代

医院的理念，积极推进急

诊升级改造和急诊急救大

平台建设，优化急诊就诊

流程，提升医院应急救治

能力，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以急诊急救大平台建设为

契机来推进整个急诊学科

的建设。目前，正在进行

急诊医学科的升级改造工

作，优化急诊布局，完善

急诊辅助诊查区——急诊

CT、急诊B超、急诊介入、

急诊手术室。通过布局优化

与流程改造，确保急危重症

患者在检查诊疗过程中的及

时性和安全性。第二，提升

医院应急能力与技术水平，

确保到院患者获得安全快捷

的急诊医疗服务。第三，加

强急诊信息化建设。积极推

进 5G 院前急救平台和“六

大中心”急诊信息化建设，

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院前

急救与院内急诊的无缝衔

接。从 2021 年开始，湛江

中心人民医院便着手开始打

造 5G 急救平台建设，进一

步将院前急救的关口前移。

比如在医生未到现场时，通

过 5G 技术指导现场人员开

展抢救；在救护车上提前上

传患者生命体征相关信息，

实时反馈至抢救室，患者未

到，信息先行，力争实现“呼

叫即急救，上车即入院”。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黄玲玲）一副斯

文的方框眼镜，一口极具“广”味的普通话，

一脸真诚的笑容是很多人对广东湛江中心人

民医院副院长周宁教授的第一印象。从事急

诊工作的医生往往可能被认为行事有一种风

风火火的性格，因为急诊这个工作视时间为

生命，多一分钟也许患者就能多一分希望。

这位从急诊岗位走到行政管理岗位的副院长

却给人一种沉静如水的感受，静水流深，这

是从医多年丰富经历的沉淀，更是人生智慧

的一种集成。

多年来，周宁一直致力于湛江市急诊学科

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创建了湛江市中毒网络

数据平台，牵头成立省内

首个区域中毒急救联盟，

创办北部湾急危重症医

学论坛。“创新”一直是

他身体力行的一件事。

救人：无时无刻  争分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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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4+1”缩短患者就诊流程
“4+1”专科疾病诊疗

中心门诊管理模式的初衷是

方便患者。该诊疗模式于

2018年1月开始推行。“4”

指专科门诊、专病门诊、专

科护理门诊、药学门诊；“1”

则是指专科的辅助检查。将

4个门诊与1个检查集中到

一个门诊单元中。在门诊中，

每个专科1个单元，按照

“4+1”模式开展门诊服务，

门诊患者就诊就能在一个单

元里完成，大大缩短了患者

就诊流程，减少了患者的时

间。“除了一些大型的检查

如CT等和取药这两个环节

无法在单元里解决外，其他

包括医生看病、专科检查等

所有环节都可在单元内完

成。”周宁不无自豪地说。

临床用药分值管理则

来自于交警对于司机安全管

理经验的借鉴。每位医生每

年都有12分的用药分值，

每月进行处方点评，如发现

该医生存在用药方面的不合

理，便按照制度并根据用药

的不合理情况给予不同的扣

分及相应扣款。扣6分以上

的医生必须参加临床用药培

训，如扣完12分，暂停该

医生的处方权。需去临床药

学室培训学习1个月，待考

核合格后再授予处方权。“未

来，我们也会思考如何去进

行奖励。”以此激励医生用

药更加规范。

此外，他还大胆引进

临床药师人才，加强临床

药师队伍建设。近三年来

引进博士、硕士临床药学

人才 29 人。目前，医院从

事临床药学工作的临床药

师共40人，实现每百张床

位配备 1.33 个临床药师。

培养专科临床药师，开展药

学门诊、临床药师查房和会

诊服务，这些措施切实推进

药事服务的转变，并促进了

医院临床合理用药。


